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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申报书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 

2. 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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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形态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依托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名称

／级别（校级或省级） 基础医学院形态实验教学中心/校级
批准 
时间 2007 

1.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发展历程、建设概况 
中心发展历程： 
陕西中医药大学坐落于陕西咸阳，前身是 1952 年创建于西安的西北中医进修学校，1959

年升格为陕西中医学院，1961 年迁至咸阳，2015 年更名为陕西中医药大学，是陕西惟一一

所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是我校中、西医基础教

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2004 年，随着新校区的建设及教学规模的扩大，学校按照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的标准，基础医学院成立了形态实验中心、机能实验中心等 5 个实验中心。 
形态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是根据现代医学实验教学发展趋势，依托陕西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在整合形态学相关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优质资源的基础上于 2016 年

组建成立。中心坚持“资源共享、虚实结合”的原则，在中央财政及校内资助下，整合资源，

重点投入，将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学等基础学科在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

三个层面有机整合，辅助虚拟仿真教学、远程互动教学等先进技术，建成基于互联网+的人

体形态学综合信息平台，以培养实践能力、激发创新精神为目标，构建了全新的形态学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中心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形态学实验视频录制 
2006 年，在校内资助项目“组织学实验的网络课件”的引导下，利用我校医学实验中心的

科研级数码显微镜采集了从宏观到低倍及高倍的高清显微照片，使用录屏软件讲解组织切片

的实验内容，并给学生共享。这是中心第一次利用校内实验仪器完成的具有原创、自主版权

的实验教学内容，不但丰富了实验教学手段，还开拓了教师视野、提高教学改革的兴趣，也

为后期开发适合实验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学方法提供了技术支持。 
(2) 建立了组织学实验的网络图库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2015 年，中心成功申报了校内课题“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网络云

技术建立组织学实验图库”。与传统印刷图谱比较，我们制作的网络图库内容丰富，图片清

晰，注解简明。网络图库包含了组织学实验的所有实验内容，并将图库上传到百度网盘，将

链接共享给所有学生。网络图库的建立真正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自主、共享”，不

但方便了学生实验课前预习及课后的复习，还完善了组织学理论课件。该项目的实施拓展了

教师的教学思路，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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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的应用 
中心于 2013、2015 年分别引进了“数码互动显微镜”、“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两设备利用局域网技术完美地集成在一起，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虚拟切片教学。该项目的建立

减少了实验准备、操作繁琐等环节，并可节约耗材，降低实验风险，提高实验效率，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实验教学效果。 
中心建设概况： 
中心现有实验教学用房 350 余平方米，实验教学仪器 400 余台套，设备总价值 580 余万

元。学校平均每年投入 20 余万元用于实验仪器设备的更新与维护、实验耗材的补充等，保

证中心的持续发展。 
中心现有专职教师及实验准备人员 11 人，每年承担组织与胚胎学、病理学、细胞与组

织学等课程开设的实验教学，总学时达 1130 学时。 
中心组成结构： 

 
中心主要相关虚拟数字资源包括： 

组织学实验视频 
组织学实验网络图库 
科研级数码显微镜 
数码互动实验室 
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1.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必要性 
实验教学是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是实践、认识、再认识的过程。

在高等医学教育中，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掌握科

学实验方法、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心每年

承担大约 3000 多名学生的基础医学的实验教学工作，在全校整体医学教学方面起着举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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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作用。近年来，形态学实验教学中心虽根据学科交叉、资源共享、科学管理的原则，不

断探求科学的理念和管理机制，优化各实验室资源，强化"培养科学精神、传授医学基础知

识、训练实践技能、鼓励探索创新"的教学理念，逐渐建设成为我校特色鲜明、注重创新的

一个现代化基础医学公共实验教学平台。 
但目前医学实验教学的模式大多仍延续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先由实验指导老师罗列实

验操作步骤、注意事项，课前 1/4 时间由教师进行讲解或示教，再由学生自己按照实验步骤

进行操作。学生并未参与实验前的准备过程，对于学生来说，与其说是实验，不如说是简单

的模仿操作。在此过程中，若稍微涉及存在难点或技术性的操作时，学生的实验成功率便会

大大降低。由于绝大部分同学没有查阅过相关文献资料，对于实验中出现的现象也不会提出

任何质疑，缺乏自己的见解与思考，整个实验课程对于学生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

微乎其微。实验效果的考核往往通过简单的实验报告来呈现，但学生的实验报告往往是千篇

一律的，没有自身的体会，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及老师对实验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实验

