
和网络课程的建设奠定基础［７８］。随着网络普及和多媒体技术

不断发展，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也不断发展更新，构建骨髓细

胞教学图谱资源是１个全面和系统的课题，及时补充、更新骨

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库的内容，是最大限度发挥骨髓细胞教学

图谱资源库功能的重点。以后将进一步进行院校合作，丰富高

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实现院校互

助资源共建，使其真正成为服务于学生和行业从业人员的共享

资源，促进学习者的共同进步［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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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三维虚拟人体展示平台在高职检验医学技术专业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

涂腊根，廖丙修，杨　荫，谢珊艳，骆锦潮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解剖教研室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传统的解剖学课件缺乏动感、立体感，内容单调、枯燥、交互性差，课件的仿真性和趣味性不够，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

的检验医学等专业的学生而言，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很重要。笔者通过组织检验医学技术专业的学生组成解剖学兴趣小组，对人

体解剖实验室现有部分实体标本，采用升级的“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 Ｖ２．０”进行数据资料录入，建立了三维虚拟数字化标

本库，实现了标本的信息化管理，建立了三维虚拟人体资源库。在教学使用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

关键词：三维虚拟；　人体标本；　解剖教学；　检验医学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８１０２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是医学

教育的入门课程。这门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名词多，理论抽

象、难记忆、内容枯燥。传统的解剖学教学模式是授课时教师

以二维图片讲解为主，不能显示人体的立体层次结构；实验课

学生以观察模型和标本为辅，由于模型的不真实性以及标本的

损耗、匮乏等原因，导致学生参与尸体解剖和实物标本观察的

机会逐渐减少。很难把教材的理论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１］。

目前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虽已得到广泛运用，但传统的解剖学

课件缺乏动感、立体感，内容单调、枯燥、交互性差，仍不能很好

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学习效果较差，特别是高等职

业教育的检验医学技术专业的学生，由于他们的培养方向与临

床医学专业的不同，导致他们对解剖课程不重视［２］。另外，还

有不少学生，特别是女同学对接触尸体存在抵触心理，有不少

学生不敢仔细观察和触摸标本。虚拟解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

同时提高教学过程中的趣味性，使他们更容易理解解剖学教学

的内容。

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医学人体三维重建技术的发

展，建立的三维立体人体解剖模型可以从任意角度、任意方向

上观察，并可任意切割，对解剖教育而言是１次革命性的进

步［３］。笔者在检验医学专业的学生中，组成了解剖兴趣小组，

指导他们对人体解剖实验室现有部分实体标本，采用升级的

“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 Ｖ２．０”进行数据资料录入，建立

了虚拟三维数字化标本库，实现了标本的信息化管理，建立了

三维虚拟人体资源库［４］。通过组织他们参与研发过程，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在试用过程中也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１　“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的介绍

　　三维虚拟技术在近年迅速发展成熟，其中实景照片拼接技

术以其更清晰、逼真的图像，更简单、便捷的制作技术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其优点在于三维立体的人体解剖模型可以从任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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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任意方向上观察，并可任意切割。随着数字影像技术和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用１个专用的播放软件在互联网

