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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核医学实习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在临床学习中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对北京协和

医院核医学科实施的一系列临床教学改革措施进行阐述。 疫情期间，本科实习生、临床研究生和进修生（“三
生”）在临床实践过程面临各种困境，并且产生了恐惧、焦虑以及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 因此，核医学科以学生需

求为导向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不断对教学方案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安全的前提下，保证了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身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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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开始蔓延；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ＰＨＥＩＣ） ［１］。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国外每日新增约 ９２ 万例，国内中高风险区增

至 ５６４ 个。 不幸的是，最近接连出现了一些关于学

校疫情的报道。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消

息：３ 月 ２７ 日 ０～２４ 时，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１ ２７５ 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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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诊病例 ２７ ７４５ 例。 疫情历时两年，还远没有

结束。
当前国际疫情严峻，国内地区疫情散发，不仅严

重威胁人类健康，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

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与挑战。 为保证本科实习生、临
床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安全以及教学和规范化培训质

量，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认真分析了疫情防控常

态化对于临床教学工作实施产生的影响，针对性提

出并落实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１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临床实习所面临的

挑战

１ １　 与病患接触过程中感染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 ３ 种方法传播给人类：
短距离飞沫传播，污染物远距离和气溶胶传播［２］。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
１９）联合考察报告中》也曾指出“在无防护下通过飞

沫和密切接触会在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之间发生”。
在此背景下，核医学科医生在临床注射、检查、问诊

和科研活动过程中直接接触患者，就势必会增加交

叉感染的风险。 然而，临床实习是理论知识与实践

相结合的重要过程，这个阶段是网络教学无法替代

的，因此，这一矛盾无疑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

难题。
１ ２　 实习生和研究生所面临的毕业压力和就业

困境

疫情大环境下，可供研究生选择的科研病人

减少，科研进程缓慢，毕业压力增大；许多面临毕

业的实习生和研究生无法参加线下招聘会和面

试，就业选择受限。 疫情的暴发和持续存在造成

就业机会减少，竞争人员增加，因此而产生的“供

需不对称”现象也给面临毕业的学生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３］ 。
１ ３　 长期压抑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心理问题

众多的研究表明在疫情的影响下，人们出现了

恐惧、抑郁、焦虑、失眠等各种生理或心理应激反

应［４］。 有国内调查显示，疫情暴发后大学生中焦虑

和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分别为 ２６ ６０％与 ２１ １６％，高
于一般情况下针对大学生的调查［５⁃６］，尤其在医学

生中有较高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检出率［７］。 ２０２２ 年

北京冬奥会、残奥会和人大及政协两会期间，为防止

疫情发生，医院实行“非必要不离京”政策，在院实

习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必须减少外出，禁止参加 １０
人以上聚会活动。 对出行的限制，加之疫情常态化

下对科研活动、理论学习、论文撰写、就业以及难以

达到进修效果的预期的焦虑［８］，使得“三生”产生了

难以忽略的心理健康问题。

２　 相关改革措施

２ １　 严格落实患者入院就诊规范流程和医务人员

管理

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 救治及日常医疗过程中曾发生医

护人员感染，使得医护人员在救治病患的同时生命

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９］。 因此，在新冠病毒肆虐

全球的背景下，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绝对不可掉以

轻心。 自 ２０１９ 年底疫情暴发以来各医院为预防新

冠感染，健全防控体系，成立了院感领导组、纪律督

察组、核酸检测组、分诊管理组、职工保健组、后勤保

障组、安保门卫组等。 北京协和医院也积极响应号

召，为保证医患安全，严格把控患者入院流程———佩

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证

明和就诊凭据，并在入院和入科检查时实行多层管

控。 核医学科严格执行防疫措施，落实患者筛查、定
期消杀、测温、隔离和防护等工作，确保了安全的医

疗环境。 在读研究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教学，避免了人员的聚集。 除此之外，核医学科

对在职人员及“三生”实行统一化管理，设立专人负

责监督个人防疫措施的执行情况———每日上报体

温，按规定完成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严格遵守

“五要”和“五不要”原则。 从细节入手，切断新冠病

毒传播途径。
２ ２　 宣传最新防疫政策，进行防疫方法教学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发展阶段，都需要不断

地更新相关政策。 北京协和医院通过“两微一端”
与短视频平台不断更新防疫新要求，可以及时满

足医患对疫情信息的需求，对于防疫卫生理念和

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学，提高了整个社会科学

防疫工作的有效性。 选择正确的个人防护用品是

保障医护人员避免感染的重要举措［１０］ ，核医学科

在“三生”到院初期会利用授课和演示相结合的方

式对抗疫知识、佩戴口罩、手部清洁及如何正确选

择符合国家规范的防护用品等进行了系统培训，

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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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期进行复训和应急演练等。
２ ３　 加强人员的心理动态监测、干预与疏导

预防和缓解远比治疗重要得多［１１］。 针对“三
生”可能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核医学科室成立了

就业指导和心理咨询小组，了解医学生在疫情期间

的各种需求，并且提供了心理调查量表用以评估个

人状态，实现对心理状态的动态监测。 同时，心理小

组积极的构建双向沟通的桥梁，鼓励学生通过拨打

热线或微信咨询的方式寻求帮助，并及时对其进行

干预和疏导，帮助消除恐慌、焦虑心理。 疫情期间，
科室建议大家在保持心情放松的同时注意休息，不
要带病坚持工作，身心健康才是正常生活和高效学

习的必要条件。 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历史悠久，社会

公信力和权威性最强的“老牌医院”，及时发布权威

的信息可以帮助“三生”在面对疫情时提供必要的

精神支持。

３　 结语

目前 ＣＯＶＩＤ⁃１９ 持续蔓延并且新冠病毒不时出

现变异，疫情防控工作逐渐趋于常态化，人们的生活

进入后疫情时代。 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三生”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容易造成其认知、情绪以及

行为的 “失衡状态” ［１２］。 作为疫情防控的前线关口

和“三生”实现临床学习、完成科研任务的重要场

所，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临
床的教学体系也在摸索中不断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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