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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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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用高等数学是临 床 医学专业 的一 门 必 修课
.

也 是学好其他基础课及有关专业课的基础
.

如何在课

时 不 多的 情况 下
.

讲好每 一 堂课
,

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趁
.

充分发 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
,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

使学生

掌握好一些 必 须 的数学理论
.

是 每位担任该课程 教学的老 师要思考 的 问题
.

笔者担任 医 用 高等数学的教学多

年
.

就 怎样搞好这门 课的教学
,

谈几点认识 和体会
.

关健词 临床 医 学专业 数学模型

1
.

引言

数学是很多其他课程的基础
,

医用高等数学对医学专业的学生尤显重要
.

目前科学研究工

作有二个特点
,

一是各门学科的数学化
,

二是生物学研究的高速发展
,

而后者又必须与数学相

互渗透
.

如医用高等数学中的概率论就是从数学侧面研究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分支
,

理论严

谨
、

实用性强
,

在医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lj[ 比
,

是医学科研的工具之一 也是后续课程数理

统计及卫生统计必须学 习的基础课程
.

因此
,

如何使医学专业的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

医用高等数学理论
,

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
.

这就要求教师从实际情况出发
,

制定合理的

教学计划
,

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
,

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主体作用
,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

为了做到这一点
,

我们在教学中进行了如下的一些具体做法
,

也是如何搞好医用高等数学教学的初步体会
.

2
.

精讲善问
、

开发智能

医用高等数学是一门理论性
、

系统性很强的学科
.

由于内容庞杂
,

学生学习 时往往感到枯

燥无味
,

难 以掌握
.

因材施教原则是教学中的 一个 基本原则团
,

也就是说
,

要求教 师从实际出

发
,

进行课堂教学
.

考虑到我校医学专业学生录取 的分数较 高
,

学生素质好
,

求知欲强
,

同时考

虑到医用高等数学教学时数偏少等情况
.

在教学中我们采取精讲善问的方法
,

精讲就是按照教

材内容
,

进行去粗取精
,

精心选择讲课的主要内容
,

力求把课讲得精练
、

精辟
.

对一些易懂的或

枝节的内容
,

少讲或不讲
.

这样砍枝保干
,

就大大节约了讲课的时间
,

把重点
、

难点讲清讲透
.

精

讲的关键在于精选
,

在讲课前一定要把讲课的内容认真研究
、

反复推敲
、

精心选择
,

在讲解 时使

学生感到教师在课堂上讲 的是 自己在不单单从书本上能学到的
,

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相应 的效

果
.

善问就是对关键性的内容善于提 出问题
,

善问不等于多问
,

而是根据实际情况
,

恰到好处地

问
.

对于所提的问题
,

可 以请学生回答
,

也可 以 自问 自答
.

这样可使学生动脑动 口
,

改变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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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模仿的被动消极状态
,

也是激发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较好的手段
.

同时我们适当加快教学

进度
,

对教材上的例题在课堂上少讲或不讲
,

留给学生课后阅读
,

而在参考书上找一些富有启

发性的例题在课堂上讲解
.

这样不但可避免学生
“

吃不饱
”
的现象

,

同时也能使学生保持一种

紧迫感
,

有利于提高学生 在课堂土的注意力和课后复习 的自觉性
,

提高教学效果
,

同时也提高

了学生的 自学能力
,

有利于能力的培养
.

.3 适当与数学模型相结合

医学中的许多问题可 以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
,

并可求出相应模型 的解
.

例如药物在体内

的分布与排除
:

药物进人机体后
,

在随血 液运输到各个器官和组织的过程中
,

不断地被吸收
、

分

布
、

代谢
,

最终排出体外
.

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
,

是随时间和空间 (机体的各个部分 ) 而变化的
.

血药浓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药物的疗效
.

浓度太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浓度太高又可能导致

药物中毒
、

副作用太大或造成浪费
,

因此研究药物在体内吸收
、

分布和 排除的动态过程是有实

际意义 的
.

为此可建立如下的数学模型
:

1
.

机体分为中心室 (1 室 ) 和周边室 (2 室 )
,

二个室的容积保持不变 ;

2
.

药物从一 室 向另一室的转移速率
.

及 向体外的排除速率
,

与该室的血药浓度成正 比 ;

3
.

只有中心室与体外有药物交换
,

即药物从体外进人中心室
,

最后 又从中心室排出体外
.

与转移和排除的数量相关
,

药物的吸收可 以忽略
.

设
`

、

(t )
、 T (t ) 和 V 分别表示第 l( ,

一 1
,

2) 室的血药浓度
、

药量和容积
,

k , :

和 k : l

是二室之

间药物转移的速率系数
.

k : 3

是药物从 1 室向体外排除的速度系数
.

f ( )t 是给药速率
,

由给药方

程和剂量确定
.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
,

可 以写出两个室中药量
一

T l ( t )
, `

: :
(t ) 满足的微分方程

{
、

厂 ( )t - 一 走 一 k l 、

一 k : 1
.

