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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医院题库管理系统建设及应用
!

李! 由，刘光琼，向国春，谭! 琼，刘! 刚

（第三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临床教学管理中心，重庆 H###G)）

摘要：题库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测量理论，在计算机系统中实现的某个学科题目的集合。”它是严格遵循教育测量理

论，在精确的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测量工具。"##H 年本院教学中心开始研究设计并构建临床医学题库

管理系统，经过 * 年多时间的应用和多次升级完善，基本达到了“ 安全、便捷、高效的考试平台”的标准，使本院的临

床教学完全实现了教考分离的目标，为学员开展网络自主学习和本院开展继续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该系统基于 =IJ =9-’9- 数据库平台，能够容纳大量的专业知识题库，为学习端提供更快和更稳定的运行环境。面向

众多考生的应用模块采用 K9L 方式构建，无需安装客户端，便于使用、维护和升级，并能够与医院现有的 B.;-/.9; 无

缝集成。面向管理员的题库管理和出卷系统采用 M F = 和 2 F = 的系统架构，从而在不增加维护成本的前提下提供更

高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高效性。通过本院题库建设，完善了考试制度，提高了教学质量，达到课程教学的预期目标，

促进教学管理的科学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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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库管理系统的设计原则

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是教学改革，而教学改革

的中心是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题库建设是一个最基础、最重

要的环节［$］。教学质量的高低是学校生死攸关的大

事，因此各学校均积极探索、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

量。除了进行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方法改革

等措施以外，教考分离已被认为是保证和提高教学

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教考分离能否取得成功的

关键是题库建设，没有高质量的题库用于考试，就难

达到教考分离的目的。本院通过积极探索开发出的

题库系统可以有效地将各种试题进行存储和分类，

使繁琐的试卷编制过程得到简化，通过管理端充分

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利用学习端为学员开展自主

学习和网上考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医学领

域的教学和科研中，使用题库系统，使教师有更多的

时间投身科学和教育研究［G］。因此在医学领域特别

是临床教学使用题库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 系统的功能和试题库的组织结构

"( $ 系统网络架构

题库系统基于 =IJ =9-’9- 数据库平台，能够容

纳大量的专业知识题库，为客户端提供更快和更稳

定的运行环境。面向众多考生的应用模块采用 K9L
方式构建，无需安装客户端，便于使用、维护和升级，

并能够与医院现有的 B.;9-.9; 无缝集成［H］。采用了

?L S P:T S =50:9-’9- 的技术结构，面向管理员的题库

管理和命题系统采用 M F = 模式，从而在不增加维护

成本的前提下提供更高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高效性，

西南医院题库管理系统网络架构见图 $。

图 $! 题库管理系统网络架构

"( " 系统的软件功能架构

本院题库系统是由远程管理端和前台学习端两

方面构成（ 图"），既提高了管理人员对题库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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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也方便了学员的自主学习和网上考试。

图 !" 题库管理系统软件功能

!# $ 系统试题组成结构

根据国家“十五”规划教材（ 人卫教材第 % 版）

的章节目录分别进行命题并导入试题库。内容涵盖

临床医学的内科学、外科学、诊断学和专科各系统共

&’ 个二、三级学科，经过 & 年的发展（每年至少 ’()
的更新），从最初的 * 万多道试题，到现有 ’(’ ’%$
道试题，包含了内科（’$ $!+ 道）、外科（’$ ,’’ 道）、

诊断（& +(- 道）、各专科（** $&* 道）、专业考试库

（% %+( 道）和执业医师试题库（, ’-( 道）。

试题库最大的特点是将考题内容模块化。试题

库内容的组织采用五级主题词表的方式进行分类：

第一层：学科；第二层：篇；第三层：章；第四层：节；第

五层：知识点。结构如图 $ 所示。

内科"

第一篇" 绪论

第二篇" 呼吸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第二章" 肺部感染"
第一节" 肺炎概述

第二节"{ 细菌肺炎

第三章"










支气管扩张

第三篇" 呼吸系统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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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题库管理系统试题组成结构