教学的反馈机制存在较大缺陷。 
形态学实验有些疾病当今发病极少，标本收集和切片制作极其困难。形态学虚拟仿真实

验室的建立可在没有任何实验仪器和耗材的情况下，使用任何上网设备（电脑、智能手机、

PAD 等）随时随地学习教学切片和标本，实现教学资源共享，解决部分教学资源缺乏问题。

   因此，形态学实验教学选择、组合、优化实验模式可提高基础实验教学的质量，引用虚

拟仿真实验平台与传统的实验教学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同时对提高学习

兴趣、培养实验能力、树立科学精神、增强合作意识、改善现有实验教学重点问题都具有重

要作用。 
1.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特色与创新 
(1)图像采集实验室 
     图像采集实验室由科研级数码显微镜（Lecia 4000B）和专业图像分析软件（Image 
Pro-plus）搭建而成。实验室利用科研级数码显微镜完成实验教学切片的采集，采集的图片

具有典型、高分辨率、自主产权等特点，并使用图像分析软件完成图片的拼接、裁剪、锐化、

白平衡等处理，达到最佳化的教学效果。部分专业在课余开展的兴趣小组参与了组织、病理

切片的制作，在该实验室完成切片的采集、处理，通过这些操作，加强了医学生的动手和思

维能力，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数码互动实验室 

数码互动实验室将“数码互动显微镜”和“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无缝组合在一

起，通过专业级真彩色 CCD 摄像装置系统对传统玻璃切片进行全自动 X/Y 轴扫描移动、Z
轴自动稳定聚焦、高精度物镜转换、全视野高分辨率快速扫描，无缝拼接后生成整张的全视

野数字化切片，从而使切片中的组织图像信息完整精确的复制并转化为数字化病理切片，并

可在一定范围内对数字切片进行光学无极变倍浏览，同时长期、永久地保存于计算机或上传

于共享网络。通过控制与扫描软件对扫描硬件系统进行全自动智能控制，自动或多层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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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同倍率、不同区域的快速、稳定扫描，并对扫描好的数字切片进行存储、管理、观察、

分析、标注、编辑，并进行远程传输与交流。该实验室真正实现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

实验教学，尤其针对稀有切片及罕见病例的切片，常规实验教学无法满足实验需求，数字化

的教学切片则完美解决了问题。 

 

(3)组织学实验视频 
    组织学实验视频是将组织学切片转化为切片视频，并在电脑中完成对切片内容的讲解。

整套视频切片由一系列基于 Flash 建立的多媒体动画构成，包括一个主动画和多个二级动画。

主动画制作成树型目录，可以链接到所有的二级动画。每个二级动画代表一张切片的结构，

依次讲解切片的肉眼形态及低倍、高倍镜下的结构，特殊的结构还加入模式图及电镜图片与

光镜图片进行对比，在高倍镜下的讲解均注明该部位结构在低倍镜下的相应位置。所有二级

动画都能在主动画的场景中完成播放，也可实现单独播放。视频输出为 flash 交互动画（swf）
及 mp4，便于携带及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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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学实验网络图库 
    我们组建的组织学实验图库内容丰富，图片清晰，注解简明。网络图库包含了组织学实

验的所有内容，并将图库上传到百度网盘，将链接共享给所有学生，方便学生在个人电脑和

智能手机浏览、学习。网络图库的建立真正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自主、共享”，不

但了方便学生实验课前预习及课后的复习，还完善了组织学理论课件。该项目的实施拓展了

教师的教学思路，这也是我们在长期探索实验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收获，响应国家“互联网

＋”战略的号召，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云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提

供一种思路。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实验课程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2.1 

实验

教学

情况 

3 10 3000 45000 

2.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罗列实验项目、功能及效果，提供不少于三个典型实验项目的

