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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以及专业网站和搜索引擎的

出现，巨大的网络教育资源库呈现在我们面前。国内外已有一

批较为成熟的放射学相关网站或论坛。其中，国外以 Ａｕｎｔ

Ｍｉｎｎｉｅ、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ｅｄＰｉｘ、Ｒａｄｉｏｌｏｐｏｌｉｓ和 ＲａｄＱｕｉｚ等网站为

代表，国内以丁香园、爱爱医、医影在线、医学影像园、影像园及

华夏影像诊断中心等网站为代表。国外一项调查显示，９７％的

放射科医师通过网络学习专业知识，每天至少一次网上学习者

高达４２％
［１］。很显然，越来越多的医师尤其是放射科医师利用

网络途径进行学习，以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放射科医生被海量的网络资源＂网＂住

了，他们常常使用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等查找放射学资料，并

从其给出的海量链接中加以人工筛选、甄别，效率低下［２］，往往

很难准确地找到所需信息，并可能在筛选中错过重要的信息，

浪费了大量时间，最终不能有效地利用网络进行学习。

如何让影像医生利用网络信息资源高效地进行学习是一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鉴于如此，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放

射科和《放射学实践》杂志编辑部合作策划了本专题———关注

医学影像网络信息资源。本专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已于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份见刊，包括《国际放射学网络资源评述》（译文，

源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杂志）、《中国放射学网络资源评述》、《腾讯医学

影像ＱＱ群的应用现状》及《重视医学影像网络资源教育和发

展》４篇文章；本期刊登第二部分的６篇文章，包括《中国影像医

师网络学习现状调查报告》、《我国远程影像会诊现状及展望》、

《ＭＯＯＣｓ平台给影像医师带来了什么》、《放射信息学相关研究

进展———文献计量学研究方面》、《远程医疗给基层医院带来的

机遇及其应对》、《微信公众平台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现状及展

望》。

了解常用的放射学网站有助于放射科医师和学生更容易

地获取可靠的放射学网络资源。陈子敏等［３，４］编译了由国外学

者Ｂａｎｄｕｋｗａｌａ等
［５６］撰写的《Ｎｅｔａｓｓｅ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ｒａｄｉｏ

ｌｏ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国内学者张治平等
［７］详细综述了国内放射学

资源网站。这２篇文章旨在帮助国内广大放射科医师熟悉国

内外医学影像资源网站，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学习网站，提高

获取网络信息资源的效率。以腾讯 ＱＱ群为代表的即时网络

交流平台具有传输文字、图像、语音、多人视频等功能，很大程

度上满足了以病例图像诊断为主的影像医生在线交流的特殊

需求，而成为越来越多影像医生网络交流、学习的重要媒介。

王艳玲等［８］从ＱＱ群平台特点、分类、成员构成及局限性四个

方面，对我国医学影像 ＱＱ群的现状进行概述，有利于国内影

像医师了解医学影像 ＱＱ群的现状，更好地利用医学影像 ＱＱ

群进行网络继续教育。微信公众账号的推出对医疗行业产生

了重大影响，医学影像公众号的迅速发展，充分表明了移动信

息服务将成为专科医学信息服务发展的方向之一。王亚松

等［９］通过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基本情况、现有医学影像微信公众

平台的特点、功能、运营主体、信息推送特点及其局限性等方面

对其应用现状进行概述，以便广大影像工作者更好地利用医学

影像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交流与学习。

过去的２０年中，我国的医学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继续医

学教育（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ＭＥ）模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近几年出现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ｓ），国内简称“慕课”，作为一种新的在线课程开

发模式，可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广泛共享，在

今后的ＣＭＥ中可能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医学

界正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医学教育 ＭＯＯＣｓ课程，而 ＭＯＯＣｓ平

台给影像医师的继续教育带来了巨大机遇。李振辉等［１０］在阐

述 ＭＯＯＣｓ平台的发展历史和国内外应用现状基础上，着重分

析了医学 ＭＯＯＣ平台以及给影像医师带来的机遇。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以及专业网站和搜索引擎的

出现，巨大的影像网络教育资源库呈现在我们面前，越来越多

影像科医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科研和教学。胡玉川等［１１］

从医学影像网络资源的类别、国内医学影像专业网站的发展历

程、优势和不足等方面进行了述评，并展望了国内影像网络资

源前景。

放射信息学（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是生物医学信息学的一

个分支，是关于放射学领域的信息获取、存储、处理、检索、分

析、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其目的在于促进和提高医疗卫生领域

的医学影像服务之有效性、准确性、易用性和可靠性。张治平

等［１２］综述了近年来放射文献计量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指标、现

状和未来发展领域等。

远程医疗是一种全新的医疗服务保健模式，采用现代通信

技术、电子技术和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实现医学信息的远程采

集、传输、处理、存储和查询，从而对异地病人实施诊断、治疗、

保健、随访，以及对异地医务人员提供教育、咨询等医学服务，

包括远程会诊、远程咨询、远程教育和远程护理等。远程医疗

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发展，其有助于消除医疗基础设施配置不

同带来的地区医疗水平的差异。我国医学资源相对缺乏，分布

极不平衡；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优质的医疗资源

与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健康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推动医院信息化和远程医疗的发展是当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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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院面临的重要课题。虞勇等［１３］总结了国内外远程医疗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远程医疗为我国基层医院发展带来的机遇

等，并提出了我国基层医院应对远程医疗的对策，如注重远程

医疗相关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及人才培养储备、加大宣传力度

等。远程影像会诊是指患者的影像资料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

远程传递，由影像专家或医师进行解读或会诊的学科，是远程

医疗中最具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胡玉川等［１４］重点论述远程

影像会诊的优势和局限、我国远程影像会诊发展的重要性、现

状以及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深入了解我国影像医师网络学习的现状，由昆明医科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放射科与《放射学实践》杂志联合组成的中国

影像网络信息资源学习研究小组，开展了中国影像医师网络学

习现状的网络调研。本次调研结果显示上网学习的影像医生

年龄主要集中在４０岁以下人群，学历主要以本科占多数，医院

等级以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为主；被调查的影像医师中，每周

网络学习以１～７小时居多，约占总调查人数的６０％；绝大多数

影像医师使用专业网络平台的目的是进行继续教育学习和解

决工作中遇见的实际问题；病例分享或讨论是影像医师最喜欢

的网上学习方式；而资源分散、检索困难和专业网站较少、资源

不足、权威专家少是影像专业网络学习社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相对于传统学习平台，绝大多数影像医师认为网上学习有

助于提高业务水平［１５］。

总之，越来越多的影像专科医师使用网络获取专业知识，

利用网络进行学习、交流和科研。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深化和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标准化的推进，在影像专业网络学

习平台（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及 ＱＱ群）、远程医疗、影像网络会

诊及 ＭＯＯＣｓ平台的应用和发展上充满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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