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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思考与体会

常
!

婷!李柱一!刘
!

煜!郭荣静!李明霞!张
!

倩!冯军强!林
!

宏#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西安
(#''%*

$

!!

摘
!

要"

!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为了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更注重临床能力的

培养%立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结合神经病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点!神经病学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有其自身特点%通过多种模式和方法!强化+定位定性,诊断流程!培养良好的临床思维模

式#在练好基本功的同时!要追踪前沿知识!深入及全面认识疾病#培养研究生自我学习能力!使其面对疑难病

例!能够勇于挑战!独立处理!真正达到+授之以渔,的目的#学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展临

床研究解决问题&指导临床实践#最终达到培养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高水平神经病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

神经病学#

!

临床能力

中图法分类号"

Y,)'

#

0()#

文献标志码"

V

文章编号"

#,($2.)++

"

$'#.

$

'(2'..+2'%

!!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我国研究生教

育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

#..*

年#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将医学研究生划分为,医学科学学位-$科

研型&和,医学专业学位-$临床型&两种类型(与侧重

于培养从事基础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人才不

同#专业学位是为了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

人才#更注重研究生临床能力的培养*

#

+

(神经病学作

为一门重要的临床学科#与其他大内科不同#具有复

杂)抽象等特点#使一部分学生望而生畏#另一部分学

生中途打退堂鼓#还有一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

信心(本科室作为三甲医院附属神经精神病学教研

室#自
$'#%

年开始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

作#经过近
,

年的探索与实践#在神经病学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旨在培养临床

能力与科研素质兼备的高层次神经病学专业医学

人才(

$

!

强化*定位定性+诊断流程%培养良好的临床思维

模式

!!

神经病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抽象)

复杂#很难将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临床实践#学生往往

面临这样的问题!书都看懂了#就是不会看病2 如何

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培养学生的

临床思维模式(首先#一定要强化神经病学独有的诊

断模式#即定位诊断和定性诊断#这不仅要求学生具

备扎实的神经解剖学知识#更要仔细询问病史#有过

硬的神经系统查体技能#重点强调从症状学入手进行

分析(例如#

#

例急性发病#对称性四肢无力患者#结

合神经系统查体#定位诊断!四肢下运动神经元损害

$脊髓前角
2

周围神经
2

神经肌接头
2

肌源性&#再一一排

除#最终定位,周围神经-%定性!依据能够导致周围神

经病的病因进行筛查#包括糖尿病)乙醇中毒)格林巴

利等#进一步完善电生理)腰椎穿刺术及相关实验室

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

疾病-(面对复杂多变的临床表现#很多学生就会束

手无策#不知如何分析(因此#在临床带教中#面对这

样的情况#一定要让学生抓住主要的临床表现和体

征#寻找定位诊断线索%从起病急缓)病史询问及病情

演变过程寻找定性诊断的线索#然后完善相应的辅助

检查#最终作出诊断(

!!

在培养临床研究生,定位定性诊断-思维模式中#

一定要结合临床典型及疑难病例#反复进行训练和强

化%对一些难以记忆的知识可总结编写口诀#如周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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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的病因总结为一个,治疗师-的单词,

W1Y2

"UQ01OPN"

-#每一个字母代表一种病因#

W

$

W;6F42

94A

&代表糖尿病#

1

$

17E3:37

&代表乙醇中毒#

Y

$

YVN

&

代表格林巴利#

"

$

"3H;>

&代表中毒33这样在定性诊

断中就不会遗漏(推荐学生阅读,

b1L1M48@373

=B

2

!7;>;E67!:6774>

=

4

-版块#面对一个疑难复杂病例#如

何一步步去分析#最终明确诊断#就像阅读侦探小说#

可以激发临床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其推理能

力(总之#应该应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方

法#不断提升研究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

!

培养研究生自我学习能力%真正达到*授之以渔+

的目的

!!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临床中遇到的患者

形形色色#患者不会按照教科书患病#仅依靠教科书

去看病是远远不够的(遇到疑难病例#要让学生学会

抓住病例的典型特点#并利用中英文数据库进行检

索#从而得到答案(

#

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临床中遇

到
#

例中年女性患者#以延髓脊髓萎缩为主要特点#

通过一系列检查排除了一些常见病#诊断陷入困境(

因此#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通过
O8FL4D

进行检索#

输入关键词,延髓)脊髓)萎缩-#最后锁定一种罕见的

遗传性疾病444,成人发病的亚历山大病-#进一步通

过基因检测#该患者得到确诊(此培养模式也符合以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潜能#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中获得乐趣和自信*

$2%

+

(与此同

时#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英文文献阅读能力)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等综合能力也得到提高#真正达到了,授

之以渔-的教学目的(

'

!

基础理论与前沿知识相结合%全面及深入认识

疾病

!!