具体实验流程） 
2.2.1 病理学实验项目：细胞和组织适应、损伤与修复 
实验目的： 

1.通过对病理标本的形态学观察，掌握细胞、组织适应与损伤的相关内容 
2.掌握细胞可逆性损伤的常见类型 
3.通过对肝脂肪变性的光镜结构观察，掌握脂肪变的病理改变和机制 

实验步骤： 
1.启动计算机，打开浏览器，进入主页，即为操作界面。 

 
2.在目录中，选择实验 1“适应、损伤与修复”内容。 
3.点击选择“肝脂肪变性”病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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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鼠标拖动，观察病变典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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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鼠标滚动选择放大切片，可见光镜下肝细胞体积增大，部分肝细胞胞浆内出现大

小不一、圆形或椭圆形、境界清楚的球形空泡（脂滴），包浆稀少。严重的肝细胞胞核被挤

向一侧，呈半月形，很像脂肪细胞。 

 
2.2.2 组织学实验项目：上皮组织 
实验目的： 

1.通过对上皮组织切片的观察，掌握上皮组织的基本结构特点。 
2.掌握上皮组织的分类。 

实验步骤（注：每次实验学生观察 3-4 张组织切片，步骤相同，在此仅说明脾脏的单层扁平

上皮操作步骤。项目内容可以在电脑、智能手机操作、浏览，以下截图为手机截屏。）： 
1.打开智能手机“百度网盘”APP 或手机浏览器，进入组胚实验课件文件夹。 

 

2.在目录中，选择“实验 01-上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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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第一张图片 01-脾-1 图片，图片是安文件名排序，依次显示肉眼、低倍、高倍放

大图片。 

 
4.通过单指左右滑动，浏览前后图片；双指来回拖放可缩小、放大图片。 

 
5.寻找典型单层扁平上皮部位，观察细胞核特点，可以是扁平或圆形，向表面突出，上

皮侧面看到的是一条红色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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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组织学实验项目：内分泌、生殖系统 
实验目的： 

1.观察甲状腺、睾丸、卵巢、子宫肉眼、低倍、高倍镜下特点。 
2.掌握甲状腺滤泡、睾丸生精小管、卵巢滤泡发育的分期、子宫内膜的基本结构。 

实验步骤（注：仅以卵巢列举操作步骤，其它操作相同）： 
1.打开组织学实验动画页面，进入“实验六 内分泌、生殖系统”。 

 
2.点击卵巢图片，进入卵巢动画视频讲解。 

 
3.依次讲解卵巢肉眼、低倍、高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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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拖拽播放条中的滑块可以快速演示。 

 
2.3 由科研成果(近五年)转化而来的实验教学内容 

中心教师坚持贯彻“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教学科研齐进”的指导思想，重视教

学与科研发展的目标与任务，重视科研成果向教学内容的转化，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 
(1)科研成果丰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内容 
肝纤维化、急、慢性胰腺炎是危害我国人民公共健康的常见疾病，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

医学院始终将之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尤其从形态学、细胞体外培养、免疫组织化学、分子生

物学等方面进行发病机制及中、西药防治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省、部、市级科研项目的

资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一些成果在中医院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对中药的临床

推广及相关疾病的防治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学科和中心人员不断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形态学

实验教学内容，例如在肝纤维化的研究中，结合其常见的发病机制，分析中、西药在治疗后

相关实验组的镜下改变特征，加深了学生对肝纤维化病变的理解及发病的动态变化研究。随

着我们科研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了

学术视野，提高了实践中疾病的辨别能力，并补充了部分实验教学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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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转化虚拟仿真实验列表 
序号 课题名称 实验课程 虚拟仿真实验内容 

1 

①太白楤木总皂苷介导

NF-κB 转录调控肝星状细

胞衰老在抗肝纤维化中的

分子机制研究 
②基于 NF-κB 信号通路研

究七珠胶囊拆方治疗肝纤

维化的作用机制 

组织学 

①正常猪肝与肝纤维

化的镜下对比。 
②正确理解肝间质的

组成。 
③强调肝小叶的界限

及在肝纤维化中的改

变。 

2 

NF-κB 在纤维化关联的胰

腺星状细胞活化中的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组织学 

①比较正常胰腺与纤

维化关联胰腺的镜下

特点。 
②正确理解胰腺腺泡

与导管的关系。 

3 
太白楤木总皂苷对无水乙

醇诱导胃溃疡大鼠胃粘膜

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病理学 

观察胃溃疡胃壁在不

同受损程度下结构的

改变。 

4 HIF-1a 与 VEGF 在胃癌中

的表达与临床意义 病理学 观察胃组织被肿瘤破

坏时镜下表现特征。 
 
(2)科研设备拓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手段 

    中心拥有一些高端的科研、教学仪器，配备了科研级数码显微镜、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

