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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1 实验教学建设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高卫真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62.02 

学历 大学本科 学位 硕士 电话 83336660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药学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 
手机 13672004666 

院系 药学院临床药学系 电子邮箱 weizhengao33@163.com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 22号 邮编 300070 

教学研究情况：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 5项）；作为第一署

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 10项）；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 5项）。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年限 

1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天津医科大学重点教改项目 2017-2018 

2 
医学检验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技术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医学检验

教育分会 

2015-2016 

3 
四年制医学检验专业本科课程

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医学教育研究课题 
2013-2014 

4 
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人类疾病与医学检验 
天津医科大学重点教改项目 2013-2014 

5 医学检验特色专业建设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教改项目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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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年限 

1 医学生开设“早期接触专业”课程的实践 中国药理通讯 2015 

2

  
医学教育中 PBL教学在实践中前行 中国药理通讯 2012 

3 药理学教学改革的创新实践 中国药理通讯 2011 

4 
探索药学人才培养地区合作教育模式下的教学课程体

系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0 

5 新形势下高等医学检验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0 

6 药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历史和现在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0 

7 构建特色专业 促进检验医学快速发展 检验医学教育 2009 

 

 

8 

药理学教材体系建设 

第七次全国药理学

教学学术会议暨第

二届海峡两岸三地

医学院药理学教学

学术会议 论文集 

2009 

9 药理学实验教学创新与改革的实践 
中国教育教学杂志 

（高等教育版） 
2005 

10 重视课堂讲授 提高教学质量 医学教育研究 2002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序号 获奖项目 获奖级别及排名 
获奖 

时间 

1 “医学检验技术”获批天津市优势特

色应用型专业  
天津市教委  第二 2017 

2 检验医师长学制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教改课题 

结题一等奖  第一  

2013 

3 基于专科医师准入机制的检验医师培

养体系的建立和实践 

第七届高等教育天津市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  第二 

2013 

4 药理学教学团队 天津市级教学团队  第二 
2009 

5 药理学教材体系建设 天津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第二 
2009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42&CurRec=1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42&CurRec=1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SourceJump.aspx?dbCatalog=F@)jA%17:e%3E4?G=h2W%23f%20VGL/R&showtitle=0$GD%22F@)j(O%258B-A%17-%3CCm%22%254%3E4?G&dbprefix=scdb&expertvalue=%3E4?G0$D$='F@)j(O%258B-A%17-%3CCm'&stab=result&value=ZOGU&UnitCode=&source=6J/%1F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42&CurRec=2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SourceJump.aspx?dbCatalog=F@)jA%17:e%3E4?G=h2W%23f%20VGL/R&showtitle=0$GD%22F@)j(O%258B-A%17-%3CCm%22%254%3E4?G&dbprefix=scdb&expertvalue=%3E4?G0$D$='F@)j(O%258B-A%17-%3CCm'&stab=result&value=ZOGU&UnitCode=&source=6J/%1F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42&CurRec=3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SourceJump.aspx?dbCatalog=F@)jA%17:e%3E4?G=h2W%23f%20VGL/R&showtitle=0$GD%22:%25AY:BA@./C%5b%3C-;g%22%254%3E4?G&dbprefix=scdb&expertvalue=%3E4?G0$D$=':%25AY:BA@./C%5b%3C-;g'&stab=result&value=SYSY&UnitCode=&source=6J/%1F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42&CurRe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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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情况：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

超过5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

不超过 5 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 5

项）。 

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来源 年限 本人所起作用 

1 治疗药物监测方法学研究 “十三五”综投 2017-2018 项目主持人 

2 
中枢性肌松药美索巴莫磷酸钠

药代动力学研究 
校企合作 2015-2017 

项目主持人 

3 
中枢性肌松药美索巴莫磷酸钠

药效动力学研究 
校企合作 2015-2017 

项目主持人 

发表的学术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 发表时间 

1 
美索巴莫磷酸钠对小鼠抗惊厥和

肌松作用的研究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通讯作者 

2017 

2 
聚乙二醇电解质联合二甲基硅油

对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通讯作者 

2016 

3 
水相合成CeTe量子点荧光光度法

测定硫酸庆大霉素 

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通讯作者 

2016 

4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人血浆中牛

磺酸的浓度 

中国临床药理学通报 
通讯作者 

2015 

5 1-磷酸鞘氨醇后适应对H9c2心肌

细胞缺氧/复氧损伤的保护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通讯作者 

2014 

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序号 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 署名次序 获奖时间 

