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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后疫情时代下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基于分析结果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方法：应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中相关文献进行共现、聚类可视化分析。结果：目前卫生检验与检疫

专业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教学热点为教学改革、实验教学、专业建设。结论：CiteSpace分析结果得出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教学研究热点，本文提出“1 + 1 + 1立体教学模式”建议，为培养综合型卫检人才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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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
rantine teaching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construct a new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anal-
ysis results. Method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related literatures in CNKI by co- 
occurrence and cluster visualization. Results: At prese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pe-
cialty is in the period of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and the teaching hot spots are teaching reform,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Conclusion: CiteSpace’s analysis resul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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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 topics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aching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a “1 + 1 
+ 1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l” to provide a new research idea and direction for training 
comprehensive health inspection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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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是基于预防医学、卫生理化检验及微生物学检验等知识理念所创立的专业学科，

为不断发展与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保障群众生活环境安全监测机构与应对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

供专业型检验人才。最初该专业是由 1974 年国家教育部命名为卫生检验专业，直至 2012 年更名为卫生

检验与检疫专业，明确专业建设目标为健康风险因素检测和检疫查验，并将该专业作为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一级学科的新型技术支撑[1]。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国家对高素质公共卫生专业

人才的需求以及对人才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导致对培养技术型、创新性和高素质的复合型卫检人才的

教学提出更大挑战[2]。而目前卫检专业的培养和发展方向缺乏针对性与创新性，教学改革多数建立在课

程发展与经验建设上，没有迎合当下的大数据时代背景、缺乏创新性。目前如何改善卫检专业的教学模

式，探索创新性教学已经成为是卫检专业人才培养的新征途。因此，本文应用 CiteSpace 热点分析软件对

2007 年至 2022 年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的趋势与发展，

为后续教学改革提供科学性依据。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文献检索工具，在高级检索中搜索主题包含“卫生检验与检疫”和

“教学”，检索时间“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 日”，共 172 篇文献。并对所获得文献进行手

动筛选，剔除医学院校专业介绍、会议通知、重复及其它不相关文献，最终获得 151 篇有效文献。获得

文献数据包含题目、关键词、摘要、作者等相关信息，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作为图谱分析的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及工具 

CiteSpace 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3]，对于研

究热点、研究趋势、研究前沿具有较好的分析效果。因此，利用 CiteSpace5.8R1 软件绘制科学图谱进行

可视化分析，直观地展现卫生检验与检疫课程的改革发展与教学研究。 

3. 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研究结果 

3.1. 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根据 CNKI 数据库检索结果，整理出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如图 1)。本文所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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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发表时间范围为 2007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根据发表年份、年度发文量及相关资料的分析，可

将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发展过程分为以下三个时期：2007 年~2014 年是低速发展时期、2014 年~2018 年

是稳定发展时期、2019~2022 年是加速发展时期，其中 2022 年研究时长仅有 6 个月发文信息，该年份发

文量无参考意义。但由图中信息可知，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随着社会发展

与教育模式的转变，人们逐渐意识到检验与检疫对于人们生活安全与质量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对卫生

检验与检疫的教学研究更加重视。从 2019 年起对于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的论文研究发生量变，说明在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卫生检验与检疫人员作为疫情防控的关键人员，面临着如何在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的形势下做好繁重的病毒检测工作，以及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等众多问题。这一

现象使教育者对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卫生检验与检疫人员心理素质的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进而

使得研究数量骤增。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aching research from 2007 to 2021 
图 1. 2007 年~2021 年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研究的年度发文量 

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主题，是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总结，对高频次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探索研究

领域的发展脉络[4]。通过对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指标的分析，能够充分反映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的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图 2 为利用 CiteSpace 软件所绘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

每个节点代表 1 个关键词，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出现的频次，圆圈形状越大说明频次越大。节点之间连

线代表关键词间存在的共现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关键词共现频次大小，其中高频关键词反映了目前学术

的研究热点领域[5]。 
因此，由图 2 可以看出，“教育改革”节点最大，其次排序是“实验教学、卫生检验、专业建设、

实践教学、虚拟仿真”等。这表明除去卫生检验相关专业名词外，将近义名词汇总后，“教学改革”、

“实验教学”、“专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现今教学的研究热点。结合当今教育发展情况以及后疫

