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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培训模拟考试在超声规培学员培养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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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规范化培训模拟考试在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培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在中日友好医院超声医学科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全体学员（１７ 人）作为研究对象。 每月进行一次规

范化培训模拟考核，内容包括临床思维、上机操作和人文，共 ３ 次，分别以学历、年级分组分析考核成绩。 问卷调查

学员对模拟考试主观评价。 结果 临床思维和心脏操作研究生组和本科组 ３ 次成绩均呈上升趋势，研究生组成绩

均高于本科组｛［临床思维（３４２ １０±２６ ７３）分 ｖｓ （２６９ ５５±３０ ３５）分，（３３６ ００±２２ ５８）分 ｖｓ （２８７ １８±２２ １８）分，
（３５２ ００±３１ ００）分 ｖｓ （３２７ ２７±２２ ３１）分］，［心脏操作（８９ ６７±７ ５９）分 ｖｓ （６２ ００±２ ００）分，（８３ ００±７ ７９）分 ｖｓ
（６７ ５０±７ ５０）分，（９７ ３３±２ ０５）分 ｖｓ （８９ ５０±２ ５０）分］｝，年级间差距不明显。 上机操作 １～ ３ 年级间成绩进步明

显［（２４３ １９±１８ ３９）分 ｖｓ （２６８ ００±２５ ０６）分］，本科组 １、３ 次成绩进步显著［（２３４ ５９± １５ ２４）分 ｖｓ （２６２ ００±
３３ ３４）分］。 问卷显示 １７ 名学员认为模拟考试能够有效提升超声技能水平。 结论 规培模拟考试能提升超声规培

学员临床技能水平并增加学员应试信心，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育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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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学校教育和毕业

后继续教育的重要衔接，是提升医疗队伍新生力

量整体水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卫生部试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以来，
全国各地通过不断探索，最终确立了 ３ 年制的规

范化培训模式。 超声医学教育作为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重要一环，承担着为社会培养理论知

识扎实、临床技能优异、职业素养高尚的超声医

师的责任 ［１］ 。 住培结业考试的通过率不仅是评

价医院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还与学员日后发展

息息相关。 因此探讨阶段性“一对一”闭卷考试

模式———规范化培训模拟考试的临床应用价值，
以期能够帮助住培基地及时掌握住培生专业知

识储备和职业修养水平，提高学员规培考试通过

率和科室整体教学水平 ［２］ 。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是在中日友好医院超声医学科进行的单

中心研究，研究对象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招录的住培学

员，共 １７ 人，平均年龄（２７ ８８±３ ５７）岁，其中男性

３ 名，女性 １４ 名。 ２０１８ 级博士研究生 ３ 名、本科生

２ 名，２０１９ 级本科生 ５ 名，２０２０ 级硕士研究生 ３ 名、
本科生 ４ 名。 按照学历分为研究生组，共 ６ 人，本科

组，共 １１ 人。
１ ２　 研究方法

根据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结

业考 试 的 形 式， 中 日 友 好 医 院 超 声 医 学 科 对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级学员每月进行一次规范化培训模拟

考核，共包括临床思维综合考试（包括腹部、妇产、

浅表、心血管 ４ 个亚站）、技能操作综合考试（包括

腹部、浅表、颈动脉 ３ 个亚站）、心脏操作考试和人

文考试。 因心脏操作培训由中日友好医院心内科

超声心动室承担，故该项单独考核，不列入技能操

作综合考试中。 因 ２０１９ 级和 ２０２０ 级学员尚未轮

转心脏超声，故仅安排 ２０１８ 级学员参与心脏操作

考核。
由经验丰富且顺利通过北京规培结业考试的临

床医生担任考官，以自编规培考试评分表作为评分

依据，并由教学管理小组集体讨论通过。 临床思维

考试由教学组自主命题，以 ｐｐｔ 形式进行病例展示，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病史采集、超声图像分析、诊
断和鉴别诊断；上机操作考试考生需按时完成指定

位置的规范化超声扫查；人文考试由教学组设置虚

拟场景，考生扮演医生角色调节各类临床突发事件。
每场考试限时 ５ 分钟，考官在考试期间随机提问 ２～
３ 个问题，根据考生考试完成度，操作的规范性和准

确性，语言逻辑性和应变能力予以打分。 临床思维

和技能操作成绩采取总分制，以单项平均成绩 ７０ 分

作为及格标准，对比分析 ３ 次考核结果，评估规培模

拟考试的临床应用价值，并分析成绩与学历、年级的

相关性。
考试后由教学管理小组成员制定调查问卷，

除涉及规培学员基本个人信息的题目外，主要对

以下方面进行调查：规培学员在模拟考试前对住

培结业考试的了解程度，超声技能水平自我评价，
以及课后自主学习状态；在模拟考试后对结业考

试的了解程度、个人学习状态的变化，以及对各项

考核项目的提升效果评价；对规培模拟考试的建

议和需求［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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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８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ｘ±ｓ） 表示，通过 ｔ
检验对考试成绩进行分析。 采用问卷星软件对数据

