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电子版）2020年 6月第 14卷第 3期 Chin J Stomatol Res（Electronic Edition），June 2020，Vol.14，No.3

·“光华杯”专栏·

以“光华杯”口腔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
不断提高牙体牙髓病学实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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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华杯”口腔临床技能竞赛是由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主办的全国乃至国际的口

腔技能赛事，也是其教学特色之一。本文结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病实践教学工作情

况及参加竞赛的经验体会，分析“光华杯”技能竞赛所折射出的牙体牙髓病学教学相关问题以及对

策，并探讨技能竞赛对牙体牙髓病学教学的促进作用，浅谈如何更好地利用“光华杯”口腔临床技能

竞赛这一契机，不断提高牙体牙髓病学的实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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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Guanghua School of Stomat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 It is also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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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室教学和

临床教学，是口腔医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和临床思维等综合能力的关键阶段［1］。“光华杯”口

腔临床技能竞赛是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主办

的全国乃至国际的口腔技能赛事，也是其教学特色

之一，源于学院的“临床技能大赛”，旨在加强对口

腔医学生“三基三严”的培养，加强对口腔医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训练，有效促进口腔医学生理

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口腔医学人才培养效果

和实践教学质量［2］。在六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

院院内口腔临床技能大赛的基础上，已连续开展了

省内一届、国内/国际三届邀请赛（先后冠名“华南

杯”和“光华杯”），得到国内外口腔医学院校同行的

大力支持和肯定。

2019年第三届“光华杯”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

大赛首次邀请国外院校参加，包括美国天普大学牙

学院等国际院校在内共有24所院校应邀参加，各院

校均派出评委、带队老师和 4名选手，共计约 200名
师生参加本次活动，各参赛院校在比赛中展现了国

际国内口腔医学教育的良好现状。本文结合中山

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病实践教学工作情

况及参加“光华杯”口腔临床技能竞赛的经验体会，

针对主要问题，浅谈如何更好地利用“光华杯”口腔

临床技能竞赛这一契机，不断提高牙体牙髓病学的

实践教学质量。

一、“光华杯”牙体牙髓病学的竞赛内容

牙体牙髓病学的竞赛项目包括髓腔入口制备

和 G.V.BlackⅡ类洞制备，在髓腔入口制备和 G.V.
BlackⅡ类洞制备前必须进行橡皮障隔离，因此竞赛

实际上是将三个操作内容合并为两个操作竞赛项

目，各操作内容均有详细的操作细则和标准（表1），

旨在考核和促进口腔医学生龋病充填治疗和牙髓

根尖周病根管治疗的临床技能。

二、“光华杯”技能竞赛折射出的牙体牙髓病学

教学相关问题以及对策

首先，对竞赛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此次竞赛每

个操作项目均由 3位监考老师评分，总分为 100分，

竞赛评分结果见表 2。根据评分结果，90分以上占

比为0%，而70分以下的占比在25%以上，表明学生

临床技能的总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我

们也关注在竞赛过程所折射出的无菌操作观念，但

是竞赛并没有设置此评分项，这也是以后赛程应该

改善的地方。

因此，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临床技能，中山大

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针对髓腔入口制备、G.V.BlackⅡ
类洞制备、橡皮障隔离以及在竞赛过程所折射出的

