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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诚信是科研活动的基本准则。 本文介绍了目前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现状和神经外科学术

环境滋生学术不端行为的隐患，并强调了建设及加强科研诚信的手段，旨在针对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人群，预
防学术不端、强化科研诚信建设及促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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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外科以脑、脊髓等神经结构的病变为研究对

象，其临床及转化医学研究是科研的热点和重点。 随

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改革

的推进，国内多家教学医院神经外科已积极开展神经

外科方向的规范化培训基地，以加强培养医疗卫生行

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同时，医学科研实践正是提升

医疗水平、推动医学发展的关键途径。 正如医疗安全

是临床工作的前提，科研诚信也是科学研究的准则。
近年频出的科研诚信事件对学术界及社会都造成了

极其恶劣的影响，无疑为学术不端行为敲响了警钟。

研究生时期作为科研的起步阶段，是培养科研思维、
树立科研品行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该阶段，维系科研

诚信尤为重要。 与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学术学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ｇｒｅｅ）研究生不同，专业学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研究生的培养以职业实践为导向，旨在培养

在专业技术上受到正规且高水平训练的应用型高层

次人才，以毕业后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的实际工作需

要；目前，专业学位的培养已在临床医学领域广泛实

施［１］。 由于专科特殊性，本文就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科研诚信建设做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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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学研究领域存在的科研诚信问题

１ １　 医学研究领域科研诚信的现状

２０１４ 年，日本小保方晴子的“ＳＴＡＰ 细胞”事件

以其辞职、其导师自缢而悲剧收尾。 ２０１８ 年，心脏

干细胞事件使 Ｐｉｅｒｏ Ａｎｖｅｒｓａ 开创的“心肌干细胞”
分支学科濒临消失。 ２０１７ 年，Ｔｕｍ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杂志一

次性撤回了中国学者（主要涉及临床医生）发表在

该刊上的 １０７ 篇论文。 据统计，医学是国内科研文

章被撤稿的高发专业；其中，由于学术不端而撤稿的

比例最大［２］。 生物医学界发生的一系列学术不端

丑闻，给学术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学术不端

行为成为了学术界、甚至是社会的关注热点。 学术

不端行为不仅使学者及机构的声誉受损，随之浪费

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无法估量。 借此，科研诚信

亟待从各个方面加强管理。
２０１８ 年，国家卫健委制定了《医学期刊编辑出

版伦理规范》，提倡建立规范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的流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
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同年 ７ 月，国家新

闻出版署首次对学术不端行为做出了界定［３］。 以

上，可见国家对科研净化的逐步重视。 在目前政界及

学界均开始严厉防范及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环境下，
研究生对于学术不端的应有正确的认识；然而，有研

究指出，国内医学研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正确判断的

比例仅占总体的 ７０％左右［４］。 此外，中国对学术不端

治理的政策越来越重视，但由于起步较晚、规则单调、
教育未成体系等因素，中国科研诚信的教育系统及管

理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对科研主体发挥相应的

导向、激励及约束作用，导致目前关于学术不端的制

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措施仍属欠缺［５］。
１ ２　 神经外科领域及医学生面临的挑战

神经外科相关的神经科学是一门充满未知、专
业性较强的学科，涉及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同的

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以近期热门的星形胶质

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元为例：２０２０ 年 ４ 月，Ｃｅｌｌ 上发表

了一篇关于敲低 Ｐｔｂｐ１ 转分化胶质细胞，于动物疾

病模型上改善视神经损伤及帕金森病的论文；同年

６ 月，Ｎａｔｕｒｅ 上亦发表了关于敲低 Ｐｔｂｐ 改善神经退

行性疾病动物模型的论文，两篇文章的作者对各自

研究工作的开创性存在明显的争议［６⁃７］。 近期，亦
有学者质疑了“转分化”的结论，并在权威的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８］。 医学及科研界百家争鸣，
本有益于真理的发掘。 倘若有学者抄袭并盗取他人

之成果，以得名利；抑或是故意运用不一致的实验方

式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都将对科学发展造成严重的

误导。 再如，神经干细胞的研究亦是近年的研究热

点及难点，由于其中涉及伦理、实验过程复杂高深，
其领域亦成为科研诚信的严峻挑战［９］。

２　 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现状

２ １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目前中国教学医院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主要分

两种，即学术学位研究生及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术

学位是指以学术研究为职业方向的学位，此类研究

生教育主要培养科学接班人，其培养关键在于养成

科学家的素养；专业学位是指以实践为方向的学位，
毕业后研究生主要是从事特定职业领域的高层次技

术工作，此类工作往往需要经过深入的专业理论知

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其培养关键在于高水平的

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奉献精神［１０］。 医学方

面，学术学位注重基础科研能力的培养，而专业学位

则侧重临床医技及应用性研究能力的培养。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其中要求临床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同时具备文献检索、医学统计、循
证医学等科学研究方法，及一定的临床应用科研能

力。 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授予、职称晋升等

包含并重视论文、科研项目等形式的考核指标。
２ ２　 专业学位研究生承担的临床任务

不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主要进行科研工作，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侧重研究生的临床能力培养、
有利于毕业之后从事临床工作，需要花费大部分时

间完成临床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个人可支配的科研

时间较少。 目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已经

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进行并轨，即“双轨合一”模
式：其模式要求在硕士期间（３ 年）获得相应的课程

学分且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获得“四证（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专业学位博士亦存在与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并轨的培训改革。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

７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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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北京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需在神经外科相关科室完成