1 
“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科技竞赛 

二等奖4项、三等奖 1项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市团委 

指导教师 2013-2017 

2 
天津市大学生“创青春”创业大赛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市团委 

指导教师 2012-2016 

3 
天津市高等学校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天津市团委 

指导教师 2012 

4 
天津医科大学大学生学术研究 

资助计划项目6项 

天津医科大学 指导教师 2012-2017 

5 “临床检验诊断学” 

获批天津市重点学科 

天津市科委 主要参加者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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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张  骏 天津医科大学 副教授 教研室副主任 方案设计 

专业支持 

 

2 杨金荣 天津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实验中心 

副主任 

方案设计 

实施协调 

 

3 朱学慧 天津医科大学 副教授 教学秘书 项目内容支持 专业支持 

实施教学 

 

4 魏晓鹏 天津医科大学 助理实验师 无 仿真教学 

管理维护 

 

5 于  飞 天津医科大学 讲师 无 专业支持 

实施教学 

 

6 赵文楠 天津医科大学 助理实验师 无 仿真教学  

7 左金梁 天津医科大学 讲师 无 仿真教学  

8 许煜静 天津医科大学 实验师 无 仿真教学  

9 陈效龙 北京欧倍尔软件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 平台开发和 

维护 

技术支持 

10 刘云婷 北京欧倍尔软件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 平台开发和 

维护 

技术支持 

11 侯学谷 北京欧倍尔软件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 在线服务 

技术支持 

在线支持 

12 颜久兴 天津医科大学 副教授 院工会主席 仿真教学  

13 吴晓辉 天津医科大学 副教授 无 项目内容支持 仿真教学  

14 张哲 天津医科大学 讲师 无 仿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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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描述 

2-1 名称 

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虚拟仿真实验 

2-2 实验目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大量仿制药的研制，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作为仿

制药申请的基础，在临床医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指用生物利用度研究

的方法，以药代动力学参数为指标，比较同一种药物的相同或者不同剂型的制剂，在

相同的试验条件下，其活性成分吸收程度和速度有无统计学差异的人体试验，试验对

象为健康志愿者，一般要求 18～24例。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存在成本高、临床资

源短缺及难以获取、安全风险性大等问题。 

着眼于以上教学瓶颈，本项目设计了虚实结合的实验课程 

1、虚拟实验在线自主完成。采用人机互动的操作和关键知识点评分系统掌握药物

人体生物等效性实验的理论基础、关键技术操作规范和对实验结果的判断与分析。 

2、通过实验课程，结合理论和实际应用，有限的实验课中主要加强实操性，掌握

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实验的操作过程、注意事项等对应的知识点，把生物等效性实验

设计成系列技能训练模块，学生可根据虚拟学习的自我评估有针对性选择训练。 

3、掌握液质联用的参数设置，学习分析条件设置过程，并学会利用药动学参数进

行药动学公式计算，完成统计分析和结果判定。 

  

2-3 实验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本实验涉及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基础、操作技能包括以下几点： 

1、以药物生物利用度指标评价的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的原理和方法、相关临床研

究的法规和指导原则。 

2、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常用方法的方法学评价，以及血样处理的一般方法和

注意事项。 

3、药物生物等效应评价的指标及等效性判断标准与统计学方法。 



 

- 6 - 

 

4、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原理、操作。 

本实验所涉及的知识点 

1、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相关的理论知识 

药物生物等效的概念、开展药物生物等效性评价的目的和意义、以生物利用度指

标来评价药物生物等效的原理和药动学指标、药物生物等效的判断标准、开展药物人

体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设施与条件、受试者选择、受试者的权益、受试者例数要求、给