" " 题库中的全部试题必须经过具有总体代表性的

大样本的测试，得到可靠性较高的难度等参数后才

成为题库，才能生成具有进行等值比较的难度等特

性，才能够有效地预先控制测验［*］。据此试题属性

必须从以下 & 个方面确定：

第一 ，根据试题内容（知识点）分为 + 级：’）概

念；!）发病原因、机制、病理改变；$）疾病分类、临床

表现、并发症；&）实验室及辅助检查；*）诊断、鉴别

诊断；%）治疗；,）预防；-）其他；+）护理。分别用数

字 ’ . + 表示。

第二，试题库试题难易程度的比例分配为：易

（占 !*)）、中（占 *()）、难（占 !*)），分别用 (# ’、

(# !、(# $ 表示。

第三，根据教学要求将试题分为 & 级：掌握、熟

悉、了解、超纲题，分别用 (# (’、(# (!、(# ($、(# (& 表

示。

第四，根据课程教学及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要

求确定题型，包括选择题（/’、/!、/$、/& 型，0’、0!
型、1 型和 2 型选题）、判断题、填空题、问答题、计

算题、名词解释、论述题等题型。题目中可插入图

片，以显示图形、公式、特殊字符等。

通过引入组卷目标的满足性检查、匹配顺序控

制、匹配误差控制和已抽试题回调等控制策略，使得

组卷算法能够不受题库中试题分布的限制，降低了

算法对题库题量的要求，提高了算法的适用性［%］。

$ 系统的具体实现

$# ’ 远程管理端

管理端功能模块划分由账户、通知、题库、考试

& 个模块组成。通过完善的试题库，笔者着重对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建设。

$# ’# ’ 容错的 234 交卷技术" 系统中最关键的考

试交卷功能采用 234 技术设计，让试卷在客户端生

成 234 数据上传服务器，能够保证在服务器和网络

出现任何故障时，保留并锁定交卷前的现场（ 不允

许继续答题），等待故障处理后继续交卷。可以说，

考生交卷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只要客户端计算机

不重启，等网络和服务器故障修复后，都能够继续成

功交卷。

$# ’# ! 独特的考试引擎，适合百人同时在线考试"
答卷一次生成，一次提交，提高考试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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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定义的试卷可以导出生成 $%&’ 试卷( 满足

传统的考试和作业模式。生成 $%&’ 试卷时，自动

生成两份试卷，一份不包含答案，另一份包含答案，

而且 $%&’ 试卷加盖密封线，非常规范，直接可用。

!" #" ) 随机取题技术( 允许管理员定义从题库中随

机取题组卷，每个考生的考题都不同，都是依照预定

的知识点难度等策略从题库中随机抽取的，让考生

无法相互抄袭。

!" #" * 打乱卷面题目顺序技术( 如果是固定试卷，

管理员选用“打乱出卷题目顺序”功能，考生试卷题

目排列的顺序会打乱，也同样防止舞弊。

!" #" + 打乱选择题候选项顺序技术 ( 使用该功能

时，选择题的候选项顺序会随机发生变化，让考生无

法互相抄袭，也防止考生死记硬背答案。该技术不

会影响正常判卷。

!" ,( 前台学习端

通过远程管理开发学习试题、发布试卷后，学员

可以利用该平台通过联网的电脑在任何地方参加自

主学习，也可以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网上考试。

!" ," # 学习资源( 主要存放大量的题库，以进行自

由的题库学习，不作记录，主要是通过练习以达到掌

握知识的目的。主要操作方式是：答对即可进行下

一题，答错给予 ! 次机会，让学员在第一次答错的时

候思考，再答题，第二次又错了，再思考，再答题，第

三次才显示正确答案，通过这样人性化的设计，让学

员真正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另外，可将自己觉得很

简单的题目剔除，在下次进行题库练习的时候不再

出现，从而只出现自己没有掌握的题目。

!" ," , 网上考试( 用于各种统考、小考、认证考试等

正规考试，可设定答卷时间、答卷自动存档、当场查

看分 数 和 答 案、多 种 防 止 舞 弊 设 计、生 成 标 准 化

$%&’ 试卷、监考台、考试结果导出 -./01 等众多的人

性化功能，通过组合满足各类的考试要求。

) 系统的应用效果及现状

自 ,22+ 年题库管理系统建成以来，本系统得到

了逐步、充分的应用，用于包括临床课程教学各专业

多层次的阶段考试、学科结科考试、临床综合考试、

实习生阶段理论考试和毕业考试，也包括继续医学

教育中对全院科技干部不同专业的培训考核、年终

考核，执业医师模拟考核等一系列的考核。另外，笔

者还利用题库全面实行教考分离，为 *、3 年制临床

医学的诊断学、外科学、内科学课后考试提供了试题

保障。该系统现已被第三军医大学训练部采用为学

校题库建设基本平台，并于 ,224 年获国家软件著作

权，获得了重庆市优秀电教成果一等奖和三医大教

学成果二等奖。

* 结束语

试题库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

也是一项比较细致的工作。这就要求试题管理工作

趋于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教

学氛围，使得考试更加公正科学，能够对教师的教学

与学生的学习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同时不妨多从

学生的角度来思考怎样搞好教学工作［4］，从而促进

教学质量的提高。

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开发试题库管理系统，

可以达到试卷的自动生成、信息全面快捷的查找和

方便的管理操作，大大节省了教师组卷时间，提高了

工作效率，并且为学校的教务管理提供了较好的管

理方法，能够充分地实施考教分离，提高了教学质

量，促进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学

校的办学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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