扫描系统、图像分析软件、切片机等大型设备，因设备昂贵、操作繁琐，学生很难接触或短

时间内熟练操作。为此，中心制作视频、动画仿真实验操作过程，从而帮助学生熟悉这些仪

器的工作原理及操作流程。 
(3)科研项目提升学生科研与实践能力 

    借助于近几年来的科研积累，中心将研究进展和成果引入本科教学，建立了切片制作、

图像采集、图像分析等实验技术平台，这些技术既是教师科研内容的一部分，又与学生的实

验内容密切相关，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这些项目并参与到老师的科研中，使科研和教学融为一

体。 

2.4 合作企业的概况、参与程度和合作成果 
中心坚持校企合作、共享共赢、全面开放的运行管理模式，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

设方面与多个企业开展了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合作企业包括以下公司： 
(1)舜宇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少数能将光、机、电、算技术综合应用于产品开发和大

规模生产的光学企业，在特种镀膜技术、光学非球面技术、自动对焦/变焦技术、硫系玻璃

材料开发应用技术、嵌入式软件技术、3D 扫描成像技术、三维超精密振动测量技术、微量

元素分析检测技术、超高像素模组制程技术等核心光电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处于国内行业领

先水平。中心引进舜宇“数码显微互动教室”，用于学生自主学习，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心的

实体标本和组织、病理切片，合作开发形态学数字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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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光学显微镜领域的领先企业，是全球光学显微镜

领域的知名品牌之一。公司主要面向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业和生物医疗等领

域。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光学显微镜、数码显微镜和显微图像集成系统产品。公司

集光学、机械、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网络通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医疗诊断技术于一身，

结合现代边缘技术，实现“无缝整合”，将传统显微镜从过去的显微观察主体工具演化为“数
码显微图像处理系统”的分支平台。数码互动教室实验室的首创和推出，掀起了形态教学方

式的革命。自动显微镜系统的成功开发为显微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理念和实

用的平台，真正意义上推动了远程医疗、远程科研和远程教学的发展。中心引进“全自动显

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利用中心丰富的切片资源，合作开发组织、病理学虚拟切片。 
 

2.5 目前教学资源共享的范围和效果 
    为加快平台教学资源的建设，中心与舜宇光学科技有限公司、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了合作建设，实现了平台教学资源利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共享范围包括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生物技术、预防医学、针灸推拿、针灸康复、

中医学等 10 个专业。通过网络学习，学生能达到预习目的，增强了学生实验课的动手能力。

    中心共享资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教学资源共享 
中心所在学科已建成了组织胚胎学、病理学等共享课程，在网站上共享教学课件、教学

录像、教学图片等教学资源，在学科建设中，综合运用多种信息技术，转变教学模式，推进

教学改革。 
(2)实验教学资源共享 
中心在教学平台上共享实验教学课件、实验教学录像等实验教学资源，制作了一套完整

的组织学和病理学虚拟切片库，虚拟切片信息完整、高保真，完好的保存并充分利用了宝贵

的教学资源，促进了教师开发新型教学资源的积极性，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3)实验教学平台共享开放 
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实验室向所有学生实行开放，实验仪器预约开放，实行资源

共享。 

2.6 进一步实现共享的计划与安排 
(1)面向师生，实现多界面操作 
现中心实验教学资源都是基于桌面电脑制作、运行的，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大量普及使用，

一些资源和软件在智能手机中操作界面不友好，还需进一步完善。 
(2)面向院校，实现资源共享 
充分利用我中心优势，改革实验教学方案、实验软件和内容，和兄弟院校取长补短，促

进中心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建设发展。 
(3)面向社会，加强与校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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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心优势加强与企业合作，推进软件发展和医学教育事业的进步，为医疗机构和企

