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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考核标准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李  刚 *  谢晓艳  刘木清  毛伟玉  马若晗

摘　要

目的：针对口腔颌面影像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人多、面广、层次不一的特点，本文介绍了一套以“以

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和评价体系，并通过问卷的方式完成了初步评价。方法：针对不

同胜任力要求，采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动态考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临床实习中的病例和病种数量；

静态考核在理论考核基础上，依据专业不同增加了放射防护知识、系统综述和病例汇报等。调查问卷主要对

培训和考核方式以及是否有必要参加规范化培训等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轮转医师对病例汇报作用、临床

出科考核方式和临床诊断能力提高与否的非常满意率超过94%；97%的医师认为阅片诊断能力比培训前有了

显著提高。结论：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对规范口腔颌面医学

影像学的考核指标，客观公正地评价培训效果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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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是口腔医学的桥梁学科，

紧密联接着口腔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是口腔医学

其他专科临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临床有效诊断手段

之一。正因为如此，参加口腔其他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医师都要在口腔颌面影像科进行轮转。

同时，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的规培生和研究生也

同期参加培训。这样就形成了参加口腔颌面影像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人员的人多、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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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不一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初步制

订了一套以“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考核和评价体系，使动态考核和静态考核相结

合，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并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了初步效果评价。

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医学影像科参加北京

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128 名住院医师为研究对

象 , 其中男性 35 名，女性 93 名。20 人获得医学科

学博士学位，92 人为在读硕士研究生，6 人获得医

学科学硕士学位，10 人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2.2  考核标准体系的构建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科接收的规范化培训医师主

要由以下几部分人员组成：①参加口腔颌面医学影

像学专业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②研究生教育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以后的口腔颌面医学影像

学专业的临床硕士研究生与八年制本科生；③其他

各专业到口腔颌面影像科轮转的住院医师；④其他

各专业到口腔颌面影像科轮转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和

八年制本科生。

在学习时间上，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专业的住

培生将严格按照培训细则的要求完成三年的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专业的临床硕

士研究生和八年制本科生，则要在完成研究生培养

要求的公共课基础上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

中要求的培训内容；轮转到口腔颌面影像科的其他

专业住培医师与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则按照

2014年颁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规定的实习时间进行，口腔全科、口腔颌面

外科和口腔病理科 1 个月，口腔修复科和正畸科的

住培医师则只有 0.5 个月。

不同学员在个人知识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本校八年制的学生由于参加了口腔颌面医学影

像学的前期学习，基础普遍比较好，而其他院校考

入本校的研究生以及外院到本校进行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的学员，他们的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知识水

平则参差不齐。为了解决参加规范化培训人员的水

平参差不齐而导致的出科考核结果差异大的问题，

我们在临床培训过程中增加了入科考核的环节，考

试合格者则进入报告书写和牙片投照的环节，考试

不合格者则描绘不同片位的 X 线片，熟悉各片位的

解剖结构，然后经过自主开发的测评软件“医学图

像分层显示系统（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考核，考

试合格者进入放射报告书写与牙片投照环节，不合

格者则继续描绘X线片。出科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

即完成报告书写的数量，兼顾阅片考试，即 X 线片

的影像诊断与思辨考试。具体流程图如下（图1）。

在以上这一培训和考核过程中，虽然加强了培

训过程中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但是在考核过程

中，考核方式还比较单一，没有注意到不同层次培

训人员在医学影像科结束后要求掌握的医学影像知

识和能力是不同的。例如，参加口腔颌面影像学专

业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即以后成为口腔颌面医

学影像科专业医师的这一部分学员，他们毕业后不

仅仅要掌握口腔颌面部常见疾病的影像学特点，还

要求必须熟练掌握普通口腔颌面放射学检查技术操

作并正确选择适宜的检查方法，必须通过放射防护

知识的培训考核。而对于其他专业在口腔颌面影像

科轮转的参加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由于轮转培

养的时间不同，出科时对医学影像知识的掌握也不

尽相同。轮转 1 个月的口腔全科、口腔颌面外科和

口腔病理科的住培医师要求熟练书写放射报告，熟

悉放射科的工作流程，能独立诊断常见的口腔疾病；

轮转 0.5 个月的修复科和正畸科住培医师则只要求

熟悉放射科工作流程，掌握常用医学影像检查的解

剖结构和基本影像诊断，了解放射报告的书写。为

此，针对不同专业的住院医师在完成口腔颌面影像

图 1 口腔颌面影像科住院医师培训流程图

入科考试

考试不合格

描绘硫酸纸，熟悉正

常解剖结构（曲面体

层、鼻颏位、头颅侧

位片等）

考
试
合
格

书写放射报告

见习牙片投照等

出科考核



404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22 年 11 月　第 25 卷　第 6期

科规范化培训后胜任能力要求的不同，我们构建了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口腔颌面影像科住院医师出