情时代的背景，只有加强对卫生检验人才的教学质量改革，加强对实验操作技能的提升培养，进行系统

化专业建设，在掌握检测技能之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及突发事件解决问题能力，才能使卫生检验

与检疫人才的发展具有更好的社会学意义。 

表 1 是关键词出现频数及其中心性数据，中介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具有高热点效应，

中心性越强的关键词在共现知识图谱中的“媒介”作用就越大，也说明它们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热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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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6]。本研究中出现频次大于 4 次以上且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依次为：教学改革 25 次、实验教学 19
次、卫生检验 13 次。说明除去卫生检验专有名词外，进行“教学改革、实验教学”是目前卫生检验与检

疫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而针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教学，“实践教学、专业

建设、人才培养、虚拟仿真、pbl 教学、课程设置”也是后疫情时代下该专业研究发展演变的新理念，为

新型教育模式提供发展思路。 
 

 
Figure 2.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aching research from 2007 to 2021 
图 2. 2007 年~2021 年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研究的年度发文量 

 
Table 1.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over 5 and their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表 1. 频次超过 5 的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教学改革 25 0.34 

2 实验教学 19 0.26 

3 卫生检验 13 0.30 

4 实践教学 11 0.08 

5 专业建设 7 0.07 

6 人才培养 6 0.05 

7 虚拟仿真 4 0.05 

8 pbl 4 0.05 

9 课程设置 4 0.05 

10 改革 4 0.06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选取 2007 年至 2022 年卫检专业研究前 5 个聚类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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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分区形式展现，最终将其分为“教学改革”、“实验教学”、“卫生检验”、“实验考核”、“建设”

和“专业建设”5 个主要团块，见图 3。聚类板块展现了卫检专业目前研究方向的主要划分，再根据聚类

编号由小到大排序整理成聚类统计值量表，如表 2。其中聚类主题的大小(Size)值越大，说明聚类有效性

越高；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反映关键词聚类的同质性，大于 0.7 意味着聚类效果良好[7]，可见六个聚类

体关键词共聚效果均为良好，存在较强代表性。但其中“卫生检验”、“建设”概念范围宽泛且交叉，

“实验考核”属于“实验教学”内容，因此合并总结可得：“教学改革”、“实验教学”、“专业建设”

三个研究方向是目前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教学具有代表性研究发展内容，这迎合了如今对于该专业建设

高质量和专业内容实用化的要求，更加符合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在公共卫生发展的需求。 
 

 
Figure 3. Clustering of keywords for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
arantine research 
图 3.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研究关键词聚类 

 
Table 2. Keyword clustering statistical value scale 
表 2. 关键词聚类统计值量表 

ID 聚类主题 大小 平均轮廓值 

0 教学改革 19 0.921 

1 实验教学 17 0.831 

2 卫生检验 16 0.998 

3 实验考核 12 0.876 

4 建设 11 0.902 

5 专业建设 9 0.947 

4. 讨论 

4.1. 创建“1 + 1 + 1 立体教学模式” 

综合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现今卫生检验与检疫处于加速发展时期，“教学改革、实

验教学、专业建设”是现今卫生检验与检疫教学体系改进的热点趋势。本文基于上述结果提出“1 + 1 + 1
立体教学模式”建议(如图 4)，即在教学中引入“融合式教学改革 + 多元化实验教学 + 系统化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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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改善卫检专业教学质量，提升学生专业素质，进而全面提升卫检专业人才培养与发展建设。 
 

 
Figure 4. “1 + 1 + 1 stereoscopic teaching mode” 
图 4. “1 + 1 + 1 立体教学模式” 

4.1.1. 融合式教学改革 
融合式教学是以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使互联网学习与传统教学相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8]。

在全球新冠肺炎肆虐背景下，线上教学逐渐推广革新，创造多种教学改革模式。但线上教学具有教师传

授效果不好、学生易懒散松懈等特点，这使得线下教学理论知识的传授也很重要。因此针对于卫检人才

的教学计划，可以采用线上翻转课堂与线下金课建设同步进行，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教学模式。 
一方面，由教师团队制作教学视频、线上学习资料，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使其提高学习效

率。同时线上学习常常借助互联网进行专业拓展式讲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开拓学生视野，

而且为学生利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供了方法与思路。因此线上翻转课堂教育模式的建设在近年来得到了