无菌操作观念等四个方面暴露出的短板和细节问

题进行探讨。

1. 髓腔入口制备的问题及对策：髓腔入口制备

技能竞赛暴露出学生主要的问题（图1）：（1）开髓洞

形过小，导致髓室顶未揭净，没有暴露所有根管口；

（2）开髓洞形过大，导致牙体破坏太大，形成台阶；

（3）开髓洞形过深，造成髓室底穿通。

这些暴露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学生对髓腔解

表1 牙体牙髓病学临床技能竞赛项目内容、操作细则和标准

竞赛操作内容

髓腔入口制备

G.V.BlackⅡ类洞

橡皮障隔离（在髓腔入口制备和

G.V.BlackⅡ类洞制备时均考核）

操作细则和标准

①具体操作：手机的持笔式握法、支点稳定、裂钻开髓、球钻揭顶、中央窝下钻并与牙长轴平行

②开髓洞形：上颌磨牙为颊舌径＞近远中径的圆钝三角形（存在MB2时开髓洞形由三角形改良为斜

方形），下颌磨牙为近远中径＞颊舌径的钝圆角的长方形，洞缘线圆缓

③开髓效果：暴露所有根管口、形成直线通路、揭净髓室顶、髓室底完整

①具体操作：手机的持笔式握法、支点稳定、间歇磨除、备洞的顺序先邻面后咬合面

②邻面洞形：龈壁齐龈且与髓壁平行、宽1.0 ~ 1.5 mm，颊舌侧壁扩展到自洁区，邻面洞形为略小于龈

向的梯形，洞缘角接近直角，轴壁高度适中与牙长轴平行

③咬合面洞形：鸠尾峡部的宽度颊舌尖的 1/2 ~ 1/3、鸠尾峡部的位置轴髓线角内侧、轴髓线角圆钝、

鸠尾形态美观、避让牙尖和嵴、洞深1.5 ~ 2.0 mm
④总体洞形：点线角清晰圆钝、外形线圆缓、病变彻底去除、避免去除过多的健康牙体

⑤保护邻牙

①助手准备：摆盘物品有序、分区正确，调节光源，及时吸唾，保持视野清晰，术后牙椅复位良好

②医护操作：治疗体位合适，橡皮布和橡皮障夹选择正确，孔的定位准确和分区清楚，打孔力度正确

和边缘整齐，橡皮障固位正确，不能遮盖患者的鼻子和眼睛，面弓安装正确，牙龈封闭剂涂布正确且

严密不渗漏，四手配合熟练，器械传递不跨越患者头面部，正确且有序拆卸橡皮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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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结构认识不清，以及操作不熟练。因此，在操作