在临床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基础理论和前沿知识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学习教科书的内容#不去追

踪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已不能满足对高质量临床研

究生的培养目标%一味重视文献阅读而忽略了基本功

培养#则导致不会看病的现象(在临床研究生培养的

初始阶段#以培养基本功为主#包括神经解剖知识#扎

实的神经系统查体#先学会看病#在此基础上#需要查

阅文献#阅读跟进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及诊治指南(

如多发性硬化$

LN

&诊断的
LEW3>67D

标准在不断更

新#

$''#

年由
LN

诊断国际专家组制定#

$''+

年首次

修订#之后随着一些新的研究证据获得#

LN

诊断标准

也进行了更新和修订#使诊断流程更加简化#诊断的

敏感性及实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该诊断标准分别在

$'#'

年及
$'#(

年进行了
$

次修订*

)

+

(如果仍然使用

旧的诊断标准#就会使一部分患者漏诊#因此#要求研

究生要不断更新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现代医学倡

导精准医学)个体化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经常会遇到

一些复杂病例#如
#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同时

有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及心房纤颤的病史#对于该

患者二级预防方案充满挑战(该患者此次脑卒中考

虑心源性栓塞#二级预防需要抗凝治疗#然而#该患者

近期曾行心脏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需要长程双重抗

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若抗凝治疗

和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同时使用#则大大增加了颅内及

全身出血的风险#面对该患者下一步的治疗#教科书

并没有给出确切方案#这就需要引导研究生查阅最新

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指南#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对于一些最新开展的辅助检

查也需要不断学习#灵活应用(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性疾病病原体筛查的脑脊液二代测序#为一系列

疑难病例的病原学诊断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2,

+

(近

年来#伴随着一些新标记抗体被发现#为自身免疫性

脑炎的诊断提供了新方法#并进一步阐明了其发病机

制*

(

+

(功能核磁共振越来越多地用于神经系统疾病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时掌握这些最新辅助检查的目

的和原理#可以使研究生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检查#

并对所得结果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以提高对疾病的

认识和诊断能力(

1

!

突出临床科研特色%培养临床研究能力

!!

尽管专业学位旨在培养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但亦不可忽略科研能力的培养(如果仅以,会看病-

为培养目标#那么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并无差异#也

不能体现,高水平创新型临床医生-的培养目标(尽

管很多高校推行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双轨合一-的教学模式*

*2.

+

#但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要更高#必须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方能毕业(与科学学位研究课题不同#专业学位在

课题设计方面要紧密结合临床#突出科研工作的临床

特色和实用价值(因此#要引导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

善于发现临床问题#进一步凝练出科学问题#然后通

过查阅文献)设计方案)去回答和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如本科室
#

名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不

同重症肌无力患者对胸腺切除的治疗反应不同#并将

其发现的临床问题进一步凝练为科学问题,胸腺切除

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疗效-#通过对
#'%

例行胸腺切

除术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发现了影

响患者近期及远期疗效的因素#进而筛选出能够从胸

腺切除术中获益的患者(不仅发表了学术论文#研究

结果对临床工作也有进一步的指导意义*

#'

+

(

总之#应立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

标#结合神经病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点#通过

多种模式和方法#充分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使

其面对疑难病例#能够勇于挑战#独立处理%学生在临

床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展临床研究解

决问题)指导临床实践%最终达到培养临床与科研相

结合的高水平神经病学专业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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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临床用血情况及加强用血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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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学技术的发展!用血在医学实践中构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用血比较紧

缺!呈现出季节性和结构性供应不足!造成+血荒,%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用血管理制度!节约用血!让真

正需要用血的患者能够及时&准确用血是许多医院需要解决的难题%该文通过对该院临床用血现状调查!找出

了该院临床用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对策!为同行医院的同类问题给出一定参考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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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是一所建院时间较为悠久的二甲县级医院#

共有科室数十个#医生数百人(在用血方面#结合目

前情况来看#本院用血管理制度较为混乱#医生对于

用血的错误认知及,安慰血-,人情血-事件时有发生#

使医院领导认识到规范用血制度)提高用血质量)节约

血液资源的重要性#并且制定相关的策略来解决以上问

题(本文通过对本院临床用血现状进行实地调查#找出

了本院临床用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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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临床用血现状分析

!!

为了对本院的临床用血现状进行调研#本文选取

$'#)̂ $'#(

年本院成分用血和各科室用血的数据#从

数据角度进行现状分析(

$'#)^$'#(

年本院各年度

成分用血情况见表
#

#由表
#

可见#

$'#)^$'#(

年本

院红细胞使用率增长幅度不高#平均数大约在
,+-

左

右#相对来说红细胞使用率较正常水平还是偏高的(

血浆和全血使用率在近
%

年内逐年上升#其中成分血

使用比例从
$'#)

年的
..&*)-

上升到
$'#(

年的

#''&''-

(根据调查来看#本院大部分临床医生表示

会使用血浆代替丙种球蛋白来增强患者免疫力#代替

氨基酸来增加营养等*

#2$

+

(但是对于用血可能带给患

者的风险却考虑得少之又少#基本上患者要求用血#

医生就会开具相关的用血单据来完成患者的要求(

除了医生的专业素质及医患之间的沟通问题之外#

,人情用血-,安慰用血-等事件在医院内也较多#直接

降低了医院的用血质量#也对医院血液资源造成一定

的浪费#因此#需要制定严格的用血制度来进行用血

规范管理(

$'#)̂ $'#(

年本院各科室用血情况统计

见表
$

(由表
$

可见#

$'#)^$'#(

年悬浮红细胞用血

量主要以大内科和普外科为主#骨脑科所占比例较

小%而在血浆和全血使用情况上#普外科在
$'#(

年的

使用率远远高于大内科和骨脑科(其主要原因在于

普外科医生普遍存在一些错误的用血思路#如,全血

全-或者,红细胞
h

血浆
/

全血-

*

%

+或被患者的恐惧所

干扰#希望通过用血来迅速补血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就导致医院内用血质量偏低#也是医院内临床医生

缺乏专业用血知识和用血素质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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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临床用血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用血观念陈旧#不合理用血现象频繁出现
!

通

过调查来看#本院医生在用血方面的观念比较陈旧(

所谓陈旧主要体现在以下
$

点!$

#

&部分医生认为哪

里失血了就应该从哪里补血#比如便血)呕血等都是

失血的一种体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输血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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