１２～１５ 个月的轮转，期间患者的管理、临床工作的

繁杂、专科操作能力的训练，占用了研究生可用于科

研的时间。 此外，由于专科特殊性，患者特征性地表

现出神经、精神功能障碍，管理较复杂；神经外科操

作，如腰穿、神经科查体等，实践能力要求较高；神经

外科手术操作精细、入门较难。 学术工作要求创新

和投入，致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感到学业压力大、时间

紧张、精力不足。
２ ３　 科研的导向及评价方式

目前，不少人认为：衡量科研的产出就是发表研

究论文的多少、文章所在杂志的影响因子的高低。 在

医疗领域，由于发表在高水平杂志上的临床研究文

章，需要高质量的临床数据，例如大样本标本、多中心

研究、多学科合作等，对于中国大多数的临床工作者

而言存在困难。 相反，在实验室里开展细胞、动物学

等研究，获取结果、撰写论文的困难程度大大降低，发
表在高分杂志的可能性也明显升高。 久而久之，基础

文章似乎成为了临床医生追求高分文章的“捷径”。
在晋升及升学指标的要求下，对论文数量、影响因子

的过度看中及对高水平资助项目的过度追求，迫使医

学生形成“重基础科研而轻临床”的思维［１１］。
毋庸置疑的是，基础研究是推动技术问题的开

关，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础；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

期，强大的基础研究能有助于占领科技高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加强

基础研究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断坚持”。 但

是，基础研究不应是孤立的，应进一步转化、服务于

临床应用研究，最终整合到临床诊疗工作中。 以基

础医学为主的学院式研究和以临床医学为主的临床

研究共同构成了现有的医学研究格局；目前二者的

发展速度不协调、方向不对称，且缺乏合作，致使二

者之间形成了亟待填补的“鸿沟” ［１２］。 而此“鸿沟”
又从反面降低了其作为临床实践主体对提升临床诊

疗水平的研究动力和投入。

３　 加强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诚

信建设

３ １　 建立完善的科研诚信教育及监管体系

科研诚信教育之于科研人员，如同医德教育之

于医学生，学术不端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破坏社会

信任及学术声誉的行为，应受到社会各界的严厉反

对，也应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裁。 加强引导、提高

研究生的科研道德意识，是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根

本措施。 因此，必须鼓励各大中心及神经外科科室，
积极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完善道德文化培养，坚持维

护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帮助树立正确的学术道

德观念，从根本上预防及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把学术道德教育作为研究生入学、入科教育的首要

内容之一，加强道德考核，并借助网络教育平台加以

宣传，强调学术诚信在神经外科研究生培养中的重

要意义。 同时，在各个层面建立完善的科研监管及伦

理审查体系，成立专门的学术诚信监管部门，加强对

研究生及导师学术不端的监查；完善透明公正的举

报、审查、裁定网络，各个部门相互制约，而实现规范

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流程；构建严厉的学术不端惩治

体系，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学术不

端的成本，坚决捍卫学术尊严，从根本上杜绝学术不

端事件的滋生及蔓延［５］。 研究生在内遵循于自身的

学术修养，在外受约于多方的强力监管，对学术不端

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做到预防与惩治并重。
３ ２　 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

神经外科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主要目标应注

重神经外科临床医疗实践的培养，破除“唯论文”不
良导向，提倡良性竞争，推崇高质量科研，回归学术

初心。 在教育及监管之余，营造良好、友善的科研环

境，使研究生安心进行学术活动，做到科研与临床相

辅相成。 首先，设立完善的临床实践与考核指标：除
学术指标外，设立严格的临床科室出科考核，并综合

纳入轮转时各亚专业组对研究生诊疗工作及态度的

评价，提升临床实践在结业考核中的比重，实现公平

公正在临床评价及晋升体系；完善专科带教方案，并
增加神经外科研究生的动手操作机会，提升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临床实践热情［１０］。 第二，改善神经外科

规范化培训制度，转变传统临床教学模式，明确神经

外科实践的目标和任务，开发自我学习能力，高效完

成轮转任务之余，予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实践的时

间。 第三，转变传统的临床教学模式，加强人文教育

及科研能力培训，开发科研潜能，并重视转化医学模

式的发展，开设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基础实验及

基础转化课程，充分贯彻“基础科研服务于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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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思想。 第四，实施“双导师（研究生分别由科

研导师和临床导师共同指导）”制度或在科室内常

规引入科研助理人员，构建神经外科科研团队，将自

身的科研理论及临床实践相结合，突破“重科研而

轻临床”的狭隘思维，可协助及引导研究生以临床

为中心开展规范及准确的科研创新活动，学会利用

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创造临床实践新价值；并科学地

平衡临床和科研时间［１］。 另外，搭建交叉融合的科

研平台以培养科研兴趣、开拓科研视野（如高校之

间的交换学习），进一步提升自身素养及科研能力，
营造公平公正严谨、积极进取的学术环境。

４　 结语

目前中国神经外科的专科建设正处于上升期，
神经外科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越来越多地受到重

视；借着国家发展、科研创新的大潮，神经外科的科

研诚信学术作风建设应及早得到推广。 神经外科专

业学位研究生是神经外科科研活动的重要主体之

一，其过程中的判断及决策依赖于其道德准则及外

界影响，因此预防学术不端刻不容缓。 然而，目前神

经外科专业研究生正经受巨大的科研压力、缺乏严

控的教育引导；其次，神经外科相关的神经科学涉及

复杂的伦理、科研规范及庞大的利益链。 因此，科研

诚信建设将成为并轨模式下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的新挑战。 科研诚信一方面是个人及团队职

业道德和操守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及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尊重。 加强学术道德教

育、完善监察及治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将
有助于预防及杜绝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

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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