药注意事项、自身对照实验设计的概念及优势、清洗期概念、参比制剂的选择要求。 

2、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基本过程与要求 

血样的采集要求、血样的保存、目标物的血样提取的一般原理与方法、离心机的

使用、方法学评价指标（特异性、标准曲线和定量范围、定量限、精密度和准确度、

样品稳定性、提取回收率等）、生物等效性相关的药动学指标（AUC0-t、AUCt-∞、Cmax、

Tmax、t1/2）及其计算、统计学方法（方差分析、双单侧 t检验和置信区间）。 

HPLC-MS/MS的原理，并结合案例进行仿真操作。 

液质联用（HPLC-MS）它以液相色谱作为分离系统，质谱作为检测系统。样品在质

谱部分和流动相分离，被离子化后，经质谱的质量分析器将例子碎片按质量数分开，

经检测器得到质谱图。虚拟仿真液质联用设备，采用鼠标和键盘配合操作的方式，进

行模拟设备操作，主要步骤包括开机、校准和调谱、测样和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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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通过对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过程的仿真模拟，可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对相关临床研究全过程核心节点的全程再现，使学生在规定的课时里完成对药物

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法规、实验技能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2-4 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本实验所需设备分为硬件基础设备和软件两部分： 

（1）硬件基础设备 

名称 数量 用途 

虚拟仿真实验室教师机 1 用于教师上课演示。 

虚拟仿真实验室学生机 32 含实验室场地及配套座椅等，主要作为

学生上机使用。 

虚拟仿真实验室智能交互

式会议一体机 

1 用于师生互动。 

服务器 1 平台和软件的管理。 

交换机 2-3 网络设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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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件 

名称 数量 用途 

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实验

虚拟仿真软件 

根据学生数量 仿真实验 

 

2-5 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实验相关知识的学习、预习 

将本实验所涉知识点中的理论知识、技能要求及操作注意事项等内容由研究人员

在实验开始前建立习题库，供学生在实验课上采取人机对话的方式随机进行答题来学

习、预习本实验相关内容。 

学习方式：采取两种方式来考察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效果： 

（1）以通关的方式逐题进行，上一道题不正确，无法进入下一道题答题； 

（2）对某一或几个知识点的习题采取累计积分不得低于某一标准，否则无法进入

下一步学习的方式进行学习效果的评价。 

习题库采取开放模式，教师可根据需要对所涉内容习题进行修订、补充。 

2、实验的仿真操作 

在完成第一部分学习的基础上，学生以案例为基础，进行 HPLC-MS/MS的仿真操作，

并最终完成对输出数据的计算和生物等效性判断。最后据此撰写出实验报告。 

2-6 实验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 

1、使用目的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克服本实验内容在实验室环境下难以在有限时间和现有实验

条件下真实再现的弊端，还原昂贵实验仪器的操作流程，实现“人人可上机操作”，

克服传统实验课上因人力、物力、财力及实验空间不足等限制因素造成以组为单位的

实验教学所带来的学生学习和训练质量参差不齐和难以逐人进行学习效果考察的问

题。 

2、实施过程 

管理员和教师预先设置好班级学生信息，分配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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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按照预定的通关解锁条件给予相应的班级学生发布预习作业，学生使用自己

的账号进行学习，平台读取学习数据并在教师账号中实时显示。 

课上分析课前通关测试成绩，并演示和指导学生液质联用仪的仿真操作。发布课

后作业，要求数量操作并完成仿真考核。学生上机仿真操作，并应相应理论测试。 

课后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并提交成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师生互动。 

3、实施效果 

学生通过平台学习，在有限的时间里全面而系统地学习（预习、复习）相关的理

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实现了高效率的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 10 - 

 