科考核体系，具体构建的考核标准体系如图2所示。

针对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的住培医师、临床

硕士研究生（专硕）以及长学制（八年制）学生，

由于这部分人员以后有可能成为口腔颌面医学影像

科的专业医师，对他们培训后的临床胜任能力要求

比较高，故考核的方式是动态考核和静态考核相结

合。动态考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临床实习中的病例

数量和病种数量，尤其是非常见疾病的病例与病种

数量。这部分学员在完成北京市继续教育委员会组

织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出科）考核的基础

上，针对毕业后临床工作胜任能力要求的不同又增

加了放射防护知识汇报（住院医师）、系统综述汇

报（专硕）和病例汇报（八年制）。针对轮转的其

他科室的住院医师和临床专业研究生，以基本影像

解剖的掌握为主，兼顾病例汇报，目的是为了促进

住培医师掌握影像诊断的基本思路和逻辑。

为了兼顾考核的效率、客观和公正，改变考核

只能依靠纸版进行的状况，在出科考核中，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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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口腔颌面影像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和评价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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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发了一套适合口腔医学影像科规范化培训后住

院医师出科考核的软件（口腔颌面医学影像科住院

医师培训与考试系统 RETS 1.003，2019），进一

步完善了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2.3  构建的考核标准体系效果初步评价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以上构建的考核评价

体系进行了初步评价，调查问卷主要由三大方面，

十二个问题组成，对放射科的工作环境和教师指导

水平，培训和考核方式以及是否有必要参加规范化

培训等进行了初步评价。

2.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20.0软件（IBM Corp.,纽约,美国）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各项问卷内容进行分析；卡

方检验用于比较轮转的在读研究生与轮转的毕业后

住培医师在各项问卷内容中的统计学差异，P<0.05

为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工作环境、工作安排、

指导水平、指导方式、病例汇报反应阅片能力使用

Fisher’s 精确检验，阅片能力对比、出科考核方式

使用连续校正卡方检验；规培必要性、临床诊断能

力及病例汇报作用采用 Pearson 卡方检验。

3  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始至 2022

年 3 月止，共有 128 名规范化培训医师参加了本次

问卷调查。其中其他专业在读研究生轮转口腔颌面

影像科 86 人，毕业后规培人员轮转口腔颌面影像

科 35 人，医学影像专业在读研究生 6 人，医学影

像专业在培人员 1 人。具体评价结果如表 1。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参加调查的学生对病例汇报的作

用及病例汇报和软件考核相结合的出科考核方式给

予了充分肯定，非常满意率超过 85%，与培训前比

较，91.4% 的学生认为阅片能力有显著提高。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规培人员的满意程度，我

们对参加规培的毕业后轮转医师和在读其他专业轮

转研究生以及医学影像学专业在读研究生分别进行

了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医学影像学专业在读研究

生的满意程度最高，各项内容的调查满意率 100%; 

毕业后轮转医师和在读其他专业轮转研究生的调查

结果如图 3和图 4所示。

从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出轮转医师对病例汇报

的作用、临床出科考核方式和临床诊断能力提高与

否都给予了高度肯定，非常满意率超过 94%；97%

参加规培的住院医师认为与培训前相比，自己的阅

片诊断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轮转的其他专业在读研

究生对病例汇报的作用、临床出科考核方式也都给予

了充分肯定，非常满意率在80%以上，而对于临床诊

断能力有否提高，虽然显得没有毕业后轮转医师有自

信，但非常满意率也接近80%；88%以上参与调查的

学生认为自己的阅片诊断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图 3 毕业后轮转医师调查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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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其他专业在读研究生调查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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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调查情况汇总表

　 非常满意（能） 满意（应该能） 基本满意（不能） 不满意（不知道）

工作环境 55.5%（71/128） 39.8%（51/128） 4.7%（6/128） 0.0%

工作安排 59.4%（76/128） 32.0%（41/128） 7.8%（10/128） 0.8%（1/128）

指导水平 78.9%（101/128） 19.5%（25/128） 1.6%（2/128） 0.0%

指导方式 64.8%（83/128） 29.7%（38/128） 5.5%（7/128） 0.0%

病例汇报反映阅片能力 35.2%（45/128） 43.0%（55/128） 20.3%（26/128） 1.6%（2/128）

阅片能力对比 91.4% (117/128） 8.6%（11/128） 0.0% 0.0%

规培必要性 76.6%（98/128） 23.4%（30/128） 0.0% 0.0%

临床诊断能力 83.6% (107/128） 16.4%（21/128） 0.0% 0.0%

病例汇报作用 85.2%（109/128） 14.8%（19/128） 0.0% 0.0%

出科考核方式 89.8%（115/128） 10.2%（13/128） 0.0% 0.0%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工作安排、规培的必要性

和临床诊断能力有否提高等选项上，毕业后轮转的

住培人员与轮转的其他专业在读研究生之间有统计

学差异 ( 表 2）。这表明在读研究生比住培医师对

口腔颌面影像科的要求更高，而对其实习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

在建议一项中，参加调查的同学也给出了具体

建议和体会，如工作量较少，希望增加工作量；希

望能够给口外研究生增加小讲课；知道了申请单在

诊断过程中的重要性，回去后详细书写申请单；对

病例的描述更加从容自信 ; 希望能够在螺旋 CT/

其他阅片能力上得到帮助等。

4  讨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是指医学专业毕

业生在完成医学院校教育之后，以住院医师的身份

在认定的培训基地接受以提高临床能力为主的系统

性、规范化培训 [1,2]。2013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

部门联合出台的文件《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的住培制度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 [3] 。2020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对住院医师的薪酬待遇、住培对象的权益保障等做