进行计数统计，并通过问卷星和 ＥＣＸＥＬ 进行统计分

析和绘图。

２　 结果

２ １　 考试结果

临床思维研究生组第 ２、３ 次考试，本科组第

１、３ 次和 ２、３ 次考试进步明显，差异有统计意义

（Ｐ＜０ ０５）；研究生组 ３ 次考试平均成绩均明显高

于本科组，随着考试次数增加可见平均成绩差距

缩小，但仍有统计意义。 上机操作两组 ３ 次考试

平均成绩均可见提高，除本科组 １、３ 次成绩进步

明显外，余各组差异不明显；对比两组间成绩发现

研究生组平均成绩均高于本科组，但差异不明显。
心脏操作两组３ 次平均成绩均呈上升趋势，除本科

组第 １、３ 次成绩进步明显外，余各组差异不明显；
对比两组间成绩发现研究生组的平均成绩均高于

本科组，第 １ 次考试两组差异明显，２、３ 次考试差

异缩小无统计学意义。 人文考试两组 ３ 次平均成

绩均高于 ８０ 分，各组间未见明显差异（表 １）。
对比年级间的成绩差异，１、２、３ 年级临床思维

考试 成 绩 分 别 为 （ ３１５ ２４ ± ３８ ７０ ）、 （ ２９９ ３３ ±
３９ ９５）、（３２１ ９３±３９ ０３）分；上机操作成绩分别为

（２４３ １９ ± １８ ３９ ）、 （ ２５６ １７ ± ２５ ８４ ）、 （ ２６８ ００ ±
２５ ０６） 分；人文考试成绩分别为 （８２ ８１ ± ６ ４８）、
（８５ ６０±７ ６５）、（８６ ４３±８ ３３）分。 除上机操作 １、３
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余下各组间差异不显著。

２ ２　 调查问卷结果

在模拟考试前，１７ 名（１００％）学员均无参加针

对规范化培训结业考试的培训经历，其中 １５ 名

（８８ ２４％）学员对结业考试形式缺乏了解，且缺少

获取有效信息的途径，对通过结业考试信心不足。
１１ 名（６４ ７１％）学员学习主动性差，课后未安排学

习时间或时间安排不足 １ ｈ。 在学员考前自我评价

中发现，学员能力薄弱项主要为临床思维 ４ 个亚站

和心脏操作考站（图 １）。

ａ 临床思维———腹部；ｂ 临床思维———妇产；ｃ 临

床思维———浅表；ｄ 临床思维———心血管；ｅ 上机

操作———腹部； ｆ 上机操作———心脏； ｇ 上机操

作———浅表；ｈ 上机操作———颈动脉；ｉ 人文

图 １　 １７ 名学员自我评价考试薄弱项目和对应人数

Ｆｉｇ １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７ ｔｒａｉｎｅｅｓ ｏｎ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模拟考试后，１７ 名（１００％）学员均认为规培模

拟考试提高了他们对结业考试的了解程度。 １６ 名

（９４ １２％）学员表示模拟考试对调动学习积极性和

提升考试信心有极大帮助，其中 １３ 名（７６ ４７％）学
员模拟考试后课后学习时间达 １ ～ ３ ｈ，较前明显延

表 １　 规范化培训模拟 ３ 次考试总成绩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考试项目 分组 例数（ｎ） 第 １ 次 第 ２ 次 第 ３ 次　 　

临床思维 研究生组 ６ ３４２ １０±２６ ７３ａ ３３６ ００±２２ ５８ａ ３５２ ００±３１ ００＃ａ

本科组 １１ ２６９ ５５±３０ ３５ ２８７ １８±２２ １８ ３２７ ２７±２２ ３１△＃

上机操作 研究生组 ６ ２５５ ００±２４ ４４ ２６１ ３３±２０ ９６ ２６８ ６７±２１ ７３

本科组 １１ ２３４ ５９±１５ ２４ ２５４ ２７±１７ ０９ ２６２ ００±３３ ３４△

心脏操作 研究生组 ３ ８９ ６７±７ ５９ａ ８３ ００±７ ７９ ９７ ３３±２ ０５

本科组 ２ ６２ ００±２ ００ ６７ ５０±７ ５０ ８９ ５０±２ ５０△

人文 研究生组 ６ ８３ ５８±９ ８３ ８７ １７±１０ ５７ ８６ ３３±４ ９７

本科组 １１ ８２ ６４±７ ３２ ８６ １８±６ ８１ ８３ ６４±６ ７４
△Ｐ＜０ ０５，与第 １ 次相比； ＃Ｐ＜０ ０５，与第 ２ 次相比； ａＰ＜０ ０５，与本科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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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欣颖　 规范化培训模拟考试在超声规培学员培养中的实践