业培训优质人才。与企业合作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教育教学建设，实现校企共

赢的局面。 

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队伍 

姓名 李涛 性别 男 年龄 46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位 学士 联系 

固话 38183766 

邮箱 xiaofan806@163.com 手机 
号码 15829149936 

主要职责 

负责中心发展规划，提出中心发展目标；具体负责中心实验教学

和管理队伍建设和发展；加强中心仪器设备、物资材料的管理，全面

保障实验教学的正常运行。 
组织中心人员进行实验教学改革、实验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实验

教学水平。 
    积极开展现代教育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推进教学手段数字

化、现代化发展，响应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号召，实现实验教育方

式和理念的深化改革。建立实验教学网络的信息化管理。 
开展学术和技术的交流活动。 

工作经历 
1993.7-今：组胚教研室从事理论教学 
2004.7-今：全面负责形态实验中心工作 

3.1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教

学

中

心

主

任 

教研科研主要

成果（科研成

果限填 5 项） 

教学成果： 
主持校内教改项目 2 项，发表教学论文 2 篇，副主编教材 3 部，

参编教材 2 部。 
科研成果： 

主持省中管局基金 1 项，发表论文 10 篇，其中核心期刊 3 篇。

 正

高 
副

高

中

级

其

它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其

它 
专

职 

总 
人 
数 

平

均 
年

龄 

人数 3 6 4 1 5 4 4 1 11 
3.2 教师基本情况 

占总人

数比例

(%) 
21 43 29 7 36 29 29 7  79  

14 41 

3.3 中心人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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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1 李涛 46 学士 副教授 组织学实验教学，全面

负责中心工作 专职 

2 范妤 40 硕士 副教授 组织学实验教学 专职 

3 刘芳 38 硕士 副教授 组织学实验教学 专职 

4 王少兰 28 博士 讲师 组织学实验教学 专职 

5 孙瑜嬬 34 硕士 高级实验师 形态学实验准备 专职 

6 吴民权 59 大专 实验师 形态学实验准备 专职 

7 应小平 50 学士 教授 病理学实验教学 专职 

8 赵延红 47 学士 副教授 病理学实验教学 专职 

9 潘艳芳 34 博士 讲师 病理学实验教学 专职 

10 方艳 39 硕士 副教授 病理学实验教学 专职 

11 李宏 39 学士 助教 病理学实验教学 专职 

12 王冲 29 博士 讲师 细胞与组织化学实验

教学 兼职 

13 王小平 45 博士 教授 病理学实验教学 兼职 

14 李翠娟 41 博士 教授 中心实验室建设规划 兼职 

3.4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队伍实验教学水平和成果 
陕西中医药大学在实验建设发展规划中，特别注重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通过借鉴国

内外先进的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理念和经验，开展富有成效的教育与科研合作、国际合作、

师资交流和人才引进，聘请高水平的兼职教师，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速度，巩固和加强教研

团队建设，凝练研究方向，提升科研、教学水平，带动医学事业飞速发展。 
（1）完善校内本专业实验教师到设备生产企业如麦克奥迪、山东易创、成都舜宇等厂

家和有关医学高校及教学医院学习交流，同时邀请设备研发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的制度和机

制。每年补充硕士毕业生或聘任社会上优秀专业人才，充实我校实验室技术人员队伍。引进

与实验室专业密切相关的多学科人才，同时对现有人员进行岗位培训，鼓励实验技术人员继

续深造，促进学科融合。 
（2）培养创新性实验教学队伍 
鼓励实验教学队伍中高水平教师和中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选派实

验技术骨干到国内外一流医学院校以及医院进修，不断提高实验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

平，积极构建一支具有现代化教育理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 
近几年中心人员参与编写教材 6 部，其中副主编 3 部，申请教改课题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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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与共享平台 

4.1 校园网络及教学信息化平台（平台水平、主要功能） 

本平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数码互动显微实验室、组织学实验视频、组织学实验网络图

库。中心充分利用我校互联网平台，与学校各职能部门网站实时对接，形成了开放共享的实

验教学网络资源。包括：仪器设备的管理、维修，实验教学安排、网上课件、教学视频等，

并由专人日常维护、管理。 

平台主要功能特点如下： 

（1）虚拟切片 

主要应用在数码互动显微实验室的教学。采用虚实结合的办法教学，我们扫描制作虚拟

切片后，在学生充分理解实验目的和内容的基础上，给学生留下充足的动手时间，减少了切

片资源的浪费，极大地提高了实验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2）依托精品课程、网络课程等网上教学资源 