技能培训教学时，应重点培训学生掌握髓腔解剖结

构特征，并提高训练强度，做到熟能生巧。具体对

策是：通过投放髓腔的显微CT（Mirco⁃CT）三维重建

图，加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教师通过多媒体配合

显微镜示教磨牙开髓并录制视频，反复播放，利用

虚拟仿真系统进行开髓训练以提高培训效果，加强

学生的规范化操作技巧；配合使用实验教学中心配

备的口腔显微镜，利于学生在操作过程更直观认识

髓腔解剖特征。

2. G.V.BlackⅡ类洞制备的问题及对策：G.V.
BlackⅡ类洞技能竞赛所暴露出学生主要的问题见

图 2，包括：（1）邻面洞形：龈壁不平整、颊舌侧壁不

平整且未扩展到自洁区，邻面洞形未形成梯形，洞

缘角锐利；（2）咬合面洞形：鸠尾峡部大小和位置有

误、鸠尾形态不佳、破坏牙尖和嵴、轴髓线角锐利；

（3）总体洞形：点线角尖锐、外形线欠佳、去除过多

的健康牙体；（4）破坏邻牙。

这些暴露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学生对窝洞结

构认识不清，邻牙保护意识不强，以及操作不熟

练。具体教学过程：首先应重点培训学生掌握窝洞

结构特征，通过深入讲解和展示窝洞标准洞形，加

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然后让学生把模型当做真实

患者对待，告知学生破坏邻牙可引起医疗纠纷，提

高邻牙保护意识；最后，教师通过现场示教窝洞预

备过程和技巧，并配合使用虚拟仿真系统，加强学

生训练强度，提高窝洞预备技能。

3. 橡皮障隔离的问题及对策：橡皮障隔离技能

竞赛所暴露出学生主要的问题：（1）孔的定位和分

区不正确（图 3A）；（2）橡皮障未完全隔离口腔（图

3B）；（3）牙龈封闭剂涂布不正确，出现渗漏；（4）四

手配合操作不熟练。

这些暴露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学生对橡皮障

的使用方法认识不清，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四手

配合训练不充分。因此，在临床技能培训教学时，

首先应重点培训学生掌握橡皮障的使用方法，通过

深入讲解橡皮布的定位分区与打孔、橡皮障夹与弓

的安装和拆卸、牙龈封闭剂涂布严密，加强学生的

记忆和理解；然后，教师通过现场示教四手配合橡

皮障隔离过程和技巧，加强学生训练强度，提高橡

皮障隔离技能。

4. 无菌操作的问题及对策：技能竞赛还暴露出

学生无菌操作意识欠缺的问题，有考生在操作过程

中，将污染的手套和口镜随意触摸个人衣服，然后

表2 牙体牙髓病学临床技能竞赛评分结果

竞赛项目

髓腔入口制备

（包含橡皮障隔离）

G.V. BlackⅡ类洞

（包含橡皮障隔离）

评分结果（占比）

①90~ 100分（0%）

②80~ 90分（13%）

③70~ 80分（54%）

④60~ 70分（29%）

⑤60分以下（4%）

①90~ 100分（0%）

②80~ 90分（25%）

③70~ 80分（50%）

④60~ 70分（25%）

⑤60分以下（0%）

图1 参赛学生髓腔入口制备出现的主要问题 A：开髓洞形过小，

导致髓室顶未揭净，没有暴露所有根管口；B：髓室底形成台阶，牙体

破坏大；C：开髓洞形过深，造成髓室底穿通

A CB

图 2 参赛学生G.V.BlackⅡ类洞制备出现的主要问题 A：颊舌侧

壁不平整、邻面洞形未形成梯形，洞缘角锐利、鸠尾形态不佳、点线

角尖锐、外形线欠佳；B：鸠尾形态不佳、破坏牙尖和嵴、去除过多的

健康牙体、破坏邻牙；C：破坏邻牙

A B C

图3 参赛学生橡皮障隔离出现的主要问题 A：孔的定位和分区不

正确，错将前牙的孔用在了磨牙；B：橡皮障未完全隔离口腔，上颌前

牙暴露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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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口内操作，无菌观念淡薄（图 4）。无菌技

术是医生的基本功，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是预

防医院感染的一项重要而基础的技术。由于无菌

观念淡薄导致出现违规操作的现象很多，有的还可

能造成了严重医疗教学事故。口腔医学实践教学

是培养医学生良好无菌观念及训练无菌技术操作

的关键环节［3］，因此，必须向学生灌输无菌操作的重

要性并将无菌观念融于整个口腔医学实践教学中，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树立牢固的无菌观

念，熟练地掌握无菌操作技术。

三、“光华杯”技能竞赛对牙体牙髓病学教学的

促进作用

1. 引起各口腔医学院校高度重视，促进牙体牙

髓病学技能培训体系构建：“光华杯”技能竞赛引起

了国内外各口腔医学院校高度重视，有学院院长和

教学部门负责人亲自带队参赛，同时也吸引了美国

和泰国等国际友好院校的踊跃参赛，各参赛队伍均

积极备赛。技能竞赛共有 6个站点，而牙体牙髓病

学技能是比赛首个站点，这无疑将引起各方对牙体

牙髓病学临床教学的高度重视，并推动各院校牙体

牙髓病学技能培训体系构建。

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为例，学院高度重

视口腔医学本科生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的培训，建

立了学院、附属医院、教研室和临床科室的综合临

床教学技能培训保障体系。学院拨款 4000万元在

一流医院建设的“最好本科”项目，支持创建国际一

流的口腔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购置国际先进的KaVo
智能多媒体仿头模教学系统，并全面配备口腔手术

显微镜，极大地丰富了牙体牙髓病学实践教学设备

和教学手段。学院的教务部门全面负责学生临床

实践的管理工作，牙体牙髓教研室主任担任临床教

学指导专家，临床科室教学主任担任培训专家，并

抽调科室骨干教师担任培训教师，在师资上充分保

证临床教学培训工作的开展。由具有丰富临床教

学经验的名老专家教授组成的教学督导组，定期检

查和督导牙体牙髓病临床实践教学工作，严把教学

质量关。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搭建了“虚拟-仿真-
显微”牙体牙髓病学本科实践教学平台，并获得了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国内率先将虚

