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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教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高级研修培训模式的探讨分析

周爱红 魏翠柏 左秀美 秦 伟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 100053）

摘要：医学进修是提高医务人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依托于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系开展了 " 神经内科高级

研修培训班 "，选取高素质的医师进行个体化培训。已培训学员 112 名，其中 16 人成为医院或当地神经内科系统学科带头人，35
人成为学术骨干；建立专科专病门诊（中心）38 个，建立疑难病会诊中心 21 个；申请省市级课题 36 项，国家级课题 18 项。极大的

提高了当地的临床、科研和学术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值得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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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医院工作条例》指出“医院要在保证医疗质量，完成

医疗任务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医药院校进修生临床教学和毕业

实习，以及在职人员进修培训的任务”[1]，可见培养进修医师是

高等级医院的职责和义务。传统的进修模式多集中于临床（医

师）或某一种诊疗技术（技师），以丰富临床经验、提高临床诊疗

技能为主要目的，对进修医师本人及所在科室的促进作用有

限。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依托于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系，于

2004 年始开展“神经内科高级研修培训班”。与传统的进修模

式不同，该进修班配备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

骨干带教，根据学员感兴趣的疾病或研究方向，进行个体化的

培训，旨在培养一批临床医疗与科学研究复合型高级人才（学

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经过 8 年的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现总结如下。

1 研修基地简介

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一直是首都医科大学的特色学科，也

是北京市的重点学科系，在全国神经学界享有盛誉，多年来为

神经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首都医科大学国家生

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神经病学系于 2004 年 4 月 14 日

正式成立[2]，是由首医系统内各医院的神经学科及相关学科共

同组成的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系，是国内首家以神经病学为特色

的专业学科系，临床教学基地以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友谊医

院、同仁医院、朝阳医院、安贞医院等医院的神经学科共同形

成[3,4]。丰富的临床资源为培养全面的神经病学人才创造了极其

优越的条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首医

神经病学系系办公室就设在宣武医院[5]。经过历届科主任和神

内人的辛勤耕耘，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已成为学科结构完善、重
点突出、医疗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的科室。依托神经内科资源建

立的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北京市癫痫诊疗中心、脑
血管病诊疗中心、不自主运动疾病诊疗中心、睡眠障碍诊疗中

心、头痛诊疗中心、头晕诊疗中心、痴呆和记忆障碍诊疗中心、
心身疾病会诊中心、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等特色专科及机构

为科室的进一步发展搭建了更大的平台[6]。多年以来宣武医院

神经内科不仅诊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而且作为全国神经内科

医师进修基地[7]，为全国各地的神经内科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

干。

2 研修对象和目的

为了培养具有学科带头人发展潜能的临床神经病学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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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人才，研修对象需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从事相关专科

专业 5 年以上，45 周岁以下，已获硕士学位者；良好的职业态

度、敬业精神、医德医风、人际沟通能力和合作精神，勤奋踏实，

追求卓越；有一定的临床思维和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一

定的外语和科学研究能力，强调自我知识更新。近三年内在本

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上已发表两篇以上的第一作者学术

论文者，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研修目的：规范化培养高级专科医生，提高总体临床思维

和分析解决临床问题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神经科疑

难杂症的诊断和处理能力；并结合受训人员的专业方向和兴

趣，在某一专病领域进行深入的专科培训；参加为期 3 个月的

科研项目，进行科研实践培训。最终使研修者成长为临床医疗

与科学研究复合型高级人才（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提高

我国相关医学专科的整体水平。

3 研修内容

根据受训人员的专业，配备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学科带头

人（博士生导师）和学术骨干带教，对学员制定个性化培养方

案。研修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临床培训：由学员相对有选择地选取与自己学习研究

方向密切相关或感兴趣的专业组或辅助检查科室（包括癫痫及

睡眠障碍病区、脑血管病病区、中西医结合病区、疑难病会诊中

心病区、杂病区、痴呆及神经肌肉病病区、危重症监护病区、急
诊及留观 8 个临床病区，神经电生理、神经病理、神经心理 3 个

临床辅助检查室）中的 4 处进行轮转，在本院上级医师指导下，

在病区参与病人的管理诊治，每周参加疑难病例的讨论，在检

查室参与具体的检查操作，并在每一处轮转结束时进行阶段考

核，合格者才能进入下一轮转学习。
（2）专业理论培训：①入院培训阶段进行院里及神经内科

规章制度、病历书写和诊断思路的系统培训，并请首医解剖系

教授讲授神经解剖课。②入科阶段对神经病学及相关学科的基

础知识、临床要点、新知识新进展进行系统而又重点突出的讲

授，共四十余次课程。共邀请了本院三十余位著名专家进行授

课，均为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内容涉及了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神经眼科、神经介入、神经影像（包括脑血管超