T : 一
_

厂
,

( 门

喊

}
.

T ` ( ! ) 一 走 : , :
一 赶

: 几

另外
, 汽 ( t) 与血药浓度

`
、

( t )
、

房室容积 工
’

之间显然有关系式

了 ( t ) = 1厂 〔 ( r )
, 才 = l

,

2

可 以求出对应的齐次方程组 的通解为

阮 、 ( )t 一 飞1。 口`

一 召 , 。 一户

习

口 : ( t ) 一
`·

、 : 尸 “ 厂

丁 B Z尸 ’ 汤

其中
a

.

月由下式确定

} a , 13

侧
一 a z夕一

= k l:
宁 走: z 了一

k l:

走: 走”

再设定初始给药速率人 ( )t 和初始条件
,

即可得出如快速静脉注射
、

恒速静脉滴注
、

口服或肌肉

注射等给药方式下
.

药物在体内的分布与排除的规律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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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常见的恒速静脉滴注
,

当静脉滴注的速率为 k。

时
,

f0 (t ) 和初始条件为
:

f0 ( t ) = 0
, c ,

( 0 ) = 0
, c Z

( 0 ) = 0

方程的解为
:

一 A l e 一 + B , e 一户 +

~ A Z e ~ + 几
e 一 户 +

k o

k 1 3 V I

k 1 2 k o

k Z一k 1 3 V -

V l
( k : :

+ k l :
一 a )

, n V l
( k l :

+ k : 3
一 口) n

一

-
- -

1一不下一一一
.

一一一
了玉 1 , 汇〕 , 二二二

一
~
一一 1

目

-二二 -

一
一

`

- - 丈j ,

左 2 1 V Z 一 左 2一 V Z

)t)t=
了、了、2

clqA

廿

…
2、 ||||||||l、

其中常数 A , 、

B l

由初始条件
` ,

(0 ) ~
c Z

(0 ) 一 。 确定
.

当 t 充分大时
, c l

(t )
、 c Z

(t ) 将趋向于上式右端第三项表示的常值
.

实际上
,

当 t 一 T 后停止

滴注
,

那么 。 ,
(t )

、 ` 2
(t ) 在 t > T 以后将按指数规律衰减并趋于零

.

通过对与医学有关的问题的建模
、

求解
、

分析结果
,

使学生学会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

同时学生对此类问题的讨论和讲解也很感兴趣
,

因为这些问题把数学知识和他们的专业

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使他们懂得了所学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

并且使他们不但知其

然
,

而且知其所 以然
,

这样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这一门课的学习兴趣
,

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

4
.

适当与 医学专业结合

课堂讨论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

在讨论过程中
,

教师提出一些富

有启发性的问题
,

以备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

打开他们的思路
,

活跃课堂教学的气氛
.

通过学生

的独立思考
、

议论和讨论
,

相互补充
,

然后得出答案
,

这样不但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 4 〕
,

而且

有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
.

例如在讲完概率论中的贝叶斯公式后
,

提 出这样一个问题
:

设某校学

生人校时进行乙肝普查
,

检测方法对患有 乙肝的病人诊断为乙肝的概率为 0
.

9 5
,

而未患乙肝

的人被误诊为患乙肝的概率为 0
.

02
,

假设学生人群中串乙肝的概率是 0
.

0 0 04
.

若某学生在入

校体检 中被诊断为患有 乙肝
,

问该学生真正患有乙肝的概率是多少 ?问题提出后
,

给学生五分

钟的思考和计算
,

学生很快就能根据所学的贝叶斯公式计算出这个概率是 0
.

0 1 9
,

但学生初看

起来似乎不敢相信这个答案是对的
.

他们认为检测方法似乎已经相当可靠
,

但被诊断为患有乙

肝的学生确实患乙肝的概率却只有 0
.

01 9
.

针对这个疑惑
,

首先肯定这个答案是对的
,

然后启

发学生根据贝叶斯公式分析一下得出这个答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最后得出结论
,

对稀有病进

行普查时 (病人有了症状来就医的情况除外 )
,

检测方法把无病当有病的概率必须相当小
,

否则

被诊断为患病的人中有很多是无病的 (即假阳性 )
.

同时也向学生揭示了被诊断为阳性 的人中
,

完全有进行复查的必要
.

这样不但加强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

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

这就使学生从数学的理论学习 中
,

得到了今后在医务工作中会遇到的实际

问题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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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要搞好医用高等数学的教学
,

除了注意上述 以上几点以外
,

与其他基础课的教学一

样
,

还要求学生加强课外阅读和练习
,

教师必及时解答学生 的疑难问题
,

将教与学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
,

才能达到较好 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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