拟仿真系统应用于临床前教学，为临床前实验教学

提供了全新的训练手段和客观的评价反馈，虚拟仿

真教学弥补传统实验教学的不足，提升技能训练的

成效［4］。同时将口腔手术显微镜及Micro 3D影像系

统应用于临床前及实习教学，实时呈现师生操作细

节、扩大教学视野，促进教学互动；自主研制的显微

根尖手术教学模具，确保根尖手术临床前教学的可

行性。“虚拟-仿真-显微”的创新牙体牙髓病学实

践课程体系的构建，极大地促进牙体牙髓病临床实

践教学质量。

2. 推动内涵建设，促进优秀牙体牙髓病学教师

队伍的培养：“光华杯”技能竞赛考查的不仅是口腔

医学本科生的临床能力，也考查临床教师的培训带

教水平。“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临

床教师的能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临床教学

的质量，因此对教师的知识存量与更新必须有更高

的要求［5］。因此，借助“光华杯”技能竞赛这个契机，

学院推动内涵建设，促进优秀牙体牙髓病学教师团

队的建设，提高临床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带教

意识。

首先，不断地建立和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建立

评估教学质量科学系统的考核制度，从教学水平、

教学效果和教学管理三个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并将

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年终评优和晋级等重要参照指

标。对临床教学和培训的教师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包括奖金补贴和相应的荣

誉，并在职称晋升时给予优先考虑等，以提高教师

参与临床教学的积极性。

然后，不断地建立和健全师资培训管理制度，

针对教师的临床教学技能和理论授课水平定期进

行培训及督导，开展示范性授课及教学查房等，以

提高教师临床教学水平和促进教师规范带教。通

过举办骨干中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倡导双语教学，

提高教师授课水平。利用医学人文讲座的方式，加

强教师医德医风教育，增强教师人文素质教育的意

图4 参赛学生无菌操作意识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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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通过系统且完善的师资培训，打造出一支素质

过硬的优秀牙体牙髓病学教师队伍。

3. 丰富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牙体牙髓病学技能

培训效果：“光华杯”技能竞赛是检验口腔医学本科

生的临床技能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学生增进交流

与加强技能训练的练兵场。以赛促教，丰富了教学

方式，提高了学生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也促进

了教学技能培训效果［6］。因此，借助“光华杯”技能

竞赛这个契机，学院要进一步丰富教学方式，推动

规范化的牙体牙髓病临床教学模式，促进技能培训

效果和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认真筹划，做好规范临床技能示教，积极

制作临床技能教学视频并组织学生观摩，使临床技

能教学更加标准化与规范化。任何接触患者的操

作，尤其是有创的临床技能操作（如备洞、开髓等），

必须先在口腔实验教学中心，借助仿头模教学系

统，模拟临床场景，进行临床技能模拟教学，待学生

技术熟练和操作规范后，再临床接触患者。仿真模

拟教学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还可

以弥补临床真实病例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的难题［7］。

按照教师示范教学-观摩教学视频-模拟训练-进入

临床实际操作的教学步骤，使牙体牙髓病临床技能

的教学更加标准化与规范化，最终强化学生临床基

本操作技能训练。

充分利用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虚拟-仿
真-显微”牙体牙髓病学本科实践教学平台的优势，

将虚拟仿真系统应用于临床教学［8⁃9］，将口腔手术显

微镜及Micro 3D影像系统应用于临床前及实习教

学，配合KaVo智能多媒体实时互动教学系统［10］，实

现师生教学互动，最终提高学生牙体牙髓病学实践

教学培训效果。

4. 提供多元化教学平台，促进口腔医学生人文

素质教育：临床实践期是医学生人文素质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时期［11］。“光华杯”技能竞赛不仅是锻炼

口腔医学本科生临床实践技能的重要教学平台，同

时也是促进学生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

在临床技能培训以及参赛过程中，要求学生面对仿

头模时应视同为患者，操作前及操作过程中必须态

度温和、操作轻柔，并给予适当的人文关怀。在培

训教学时，可以利用Simodont虚拟系统开展“医患沟

通教学”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从而在临床实

习减少临床医疗纠纷的发生［12］。在临床技能培训

的同时，利用临床上的典型病例及案例分析，对口

腔医学生进行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将医学人文理论

知识应用于实践，引导学生从医学、伦理和法律等

不同方面去思考和解决医疗问题。最终，要让学生

认识到临床实践不仅要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还要不断学习和应用医学人文知识，只有实现了医

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才能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

四、小结

本文结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

病临床教学工作情况及参加竞赛的经验体会，分析

“光华杯”技能竞赛所折射出的牙体牙髓病学教学

相关问题以及对策，并探讨技能竞赛对牙体牙髓病

学教学的促进作用。“光华杯”技能竞赛有利于促

进牙体牙髓病学技能培训体系构建，促进优秀教师

队伍的培养，促进学生临床技能培训效果，并促进

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我院教师利用“光华杯”口腔

临床技能竞赛这一契机，教学时强调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相结合，引入虚拟仿真［13］、翻转课堂［14］、以问

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BL）［15］等以促进教学效果，

将不断提高牙体牙髓病学的教学质量。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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