声、PET）、中西医结合、病理学等领域。与国际紧密接轨，内容

先进，安排合理，并且与临床紧密结合，引入了近年来国内外开

展的最新诊疗技术，更加贴近当前的临床实践。
（3）科研培训：研修医师必须参加为期 3 个月的科研项目，

项目与临床结合紧密，主要为门诊患者的病例收集工作。通过

科研实践，学习针对临床疑难问题设计科研课题，根据疾病制

定病例报告表，学习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分析，为成为临床与科

研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4 高级研修班的效果分析

自 2004 年开展 " 高级研修培训班 " 以来，已培训学员 112
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16 人成为医院或当地神经内科系统学科带头人，35 人

成为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是实现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保

持学科研究方向稳定性、先进性的重要支撑力量[8]。经过临床、
专病病区及专科门诊、疑难病病区及会诊中心培训，以及科研

实践，研修医生具备了更深厚的医学理论基础，获得了丰富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凝练了专业方向，形成了明显的专病领域和

专长，已经成为本专业同层次人才中的佼佼者，具备了成为学

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的基础和素质[9]。返回原单位后，16 人成

为医院或当地神经内科系统学科带头人，35 人成为学科骨干，

规划学科建设，组建学术组织和学科队伍，开展新业务和新技

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主持申报和完成学科项目，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医院临床及科研水平，推动了当地学科进展[10]。
（2）建立专科专病门诊（中心）38 个，建立疑难病会诊中心

21 个。专科门诊（中心）及疑难病会诊中心的建立能显著提高

对专病和疑难病的诊治水平，降低疾病的危害、减少医疗资源

的浪费[11,12]。经过专病病区及专科门诊（中心）的培训和实践，研

修医师形成了自己的专病领域和专长，在该领域获得了深厚的

基础知识、丰富的诊疗经验、规范的诊疗路径以及科研思路和

经验，为建立专科专病门诊（中心）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参照模

式。疑难病病区及会诊中心的培训和实践极大的丰富了神经内

科疑难病、少见病例的诊疗经验和诊疗思维[13,14]。返回原单位后

共成立了 38 个专科专病门诊（中心）和 21 个疑难病会诊中心，

将诊治不理想的患者及时转诊到专科门诊（中心）或疑难病会

诊中心，极大地减少了误诊。同时，建立了一批专科专业队伍，

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显著提高了专病和疑难病症的诊

治水平，对专病防治和疑难病的诊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5]。
（3）申请省市级课题 36 项，国家级课题 18 项。众所周知，

临床与科研是辩证的一体，科研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工作的

发展离不开科研的支撑，而高水平的人才是临床和科研的基

础[16]。高级研修班医师经过 3 个月的科研实践，能够根据临床

关键问题进行科研设计，同时依托于专病门诊收集数据和资

料，共申请省市级课题 36 项，国家级课题 18 项。在科研设计和

实施过程中，及时更新了文献知识，拓宽了诊疗思路，借鉴了新

的诊疗手段和技术，并进一步经过科研实践，解决了临床诊疗

的瓶颈问题，最终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临床水平的发展和学科

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医院和科室的可持续发展[17]。

5 如何更好的发挥高级研修班的作用

（1）规范过程，强化考核 加强管理是提高进修医生质量的

关键环节[18,19]。进修医生来自不同医院，其临床及学术基础、性
格、素质、自律性和上进心不尽相同。故医院必须制订详细的招

生计划、录取标准，严格地考核筛选合格学员入学以保证学员

质量。并制定严格的管理规定、详细高标准的课程安排、轮转方

案和考核制度。学员入科前进行岗前培训和考核，临床轮转进

行阶段考核，结业时进行结业考评，任一阶段考核不合格者不

能进入下一轮培训。并严格请假制度，进行医德医风教育，以上

种种保证学员成为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级医学人才。
（2）实施跟踪管理，进一步协助疑难病会诊，建立患者转诊

体系 每一届研修医师都建立了通讯录，回当地后，大部分医师

与宣武医院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专科专病门诊（中

心）及疑难病会诊中心的运行中，定期请宣武医院专家进行指

导和会诊，对专业领域的理论、技术、治疗手段及时更新和跟

进，对当地的医疗水平产生了长久的促进作用。另外，很多医院

和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建立了患者转诊体系，在当地不能得到明

确诊断或者缺乏治疗手段的患者，很多通过研修医师被转诊到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获得进一步诊治，从而使研修医师与宣武医

院形成了长久的有机联系，使研修成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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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入科研协作系统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多次承担全国性重大科研项目，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由数十家单位参加的科研协作组织，有些研修医

师所在的单位被选入了科研协作组织。通过纳入科研协作系

统，进一步帮助研修医师培养科研创新团队、凝练研究方向、掌
握研究方法，提高其科研管理、科研实施能力，促进当地科研的

发展和学术进步。
当今医学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医学进修作为直接摄取新知

识、获取新技术的手段，已成为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综合素质的

学习模式[20]。宣武医院神经内科“高级研修班”依托于首都医科

大学神经病学系，招收高素质高起点的医师，选取临床和科研

能力突出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带教，进行个体化培训，培

养了一批临床医疗与科学研究复合型高级人才，极大的促进了

个人及科室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的临床、科研和学术水平，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值得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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