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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检验医师培养的思考
陈婷梅，尹一兵，张彦，周 钦，翁亚光

(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重庆400016)

[摘要]新医科背景下，检验医学人才培养应积极面向“健康中国”战略‘13需求，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

通过升级优化现有检验医师培养体系，积极探索五年制、“5+3”及“5+3+X”多层次的检验医师学历教育途

径，培养卓越检验医师，建立中国特色的医学检验教育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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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2．o版，提

出新医科建设；新医科就是要大力促进医学与理科、工科

等多学科交叉融通，培养能适应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

能医学等新一代技术革命、能够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

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卓越医生和医学创新人才口]。检验

医学的发展如何面向“健康中国”“新医科”需求，培养适

应检验医学发展未来的卓越检验医师?

我国的医学检验本科人才培养始于1982年，目前已

有150余所院校开设了本专业。最初开设医学检验专业

本科时，绝大多数院校均为五年制，毕业后授予医学学士

学位，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统一规定医学检验专业本

科为5年制，2013年又将此专业改为医学检验技术，学制

4年，授予理学学位。

一、新医科背景下，检验医师培养的现状

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检验医学，临床疾病诊

断的信息70％以上来自于医学实验室。无论从遵守医疗

法规口]，还是面对海量的医学检验信息的解释和咨询工

作，培养既精临床又通检验的复合型检验医师势在必行。

新医科背景下，我们认为目前临床检验医师培养所面临

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既精临床又通检验的复合型检验医师

人才。

开办设置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专业的初衷，是培养

既懂临床又通检验、能与临床有效沟通的“两翼发展”检

验医师n]。五年制学生除掌握基本的临床医学知识，还

要掌握检验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由

于当时卫生部并未在医院检验科设置检验医师岗位，大

部分五年制毕业本科生从事检验技师工作。

目前培养检验医师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两种：(1)2013

年卫生部准许具有医学学位的五年制的医学检验专业毕

业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合格、进行检验医师的规范化培

训后，获得检验医师资格。但是，这类毕业生参加考试和

规培的人数极少。(2)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中录

取临床检验诊断专业硕士研究生，经过近3年的检验医

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取得硕士学位后成为检验医师。据

统计，上海2012—2018年，参加检验医师规培的报名数只

有85名，通过人数77名，与上海50所三甲医院的规模不

相称，北京、上海、浙江、四川、重庆等地的情况亦是如此。

更让人担忧的是，临床医学来源的毕业生由于没有系统

学习医学检验基本理论和知识，缺乏规范的临床检验技

能培训，要承担起临床检验实验室规范化质量管理、合理

推动检验项目科学组合和持续改进、提出疾病临床诊断

解决方案等检验医师职责，几乎难以胜任。因此在目前

的检验医师培养模式下，难以培养出精临床、通检验的复

合型检验医师人才。

(二)缺乏研发创新能力强、懂转化检验医学的科技

型检验医师。

在体外诊断(In Vitm Diagnostic，IvD)领域，我国几

乎没有颠覆性创新项目和产品，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相当

大部分为国外进口产品，价格昂贵，并且随时会面对科技

发达国家的打压封锁。2015年5月，国家发布的《中国制

造2025》中，IVD产业列入了大力推动突破发展的十大重

点领域之一。大力研发国产的检验仪器试剂、疾病新的

诊断标志物发现、检验新方法的临床转化应用等，亟需具

有研发和创新力强、懂检验转化医学的科技型检验医师。

(三)缺乏具有智能医学检验、检验大数据分析等医

工融合多学科背景的医学检验高级人才。

在“十三五医疗器械创新规划”中明确指出：“在体外

诊断领域，围绕临检自动化、快速精准检测、病理智能诊

断、疾病早期诊断等难点问题⋯‘重点开发智能化的快速

诊断系统、重点突破形态学检验技术自动化、智能图像分

析技术”，因此人工智能+检验医学、大数据+检验医学，

将引领检验医学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临床医学专业、医学检验专业的课程体系中，

目前都没有精准医学、智能医学、检验大数据分析等新知

识、新理论的系统化教学内容，学生缺乏运用医学+理

科、医学+工科等交叉多学科来解决医学检验临床问题

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二、新医科背景下。检验医师培养的思考

为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检验医学发展的卓越检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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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们必须优化和布局新的培养体系。

(一)确立新医科背景下的检验医师培养目标。

新医科背景下检验医师培养目标，应以国家和社会

在健康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医学科技发展

前沿，对接精准医学、智能医学、转化医学等新理念，培养

能运用医理、医工等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医学检验实际问

题、既精临床又通检验、科研创新能力强的医学检验高级

人才。

(二)开展五年制、“5+3”及“5+3+X”多层次的检验

医师学历教育。

目前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的学制只有四年制，授

予理学学位，四年制的培养目标是以技术为主线，毕业生

的临床医学知识被大大削弱，与医+理、医+工融合的新

医科培养要求格格不入；而且这些学生是理学学位，也不

能进入“5+3”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道成为检验医师，

从而造成检验医师匮乏，此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今

后制约检验医学学科发展的瓶颈。要解决此问题，可考

虑从学历教育出发，设立能获得医学学位五年制医学检

验专业，这部分学生成为检验医师有两条路径可以考虑：

一是在完成5年的学历教育后，参加国家职业医师资格

考试，进行检验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养而成为检验医

师；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5+3”贯通式培养，探索从学历

教育直接培养检验医师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是5年还

是“5+3”培养，本科阶段都不能完全沿用临床医学的教

学体系，必须是临床医学与医学检验相互融合的培养体

系。另外，检验医师也不宜大规模培养，可以在办学质量

较高的学校先行试点。
‘

在“5+3”贯通式检验医师培养的基础上，还可探索

“5十3+x，，的创新型检验医师科学家培养方案，其中X主

要是对学生进行医学检验技术方法的研发能力培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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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能研发疾病诊断标志物及临床转化应用、研发检

验新方法的检验医师科学家。

(三)升级与创新检验医师的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

必须加快现有医学检验专业课程模块的改革升级和

创新，新开设“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生物新材料”等理

工科课程，促进多学科交叉，及时将“互联网+医学检验”

“人工智能+医学检验”等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更新到

教学内容中。

除传统的临床实习基地、检验科实习基地外，积极建

设IvD公司研发实习基地、科研实践基地、理工科大学联

合培养基地等，探索“医一教一产一研协同”和“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联合培养模式，努力培养卓越检验医师、检验医

师科学家以及具有多学科交叉背景的高级检验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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