2-7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实际参与的交互性实验操作步骤须不少于 10 步） 

1、实验相关知识和技能学习（习题测试部分）：人机交互操作 30步（30题） 

2、液质联用仪虚拟仿真操作包括： 

1、打开电脑主机电源 

2、打开柱温箱温控开关 

3、打开进样器模块开关 

4、打开泵模块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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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开进样器盖门，将待测样品一如自动进样盘中的 P1a1位置处，关闭盖门 

6、打开在线工作站，单击 context，确认一起在 Acquisition界面 

7、按下工作站中的 ON按钮 

8、创建一个新方法，选择采集模式为正离子模式 

9、输入采集的质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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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设定采集速率 

11、设定流动相比例 

12、设定运行停止时间 

13、保存设定的方法 

 

14、在样品表中输入样品名称和样品瓶位置等信息 

15、单击运行按钮开始采集数据 

16、标样 1、2、3、4手动积分并查看积分结果 

17、打开未知样图谱文件，查看积分 

18、关机流程 

19、数据导入软件，结果分析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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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1、每步实验结果都可记录，实验成绩可在线查看。 

2、使用软件的计算功能对数据进行分析，对等效性结果进行判断。 

3、通过设置学生答题、操作时长、成绩，可评价学生掌握实验的熟练程度。 

 

2-9 考核要求 

1、系统自带评分功能。课前预习、课上练习、课后考核复习均可自动评分，评价

预习效果。 

2、理论通关和仿真操作均作为考核点。通关标准为 80 分，学生必须达到标准才

可进入下一环节。 

3、仿真实验操作设定总分为 100 分，80 分以上为及格。 

4、教师和学生可查看成绩结果等。 

2-10 面向学生要求 

1、本系统适用于药学、临床药学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专业学生的学习。 

2、学生应具备药理学、临床药理学、生物药剂学等理论知识和体内药物分析的知

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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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教学建设项目相关网络要求描述 

3-1 所在实验中心网址 

http://www.tmu.edu.cn/yxshifan/ 

3-2 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2Mb/s以上, 系统提供带宽测试服务 

2、说明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1000，系统采用 CS 模式，无需排队，即时启动 

3-3 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Windows、Unix、IOS、Android 等） 

1、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仿真程序客户端操作系统采用 Windows 7及其以上版本 

管理平台服务器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Server 2008 及其以上版本 

2、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暂不支持其它操作系统或终端 

3-4 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如浏览器、特定软件等） 

1、计算机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服务） 

     无 

2、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服务） 

主流 IE，谷歌，火狐等浏览器均支持下载服务 

http://www.tmu.edu.cn/yxsh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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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CPU： i5  3.20GHz   

内存：8GB 以上 

显卡：2GB 显存 以上 

硬盘：50GB以上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3-6 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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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系统采用B/S 架构相结合的架构方式。通过BS 架构，

用户访问管理平台，查看相关功能（软件列表，课程

列表）和统计信息（学习记录，考试成绩），并启动

3D 仿真项目。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如：3D

仿真、VR 技术、AR

技术、动画技术、

WebGL技术、

OpenGL技术等） 

通过 3D 仿真技术实现虚拟教学仿真。3D 引擎在

Windows 平台下通过DirectX 技术实现 3D 渲染。 

通过骨骼动画、关键帧和序列帧动画制作 3D 动

画。 

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实时阴影，光照贴图，凹凸

贴图等）和计算几何学（碰撞检测、射线检测、刚体、

流体模拟等）等实现现象仿真。 

通过后台模块化模型的搭建和链接实现数据仿

真。 

通过VR，AR 和动作捕捉技术，实现增强虚拟化

变现和交互性。 

开发工具（如：

Unity3d、Virtools、

Cult3D、Visual 

Studio、Adobe Flash、

百度VR 内容展示

SDK 等） 

采用Unity3d 作为 3D 引擎，采用C#语言并通过 

Visual Studio 工具进行程序开发。 

通过 SVN，Microsoft Project 等工具进行程序版本

控制和项目管理。 

通过Maya，3D Max 等工具制作仿真资源（模型，

贴图，动画）。 

管理 开发语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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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JAVA、.Net、PHP