上展示，并使用户用鼠标和键盘控制环视的方向，可左可右，可

近可远，使人感到就在环境当中浏览周围的景物，又或是将物

品放在手中随意旋转观看。笔者带领的项目组在２０１１年使用

三维虚拟技术制作了 Ｗｅｂ“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

Ｖ１．１”
［５］。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采用新的技术和设

备，以全新的软件和硬件环境，升级为“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

平台Ｖ２．０”。

该展示平台主要使用相机环３６０度拍摄１组或多组照片，

取得标本在不同角度的影像。经过一系列的数学算法，可以得

到球形全景在不同角度上的矩形投影图或立方图，通过软件进

行拼接，实现全方位互动式观看的真实标本还原。

“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Ｖ２．０”主要包含图像录入系

统和图像处理系统两个部分：图像录入系统包括计算机软件控

制系统、自动旋转托盘、相机、摄影棚及照明系统。自动选择托

盘由电力驱动，每７２秒自转１周。相机使用 ＮｉｋｏｎＤ７０００单

反相机，用数据线与计算机连接，通过软件控制系统操控快门，

每３秒拍照１次，自动托盘旋转１周的时间正好拍摄２４张照

片，每张照片的拍摄角度为１５度。通过图像录入系统取得需

要的影像素材后，经过由Ｊｂｕｉｌｄｅｒ９．０及Ｄｅｌｐｈｉ程序开发的图

像处理系统进行拼接加工，得到三维虚拟标本的影像。最终展

示终端使用Ｄｒｅａｍｗｅａｖｅｒ和ＦＬＡＳＨ 技术搭建，制作为ｈｔｍｌ

格式的展示网站，将加工后的三维标本图像按解剖各大系统进

行分类排列，并配上说明文字。

与传统技术相比，该展示平台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录入

标本方便、快捷，可随时扩大标本库范围；三维图像清晰、细致，

标本细微结构一览无余；用户操作轻松流畅，配合文字说明，可

轻松学习解剖知识。

２　学生参与研发过程

　　组织兴趣小组的学生参与整个升级过程。本课题组募集

了检验医学专业部分对本项目有兴趣的学生，成立项目学生

组，指定指导老师，建立ＱＱ群、飞信、手机等沟通方式，便于师

生随时互动，随时下达任务和解决问题，或定期组织学生参加

项目组活动。项目组老师提出问题，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查找资

料，分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集体讨论

和评价各小组方法的优、缺点，找出最优的解决方法，再用实践

检验。学生的积极参与，对于Ｖ２．０版的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从新版本的设计思路构想到解剖标本的录入，学生均

踊跃参与其中。在带领学生完成Ｖ２．０版本升级的过程中，课

题组老师注意引导学生们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

中出现的许多难点都在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一一解决。

经过多次在课余时间组织的科研活动，学生完成了人体解剖学

运动、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生殖、神经、内分泌、感觉系统近

１００件标本的录入工作。学生通过本次活动，巩固了人体解剖

学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动脑和动手的能力。

３　现阶段成果与应用

　　本教研室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解剖学教学课件运用于

检验医学专业的解剖学教学中，取得了一定效果，极大地激发

了检验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对解剖学实践有抵触

情绪的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以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项目组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现阶段已取得以下成

果：“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Ｖ２．０”的升级顺利完成；初步

完成了人体各个系统的主要标本三维资料的录入；三维虚拟人

体实验室初步框架搭建完成。目前，“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

平台Ｖ２．０”已在校园网络上发布使用，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能

带给学习者清晰、流畅的体验。

在今后的工作中，笔者还想扩大“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

平台Ｖ２．０”的应用范围，并可广泛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１）三

维虚拟人体标本应用于全校各个医学专业的解剖教学。三维

虚拟人体标本可以应用于课堂教学，展示重点的解剖结构。其

解剖结构清晰，软件小，运行方便，利于网络传播的特点，与近

年兴起的微课融合，可期望在解剖微课程中得到有效运用。

（２）用于学生科研活动。“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的升级

过程与学生科研活动结合，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期还可以

继续组织其他医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到科研活动中并将标本库

扩大和完善，并利用已完成的虚拟三维标本模型来进行学生科

研。（３）未来可望用于中小学生的科普教育。三维虚拟标本，

既可反映真实标本的外形，又避免了挥发的甲醛对人体的刺激

性和毒性，同时也可以有效帮助克服对标本的恐惧心理，非常

适合用于中小学生人体知识的科普学习。进一步补充完善标

本资源，完成三维虚拟人体实验室的建设，可望在中小学生的

科普教育中得到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 王勇，杜赵康，张秀君，等．三维数字化虚拟人体在解剖学

教学中的初探［Ｊ］．四川解剖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１）：５４．

［２］ 董世武，应大君．医学检验专业人体解剖学考核方法探索

［Ｊ］．检验医学教育，２００２，２５（１）：３４３５．

［３］ 李一帆，杨茂有，尚云龙，等．三维虚拟数字化可视人体在

解剖教学中的应用［Ｊ］．解剖学研究，２０１２，３４（５）：３９３

３９４．

［４］ 蔺海燕，刘芳，许家军，等．解剖学数码互动系统在系统解

剖学实习课中的应用［Ｊ］．解剖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７（２）：２７７

２７８．

［５］ 罗嘉伦，廖丙修，饶勇星，等．虚拟三维人体解剖学展示系

统的设计［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２０１１，１５

（２６）：４８３３４８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檶
檶
檶
檶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檶
檶
檶
檶

殞

殞殞
殞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２８２·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７年１月第３８卷第２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３８，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