积极反馈。另一方面，“线下金课”的设计为卫检人才培养提供了方向，采用这种以学生为探究知识的

中心者、教师作为学习目标的引领者和评价者、课堂资源形式多元化的课堂模式为教学过程的方法[9]，
更能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提高学生参与感与学习趣味性，为培养自主性学习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4.1.2. 多元化实验教学 
多数高校实践教学模式为教师在实验室进行示范，同学们完成老师布置任务并得到相应评分方式进

行学习考核。然而，传统实验室授课方式多与高效液相色谱仪、质谱仪、气相色谱仪等高端精密仪器联

用，教学成本昂贵，仪器维护复杂繁琐；并且学生上手操作效率低，可重复性低[10]。实验教学存在学生

实验技能局限化、掌握技术模式化、实践思维固定化等弊端，不能满足当下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

因此，学生日常实验教学可结合线上虚拟仿真技术和线下情境竞赛式教学建设多元化的实验教学模式，

让学生充分掌握实验技术和提高实践能力。 
在线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将传统实验教学信息化，使得学生在虚拟仿真实验室能够充分熟悉各类

仪器设备，并且通过后台反馈成绩历史记录自主选择重复操作练习，以巩固实验技能。这不仅给传统卫

检实验教学灌注新活力，打破了实验室教学的局限性、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实验创新能力，而且通

过虚实结合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实验能力与思维[11]。另一方面，线下通过模拟实际工作操作情境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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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学生的日常实践教学中，例如：结合疾控中心、医院机构、第三方检验机构等主要就业场景，根据

场景建设实验目标、组织学生设计实验方案、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实验操作同时进行考核。这种方法不仅

能发挥竞赛模式的激励性，提高学生自我能动性，还能提前让学生适应将来上岗操作时会遇到的问题和

难题，更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团队合作意识，最终达到提高卫检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和适应入

岗综合素养方面的教学目的[12]。 

4.1.3. 系统化专业建设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才培养方向是检验技术型人

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检验技术人才在疫情的检验与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人才需求量逐渐

增高，卫检专业建设也显得十分迫切。因此，本文提出系统化专业建设，将师资力量建设与校企团队合

作建设结合，为卫检人才教育提供保障。 
师资力量建设是教育质量的支柱，是培养检验人才的前提保障。一方面，教师的思想道德和专业素

养与学生的学习质量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对于卫生检验与检疫的技能性教学，良好的师资力量可以增

加学生检验操作的技巧性，提高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在师资力量建设中，良好的师资力量不仅要考虑教

师专业能力，要求专业上不断精进，善于学习和创新，更要考虑师资的道德品质，应符合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建设要求[13]，在传授知识同时应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创造力，融入课程

思政建设，强调思政理论教育。并且在卫生检验与检疫课程思政建设中培养学生树立公共卫生预防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帮助学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实践操作结合科学家重点实验项目、学习科学家的创新

精神与实践创新能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14]。同时，教师团队应当

强调整体性与优势发挥，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考核培养，关系到教授专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对于卫检学生

的考核，由于专业的技能性和应用性较强，优质的师资团队可以根据专业课的特色与实际应用增添考核

形式，增加学生学习考核的实用性。 
此外，由于卫检专业定位不明确，培养人员多偏于实践操作缺乏理论型科研人才，导致卫检技术人

员队伍结构存在较大的断层现象，实际岗位中实验人员素养偏差较大、专业科研领域研究尚少，所以实

验室先进仪器长期闲置、造成实验室资源的浪费，整个专业学术氛围较差，也间接影响了高校对于卫生

检验与检疫专业同学的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1]。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下，卫检专业发展道路的

探索不能局限于学生的学校教育，更应当合作实习单位和专业涉及领域团队，发展校企合作文化，以团

队建设为发展目标打造卫检专业人才团队。 

4.2. 基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改革实践总结 

理论需在实践中达到可行性标准才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将后疫情

时代背景作为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立体化教学的改革动力，基于“1 + 1 + 1 立体教学法”教学建议模式

对卫检专业进行全方位引导，通过完善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提高教学团队师资质量并在教学中融入

课程思政、将专业发展与多企业多机构联合等多项教学改革实践，使学院该专业教学质量、卫检专业学

生科学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均有较大提升，具有良好的教学改革意义。 
最后，培养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各大高校及社会的推广与支持，更是公

共卫生专家及学生应当参与建设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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