出更加详细的规定，使住培工作更加规范化 [4]。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口腔医

学亚专业同期开展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工作。

为了更好地对学员进行规范化培训，解决住培基

地学员背景不一、层次不齐、资源不均、师资队

伍不足等问题 [2，5]，各教学基地做了各种有益的探

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谢晓艳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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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轮转在读研究生与住院医师在调查问卷中各项内容的统计学分析

类别 χ2 P 检验方法

工作环境 - 0.076

Fisher’s 精确检验

工作安排 - 0.027

指导水平 - 0.729

指导方式 - 0.465

病例汇报反映阅片能力 - 0.164

阅片能力对比 1.376 0.241
连续校正卡方检验

出科考核方式 0.666 0.414

规培必要性 4.717 0.030

Pearson 卡方检验临床诊断能力 4.653 0.031

病例汇报作用 3.711 0.054

  阅片能力对比 χ2（1,n=121）=1.376，P ＞ 0.05；规培必要性 χ2（1,n=121）=4.717，P ＜ 0.05；临床诊断能力 χ2（1,n=121）= 

4.653，P ＜ 0.05；病例汇报作用 χ2（1,n=121）=3.711，P ＞ 0.05；出科考核方式 χ2（1,n=121）=0.666，P ＞ 0.05

用自主研发的正常解剖结构自主性学习软件辅助

住培医师的影像解剖结构认读 [6]。刘木清等针对参

加规范化培训医师的专业、学习目的、现有知识和

能力水平等不同，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促进

了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住培医师的最优发展 [7]。随

着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 (case-based learning，

CBL)、各式新媒体和可视化技术教学中的广泛

应用 [8-15]，唐蓓等通过融入融合式教学、PBL、

CBL、互联网 + 等教学方式，优化口腔颌面影像

科的规范化培训模式，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基地的

水平，进而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16-19]。 

徐小淋等从临床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融合正畸学和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知识于全科住培医师的规范化

培训过程中，提高全科医师的临床诊断水平 [20]。

不同于以往针对住培医师培养过程优化的研究，

本研究重点在于构建“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考核和评价体系，使不同亚专业住培医师

达到各自的终点培训要求，而不是一个统一的考核标

准。研究结果表明，住培医师对出科考核方式和病例

汇报对自主学习促进作用的非常满意率分别为89.8%

和 85.2%；91.4%的住培医师认为培训后阅片能力有

了很大提高，83.6%的住培医师认为规范化培训能够

提高个人的临床诊断能力。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表明，

轮转的毕业后住院医师比轮转的其他专业在读研究生

在个人诊断能力提高方面有更强烈的感受，这可能与

二者培训前的个人诊断水平有关。参加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轮转毕业后医师多为科研型博士和硕士及部分

其他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前参与口腔颌面医学影

像专业临床工作相对较少。

本研究同时对医学影像科的工作环境、工作安

排、教师指导水平和指导方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

总体满意率在 90% 以上，但是工作环境和工作安排

的非常满意率不足 60%，指导方式的非常满意率为

64.8%，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进一步提高和改进的

空间。在所有选项中，病例报告能否反映汇报人的

阅片能力选项的非常满意率最低，仅为 35.2%，这

可能与住培医师没有完全理解该选项有关。从指导

教师的角度，我们认为在汇报病例过程中，通过汇

报人对病变的影像学描述可以判定其阅片能力。病

例汇报通常由高年资主任医师主持，汇报后对病例

和汇报过程进行点评，相当于在病例汇报基础上的

一次小讲课，受到学生的喜爱，满意率在病例汇报

能否促进深度学习一项达到了 100%。 

本次调查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调查人数相

对较少，本研究虽然历时两年半的时间，但是由于

疫情的原因，总体参加调查的人数仅为 128 人。其

次，口腔医学影像学专业研究生比较少，在调查期

间只有 6 名毕业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各项满意度为

100%，所以没有进行进一步分析。第三，调查期间

仅有 1 名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的规培生在参加培

训，这除了与北京市的规培政策相关外，也反映了

我们专业科室小，需求人员少的现状。

教学是一个相长的过程。在和学生的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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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通过学生的病

例汇报，我们对某些病例有了更详尽的临床资料，

病例也更加丰满和具体；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对某

些病例，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在汇报的过程

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病例截图有缺陷，病

例代表性不足，汇报题目不具体等，这也为我们以

后教学工作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5  结论

本项研究探讨了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对规范口腔

颌面医学影像学的考核指标，客观公正地评价培训

效果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通过客观考核流程的

建立，为培养出合格的住院医师提供了保证，使他

们能真正成长为人民健康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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