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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的发展, 影像学对临床各专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影像诊断技术已成为临床医学的支柱学科之一。如何培养二

十一世纪医学影像专业人才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医学影像专业高等教育将成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专业人

才培养主渠道

医学影像学科目前已成为发展最迅速的前沿学科。随着

现代化成像设备在我国的广泛应用, 社会急需这方面的专门人

才,同时, 我国地市以下各级医院中影像学医师配备远远落后

于设备的增加,从业人员普遍未受过正规影像学专业培训。兴

办医学影像专业是迅速培养这方面人才的重要途径, 既适应影

像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有 80 多所高等医学院校开设影像

专业,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影像学科所急需的专业人

才。反馈信息表明, 影像专业毕业生专业思想稳定, 专业知识

和技能较全面,动手能力强, 上岗培训时间短, 能迅速成为用人

单位的骨干力量。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知识面较窄而发展后劲

不足的问题。如何搞好五年制影像专业教育? 怎样才能培养

出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复合型影像专业人才? 出

路只能是改革教育模式,构建新型课程体系。

首先,我们确立了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

理学、电子技术学、影像解剖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影像

诊断学为核心的主干课程体系。该课程设置对医学基础课和

理工基础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其次, 结合专业特点, 创立设置了新型综合课程影像解剖

学、医学影像设备学。它们都是影像专业发展与原有学科间相

互渗透、融合而产生的。影像解剖学是学习影像诊断学的基础

课程,它使学生的知识由解剖学、断面解剖学向影像学过渡。

这门课由解剖学教研室和影像诊断学教研室共同承担。医学

影像设备学由成像原理、电工电子学、机械结构学共同融合而

成,其教学内容由影像诊断学教研室、理工学院电子学教研室、

机械工程学教研室共同讲授。

第三, 结合影像专业的要求, 优化教学内容。其重点放在

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理论与实践; 基础(医学基础、临床医学

基础、理工基础课程)与专业 (影像学课程)。这四部分课程都

安排在 2~ 4年级完成, 与临床医学专业比较, 在同样的时间内

增加了理工基础课和影像专业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们

认为应加强基础教育, 淡化专业。在专业课教学上, 只把学生

引进/ 门0, 教给学生最重要的影像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专业教学上理论与实践究竟如何安排? 怎样优化才

能培养出合格人才? 我们结合影像专业教学以形态为主的特

点,确立了理论课与实验课的课时比例为 1B1, 影像解剖学达 1B

2. 5,这种重视实验教学的安排适应了形态学教学必须多看多实

践的规律, 真正使学生进入到/ 影像0中去, 建立感性认识。同

时,尽量增加学生自己动手的操作性实验, 强化技能训练。对

五年级毕业实习的安排, 强调临床与影像科结合 , 以培养学生

临床综合分析能力, 使其在考虑问题时不致于局限于单纯的

/ 影像0中, 能结合临床对影像学表现作出更加准确的诊断。

第四,加强外语、计算机教学、培养高素质人才。迈入二十

一世纪信息时代, 精通外语和计算机是获取高科技信息的重要

手段。我们严格执行国家教委对本专业学生规定的英语和计

算机通级要求, 并结合各种影像检查手段计算机化特点, 增加

计算机教学课时, 另外还特别开设专业外语课程 , 有的放矢帮

助他们提高外语和计算机水平。

二、影像专业毕业生工作后的继续教育

如何搞好医学影像专业毕业生进入社会后的再培养,我们

认为还是应该结合他们所接受的本科教育的特点来安排。的

确, 影像专业毕业生能够马上补充影像科工作队伍。但只盯住

这一点, 只/ 使用0 ,不/ 培养0 , 几年后很可能又回到发展后劲不

足的老问题上去。因此, 对于这支专业思想稳定的后备队伍,

应着眼于培养高质量综合素质人才,毕业后首先应进行临床各

科知识的继续教育, 安排 1 年左右的时间临床科室轮转, 使他

们在病人的急救处理、无菌观念、手术技能等方面打下牢固的

基础, 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知识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

理解, 这对将来从事影像诊断及其相应介入治疗无疑会产生极

大裨益。继续教育的第二步应花 3 年左右的时间, 在影像科各

学组包括超声与核医学科进行轮转培养。在此期间, 住院医师

应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 掌握超声、核医学、传统 X线诊断、CT、

MRI、介入等各种影像手段的检查程序和操作步骤。理解他们

的共性原理, 区别各自的特点, 对/ 比较影像学0的精髓融会贯

通。对疑难病的处理和介入诊疗有基本的认识。此外, 住院医

师还应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温习、加深解剖学、病理解剖学和影

像解剖学的知识, 使其从理性知识到感性消化, 最后升华为理

性的自身素质。此阶段的继续教育还可与在职或脱产研究生

培养结合进行, 造就出更多的高级影像专业技术人才。

信息时代知识量的爆炸, 使得一个人要精通某一个二级或

三级学科的全部知识、始终处于该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的前

沿, 是相当困难的,但毫无疑问, 全面掌握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大

大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性, 为其将来在某一边缘

学科或分支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一个系统而漫长的过程, 影像专业本科

教育及其毕业生的继续教育, 是我国现阶段培养本专业技术人

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同时也更需要

影像学界内专家们的更多支持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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