依托我校“病理学”等校级精品课程以及网络的精品课程共享平台，加强了校际间的合

作、交流，丰富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内容。 

4.2 网络管理与安全 

中心依照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陕西中医药大学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管理

办法》等相关管理规定下进行建设管理。 

中心网络通过使用双防火墙热备份，保障网络不间断运行，提高服务器相关业务的稳定

性，以及内部用户的网络使用质量。同时，合理划分网络安全区域，细化服务器安全访问策

略到具体端口，有效降低服务器被攻击的风险。对用户上网行为进行精细化管理，提高校内

站点和应用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部署网络运行监控系统，对设备及应用系统进行监控，提

高管理的效率。 

中心通过网络视频监控，实现对教学过程、实验室设备的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处

理，为全方位给学生共享开放实验室提供安全保障。 

5. 条件保障 

5.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基础条件（仪器设备配置情况、环境、运行与维护等） 
(1)中心主要仪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1 服务器 1 
2 交换机 1 
3 投影机 4 
4 打印机 2 
5 台式电脑（学生） 64 
6 台式电脑（教师） 10 
7 数码显微镜（学生） 64 
8 数码显微镜（教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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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影机 4 
10 网络交换机 1 
11 图像分析软件 1 
12 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1 
13 科研级数码显微镜 1 
14 科研级数码荧光显微镜 1 
15 脱水机 1 
16 超纯水机 1 
17 摊片烤片机 1 
18 磨刀机 1 
19 超净工作台 2 
20 高压灭菌锅 1 
21 干燥箱 4 
22 恒温水浴箱 1 
23 水浴槽 1 
24 冰箱 3 
25 双筒显微镜 110 
26 多人共览显微镜 1 
27 数码显微镜 2 

(2) 实验室运行模式 
实验室的运行采取学校、院系两级管理，每年都专门投入实验试剂耗材费，以保证所有

实验项目都能顺利开出。实验教学中心面向全校中西医学各个专业的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相

关课程的实验教学，同时还积极实行开放式教学模式，中心所属各实验室除了完成相关课程

的实验教学任务外，还不断提高实验室的开放覆盖面和开放内容，并逐步将开放实验纳入正

常的教学轨道，列入教学大纲和考核范围。为全校各个专业大学生的科技创新实践提供良好

的环境条件。  
中心承担实验教学、毕业实习、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及科技创新的多重功能，为学生进

行开放式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提供条件。  
实验室开放时，安排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值班，负责做好实验指导、维持秩序、器材供

应、实验室安全等管理工作，并认真做好开放记录工作。教师指导开放实验项目，计算工作

量。 
(3)实验室维护维修  
实验中心建立了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和措施，并有专人负责中心的仪器设备的运行

与管理情况，及时发现、纠正设备的故障，并根据教学需要对系统进行升级。为保障仪器设

备的正常维护和运行，学校每年都下拨 10 万元的仪器设备维修专款到仪器维修主管部门设

备处，专款专用，保证了全校仪器设备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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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管理体系（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管理规范等）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行陕西中医药大学领导下的中心主任、实验室主任两级负责管

理模式。 
组织机构： 

教学组：由各课程专职教师组成，根据学生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教学方案，完善实验内

容和改革教学手段的思路。 
管理组：负责教学内容的指定、安排，实验室开放，组织学生的教学活动，负责中心软

硬件的安全、维护、升级等。 
管理规范： 

针对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我中心指定了一系列制度，包括了基础医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岗位职责、基础医学院实验中心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基础医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规章

制、基础医学院实验中心技术人员工作规范、基础医学院实验准备室规章制度等二十多项制。

 
5.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 
经费来源： 

2012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128 万元 
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50 万元 
2015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70 万元 
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140 万元 

使用情况： 
数码互动实验室              96 万元 
科研级数码显微镜            23.7 万元 
科研级数码荧光显微镜        58 万元 
全自动显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51 万元 
切片机                      1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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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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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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