长。 １２ 名（７９ ５９％）学员认为腹部和浅表操作进步明

显，１０ 名（５８ ８２％）学员认为临床思维（腹部、妇产、浅
表）、颈动脉操作和人文进步明显，９ 名（５２ ９４％）学员

认为心血管临床思维明显提高，７ 名（４１ １８％）学员认

为心脏操作进步明显（图 ２）。 １７ 名（１００％）学员对模

拟考试持正向评价，并建议增加考试次数和题库范围。

ａ 临床思维———腹部；ｂ 临床思维———妇产；ｃ 临

床思维———浅表；ｄ 临床思维———心血管；ｅ 上机

操作———腹部； ｆ 上机操作———心脏； ｇ 上机操

作———浅表；ｈ 上机操作———颈动脉；ｉ 人文

图 ２　 １７ 名学员主观认为显著进步科目和对应人数

Ｆｉｇ ２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３　 讨论

超声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试内容包

括临床思维、上机操作和人文 ３ 个方面，考试以考官

面试，及时问答形式展开。 传统超声规培工作多以指

导教师向住培学员单向知识输出形式展开，学员参与

度与接受度均不高，案例讨论等多种新型教学模式虽

注重学员参与度与交流能力训练， 但课程安排频率

低、缺乏标准化，对整体培训效果缺乏动态评价［５⁃６］。
阶段性规范化培训模拟考试模仿规培结业考

试形式，采取考官“一对一”问答制，能及时发现考

试过程中学员存在的短板，并针对性调整培训方

案，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按需施教。 通过模拟考试

发现，临床思维和心脏操作考试研究生组成绩明

显高于本科组，年级间差异却不明显。 说明研究

生临床基础较扎实，学习能力更为突出，对日常教

学培训接受度高，科室对其进行常规教学即可满

足规划化培训要求。 上机操作考试年级间差异明

显，学历间差异不明显，说明上机操作与学员超声

独立上机经验有关。 随着考试次数增多，研究生

组和本科组各科考试成绩均呈上升趋势，以本科

组更为明显，组间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说明本科

组初始能力欠缺，但上升空间充足，科室应在常规

教学基础上坚持模拟考试制度，以此定期监测该

组学员知识掌握情况。
调查问卷显示学员对规培模拟考试均呈正向评

价，认为模拟考试能够帮助学员认识自身不足、提高

规培学习积极性并建立考试信心。 对于在科外进行

的心脏操作学习，模拟考试能帮助规培基地及时掌

握学员学习状态，帮助并指导科室及时调整教学内

容。 并建立了以阶段性模拟考核合并针对性训练的

特色教学模式，整体提升科室规培教育水平。
本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研究，学历在各年级分

布不均，难以消除学历对年级间成绩统计结果的影

响，未来应积极开展多中心合作扩大样本量。 模拟

考核成绩评判可能会结合学员年级情况，应增加考

官培训课程，统一标准。

参考文献：

［１］ 朱江，傅晓凤， 司星， 等． 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教学探索［Ｊ］．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２０２１，１９：３４８⁃３５０．
［２］ 吴盛正， 乔璐， 胡剑秋， 等． 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常态化考核的实践［ Ｊ］． 继续医学教育， ２０１６，
３０：１０⁃１２．

［３］ Ｗａｎｇ Ｈ， Ｈｅ Ｊ， Ｚｈａｎｇ Ｄ，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
ｅｒｓ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ＢＭＣ Ｆａｍ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２０，２１：１１２⁃１２２．

［４］ 席雪华， 高璐滢， 朱惠娟， 等． 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科生

临床流行病学诊断试验教学评估分析［Ｊ］． 基础医学与

临床， ２０１９，３９：４４７⁃４５０．
［５］ Ｌｉｕ Ｙ， Ｈｕａｎｇ Ｍ， Ｚｈｏｕ Ｙ，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ａｇｅｄ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Ｅｄｕｃ， ２０２０，４８：１２８⁃１３３．

［６］ Ｌｉｏ Ｊ， Ｄｏｎｇ Ｈ， Ｙｅ Ｙ，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Ｊ］． Ｉｎｔ Ｊ
Ｍｅｄ Ｅｄｕｃ， ２０１６，７：２２０⁃２２１．

７１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