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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培训管理专栏"

美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胜任力评价系统解读与思考&七'#核医学

B/J:1L70:

胜任力评价系统

刘浩"陆锡利"董孟杰"张景峰

#摘要$

!

核医学分阶段目标胜任力评价系统"是由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

G4QBH

&与

美国核医学会%

G,PB

&联合倡议发起的用于评价核医学专科医师培训考核系统的一部分"该考核评价

体系考核并记录核医学专科医师在培训过程中所须具备六项胜任力"包括病患照护%

K4

&"医学知识

%

B9

&"基于系统的实践%

V,K

&"基于实践的学习%

K,?

&"职业素养%

KCTF

&"人际沟通技巧%

D4V

&!核医

学分阶段目标胜任力评价系统为核医学科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提供了统一的培养框架"对我国核医

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评价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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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专科医师(分阶段目标(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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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TV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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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医学分阶段目标胜任力评价系统!于
$#!%

年
&

月由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

L5:G88;:6/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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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与美国核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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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B

'联合倡议并确立!用于核医学专科

医师培训的评估"其评估内容基于美国
G4QBH

提

出的六项胜任力!涵盖了核医学专业基础知识*临床实

践*职业素养*人际沟通等多方面内容!可以全方位*阶

段性准确考核并记录核医学科住院医师的培养成长过

程"

B/J:1L70:1

评价表是为住院医师培训过程中的定

期检查和向
G4QBH

汇报培训情况而设计的!具体用

途包括以下
"

点(

!

)

#

'

追踪住院医师在培训期间
@

项

胜任力的进步过程!并且能够反映其成长轨迹%

(

为判

断住院医师能否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以及能否获取资

格认证和独立进行医疗实践提供依据%

)

指导住院医

师培训项目的课程设置!使其与
B/J:1L70:1

的阶段性

评价目标相统一%

*

为住院医师自我评估提供标杆!并

为全美的标准化评估提供度量标准"

该评价系统具体考核内容包括#病患照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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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L:'1I.-1:6

]

;-8L/8:

!

V,K

'!基于实践

的学习&

]

;-8L/8:I.-1:6J:-;0/0

)

!

K,?

'!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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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TF

'!人际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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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六大项目!十九

个单项"每个单项考核内容均分为五级!从
!

级到
%

级由简入难!每级递进!最终按要求达到理想的培养水

准"

!

级#该专科培训医师已达到入门的分阶段目标%

$

级#该专科培训医师已达到更多的分阶段目标!但尚

未达到中级水平%

*

级#该专科培训医师继续进步!已

达到专科培训医师应达到的大部分目标%

"

级#该专科

培训医师已基本达到专科培训医师应达到的目标!可

申请结业%

%

级#该专科培训医师水平已超过培训项目

目标!表现如执业数年的医师!仅少数超常的专科培训

医师能达到此级"本文将从上述六大方面分别详细解

读"

病患照护

病患照护分为三个方面#诊断!心脏负荷试验与治

疗"

n

诊断
n

方面要求培训医师能够熟悉核医学诊断的

日常操作!了解核医学药物正常的生理分布!掌握不同

操作的适应症及禁忌症!准确评估患者情况并选择合

适的操作"

n

心脏负荷试验
n

方面要求培训医师掌握操

作适用范围及禁忌症并准确完成患者评估!熟悉心电

监护知识并掌握终止或继续操作的指征!正确识别并

处理操作并发症"

n

治疗
n

方面包括三个单项#良*恶性

甲状腺疾病的放射性碘治疗以及注射给药"三项均要

求培训医师熟悉患者准备*适应症*禁忌症和辐射安全

防护!确定操作方案并保证患者依从性和操作技术!综

合分析患者信息后制定和实施治疗计划并给出随访方

案的建议"最终要求培训者可以在多学科交流方面独

立担当顾问的角色"

医学知识

医学知识包括七个单项#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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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影像学!仪器设备!放射性药物与分子探针!医学物

理学*数学及放射生物学!规范要求!辐射防护*患者安

全以及流程安全"+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要求培训者

可以根据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知识解释疾病的影像学

表现!最终可以公开展示或发表核医学研究"+解剖影

像学,要求培训者了解正常解剖影像以及解剖变异和

异常影像并且能够应用于功能和复合成像!最终可以

为低年资住院医师*医学生或技术人员讲解解剖影像

学知识"+仪器设备,要求培训者理解图像采集及处理

过程并且能够加以优化!最终可以公开展示或发表仪

器设备的研究"+放射性药物与分子探针,要求熟悉放

射性药物示踪原理*操作及质控!识别异常放射性药物

分布!最终可以展示新兴放射性药物及其他分子探针

的前沿知识"+医学物理学*数学及放射生物学,要求

培训者理解核医学及相关成像中的基础医学物理学*

数学及放射生物学知识!最终可以利用医学内照射剂

量&

':6/8-J/0L:;0-J;-6/-L/70671:

!