等） 

JAVA 

 

 

 

开发工具（如：

Eclipse、Visual 

Studio、NetBeans、

百度VR 课堂SDK

等） 

IntelliJ  IDEA 

采用的数据库（如：

Mysql、SQL Server、

Oracle等）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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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拟建成特色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开放运行模式、评价体系

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不超过 800 字。） 

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评价内容是药物研发、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药学类专业学生通过药理学、临床药理学等课程学习必须掌握的内容之一。限于

我国对药物人体试验具有严格的规范和伦理要求，以及药物生物等效性实验对实验室

条件、仪器设备有较高要求等因素，真实的实验课程很难系统呈现相关的内容。 

一、教学理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那些传

统教学难以实现的内容进行仿真模拟展现和演练，不仅克服了本实验存在的样本获得

困难、实验室设备要求高、实验过程耗时过长、试验成本较高等困难，而且非常有利

于学生在有限时间内系统完整、准确深入学习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二、教学内容 

1、通过测试题通关模式系统学习（课前预习、课上测试及课后复习）人体生物等

效性试验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和实验操作的技能要求和注意事项。 

2、通过案例仿真演练药物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过程，从中学习训练相关的知识和

技能。 

3、通过模拟仿真，熟悉掌握HPLC-MS/MS 技术应用和仪器操作基本流程。 

三、教学方式方法 

1、课前按照预定的通关解锁条件给予相应班级的学生发布预习作业，学生使用自

己的账号进行学习，平台读取学习数据并在教师账号中实时显示。 

2、课上分析课前通关测试成绩，并演示和指导学生液质联用仪的仿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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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作业，要求数量操作并完成仿真考核。学生上机仿真操作，并应相应理论 

测试。 

4、课后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并提交成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师生互动。 

四、开放运行模式 

    健全成为全方位、立体化的用户管理模型，拓宽了辐射范围，强化共享深度。加

强与兄弟院校的教学互动联系，开展共建共享共管合作机制，建成具有通用性、集成

性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实现虚拟仿真使用资源的深度共享。 

五、评价体系 

1、本仿真实验系统嵌入开放的可改进习题库，学生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进行测试通

关，完成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技能训练。 

2、本仿真实验系统可实现课前、课上及课后对每一位拥有账号的学员学习过程的

全程跟踪与管理，即时、准确了解每位学员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帮

助每一位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达成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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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建设项目如获批后，今后 5 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包括面

向高校的教学应用计划、持续建设与更新、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等，不超过 600 字。） 

如立项获批，本仿真实验系统将持续更新、完善，一是进一步丰富习题库，争取

达到满足 30-40 人同时在线进行不同题目的测试通关学习；二是将生物等效性案例由

现有的一个药物扩展至 10 个以上的药物，并将生物利用度测定纳入系统，实现多个药

物的人体生物等效性实验和生物利用度实验同时在线供学生学习模拟操作，从而避免

内容雷同、学生间可能存在的相互抄袭借鉴的问题；三是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实现

更多的生物等效性实验操作进行仿真模拟；四是进一步结合不同药物的生物等效性分

析来丰富样品处理和仪器分析类型； 

项目后续将更加注重和高校、企业的合作，为了更好的体现“互联网+教育”国家

战略和“新工科”教育理念，实现“虚实结合”的建设原则和充分我利用教学资源，

本项目也面向社会开放。今后 5 年，除了保持校内用户服务水平外，将主动积极拓展

校外用户，使该资源真正做到社会共享。项目认定后 1 年内面向高校和社会免费开放

并提供教学服务，1 年后至 3 年开放服务内容不少于 50%，3 年后免费开放服务不少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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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实验教学建设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9 年 2 月 22 日 

 

 8.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项目在校内进行公示，并审

核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教学纪律要求等。经评

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项目如果被认定为“天津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学

校承诺将监督和保障该实验教学项目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5

年，支持和监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务，并予以经费

投入和保障。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