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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心 得

加速医学影像学人才培养之我见

胡兆民

  随着医学科学尤其是医学影像学的快速发展, 对影像学人

才的加速培养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分析我国 (主要是基

层)影像学人才之现状, 并就加速医学影像学人才培养的有关

问题谈谈个人之浅见。

一、我国影像学人才之现状

我国现有影像专业工作者十余万, 他(她)们夜以继日在影

像学园地辛勤耕耘,运用他们的知识与技能全心全意为广大伤

病员健康服务。他们其中的部分人在工作中颇有建树,在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这是主流。

随着事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 现有的影像学人才队伍不

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难以适应当今形势的发展。具体表

现在:

人才断层: 与发达国家比较, 我国的医学影像学的发展步

伐还不算快。60~ 70 年代, 专业人员奇缺, 经高层次培养者为

数不多。其间因历史的原因又曾中断过这类人才的系统培养。

至今, 50~ 60 年代从业的老专家已渐渐作古或已退离了工作岗

位。因而不论从年龄结构,还是理论造诣、工作经验来看, 影像

学人才断层现象十分突出。

知识老化:近 20 年来, 医学影像学的发展较为迅速。各种

高新设备的研制、开发、引进和应用, 各项业务技术的开展, 相

关学科的渗透与交叉,微机的广泛运用等不断开拓影像科学的

新领域。而我国早些年代出版的书刊对这些知识推介不多, 从

业者接受新知识的机遇和方式都很有限。整个影像学从业队

伍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课题。

素质偏低:目前我国影像学从业队伍学历结构不尽合理,

尤其是在县、市及其以下级别医疗单位, / 招工0、/ 顶职0上岗者

不乏其人, 而技师中则更多见。中专学历者所占比例过大, 大

专以上层次学历者为数不多。可以想见, 没通过较高层次、较

系统从业前培训者, 欲较好掌握、运用某些新技术并使之创新

和发展,并非易事。

二、加速影像学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毋庸置疑,医学影像学的快速发展, 人们不断增长的医疗

保健需求, 需要一大批合格的影像学人才。国内学者曾对影像

学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作过阐述。笔者认为: 良好的政治素

质与医德; 强烈的爱岗敬业精神与事业心, 坚实的专业理论基

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 自觉、刻苦钻研、不断进取的劲头, 关注

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 努力赶超先进,促进交流的潜力与活力,

才是合格的影像工作者应具备的综合素养。

为造就一支过得硬的影像人才队伍, 除了思想、职业道德

教育之外,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应提高在校生的培训档次。医学院校应依据实际需要将

影像学人才培养尽快纳入大专、本科档次, 逐渐缩减中专层次。

条件允许者可试办更高层次人才培训。课程设置除基础、专业

必修者外, 还应增加必要的相关学科, 如医学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物理、电算机应用、现代管理等。外语教学要加强力度。

注重在职继续教育。鉴于前述现有人员素质偏低之现状,

强化在职教育势在必行。短期培训、系统讲座、学术交流,到上

级医院考察观摩或进修都是行之有效之方法。单位内部的业

务研讨应经常化、制度化。/师带徒0的传统方法在某些单位仍

可沿用。成人教育要规范教育方法, 讲求质量, 扭转重文凭、轻

实技的偏向。作为在职影像工作者, 刻苦读书, 不耻下问,乐于

实践, 善于总结,充分运用各种方法包括现代化视听手段自觉

自学, 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应严格考试、考核制度。这对帮助少数人克服惰性, 督促

学习, 公正评价从业者的业务素质, 检验培训成效,发现优秀人

才是必不可少的方法, 也是搞好继续教育的重要环节。但考

试、考核要从严要求、不走过场, 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影像学发展日新月异, 对从业者的要

求更高更严。为提高其素质, 多方位努力, 多渠道并行, 多方式

并举,加速对其进行教育培养已是当务之急。对此, 希望能引

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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