BDCS

'方法及国

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D0L:;0-L/70-J47''/11/707WC-I

6/7J7

)

/8-JK;7L:8L/70

!

D4CK

'数据表计算放射剂量"

另外!要求培训者理解辐射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及职能!

理解并且可以应用医用放射性物质的法律法规!最终

可以参加一个监管委员会"+辐射防护*患者安全以及

流程安全,要求培训者理解核医学中的辐射防护以及

流程安全!坚持尽可能的低剂量原则&

-1J7b-1;:-I

170-.J

[

-85/:c-.J:

!

G?GCG

'!了解相关流程并发症的

预防和处理!最终可以实践新的安全流程及质控方法"

基于系统的实践

基于系统的实践包括两项#计算机系统和卫生经

济学"+计算机系统,要求培训者可以从电子病历中检

索患者相关信息!使用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

/8LN;:

-;85/c/0

)

-0687''N0/8-L/701

[

1L:'

!

KG4V

'和语音

识别系统的功能!熟悉收费系统功能!最终对计算机系

统提出改进意见"+卫生经济学,要求了解门诊与住院

患者照护的经济学意义!实践并了解预认证流程*放射

性福利管理*计算机医嘱录入系统以及医保$医疗补助

程序!最终可以了解国家医保政策及其影响"

基于实践的学习

分为两个单项#自主学习与科学研究!质量改进"

+自主学习与科学研究,要求培训者评估自我表现并且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自主优化学习!选择合理的循证

信息来回答服务者的特定问题!批判性评价科学文献

并引用证据支持常见的诊断与治疗算法和方案!最终

可以依据新证据进行实践改进并且可以独立讲授并评

估循证医学技术"+质量改进,要求培训者主动参与到

具体的质量改进项目中!最终可以领导团队进行有效

的质量改进项目"

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考核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真诚待人!

对待不同患者都必须体贴和热情%敢于承认错误并自

我改进!认识到个人不足并积极回应建设性批评%履行

工作职责!勇于承担责任%最终树立职业榜样并展现出

专业领导才能"

人际沟通技巧

包括医患沟通与团队协作两个单项"

n

医患沟通
n

要求培训者可以获取知情同意!与病患及家属进行有

效的沟通!并且能够将医患沟通技巧传授给住院医师!

最终树立医患沟通的榜样"+团队协作,要求培训者与

团队成员能够进行清晰有效的沟通和融洽合作!最终

可以在多学科交流方面独立担当顾问的角色"

讨论

B/J:1L70:1

分阶段目标胜任力评价体系是美国毕

业后医学教育阶段医师培养质量控制和质量评估的重

要工具(

!

)

"一方面!

B/J:1L70:1

可以通过设定阶段性

的考核目标进而实现学习过程的质量控制!也可以综

合全面地评价学员的能力水平从而为资格认证提供依

据"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作为培训机构的考核手段!通

过跟踪培训效果以保证毕业后医学教育水平能够持续

性提高!也可以使学员进行自我测评!督促其自省以及

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类似于其它专业的医师胜任力

评价系统(

$I"

)的核医学科医师胜任力评价系统也是层

次分明!目标明确!无论是过程控制还是结果评价!都

是为了保证核医学科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毕业后专业医学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有医学生从事相关医学职业的必

经之路(

%I@

)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系统构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和丰富的教

学资源!其目标是#住院医师经过相应的规范化培训后

应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高尚的医德情操!成熟的沟通

技巧!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相对独立的临床工作能力

以及积极主动的科研教学素养"这些能力培养原则与

美国的住院医师胜任力评价体系的目标实际上是基本

一致的(

&IR

)

"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
B/J:1L70:1

医师胜任力评价

系统!设计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核医学科住院医师

考核评价体系!力求能全面客观地评价核医学科住院

医师的综合能力!将提高岗位胜任力作为核心目标!将

优化培养路径作为基本方式!将夯实医学知识和实践

技能作为首要前提!将加强人文教育和综合素质作为

必须要素!从而实现精准定位和全面培养!为国家培养

和输出具备合格岗位胜任力的核医学科住院医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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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可直接使用的医学缩略语

!!

医学论文中正确-合理使用专业名词可以精简文字"节省

篇幅"使文章精炼易懂!现将放射学专业领域为大家所熟知的

专业名词缩略语公布如下%按照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以后本

刊在论文中将对这一类缩略语不再注释其英文全称和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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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体层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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