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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科研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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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现状，为医学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提供

参考与依据。 方法 对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进行与科研能力可能相关因素的问卷调查，包括科研

意识、科研主动性、科研兴趣、每周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文献阅读量、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ＳＣＩ 论文发

表数量、参与临床研究程度、参与基础研究程度、注册临床研究数量、基金申请撰写经验、导师科研要求、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程度。 探讨分析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现状及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 结

果 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平均每周科研文献阅读量分数最高（４ ３２±１ ０４） ，科研意识、科研主动性、科研

兴趣分数均较高（３ ８２ ～ ３ ８９） ，而参与科研工作（ ２ ８０± １ １８）及发表论文（ ２ ５０± １ ５２）均分数较低。 对比

不同年级研究生，科研意识、科研主动性随年级增长而增加，大多数一年级硕士生的科研相关因素评分最低。
此外，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显示科研兴趣与参与科研工作程度

对科研产出有显著影响（Ｐ＜０ ０５） 。 结论 建议从研究生个人、导师、院校等角度出发，提高研究生科研兴趣、
增加科研工作参与程度，设立合理的科研目标，促进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以胜任现代医学发展对医学人

才的全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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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专业型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医学科研人才和

学术带头人的重要途径，为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

学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随着科学研究在当

今医学领域发展中的地位愈加提高，科研能力培养

是现在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能够提

升研究生个人综合素质，促进医学领域学术交流与

合作，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医疗领域科研

水平和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
医学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兼具临

床实践与科研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１］ ，其科研

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分析、解决

相关问题，为临床实践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和

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本研究对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专业型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其科研能力

培养现状，为医学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

提供参考与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

生。 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 ４０ 份，收回问卷 ３８ 份，回收率为

９５％，有效问卷为 ３８ 份，有效率为 １００％。 其中，男
性 ３３ 人，女性 ５ 人，平均年龄为 ２５ ７６ 岁，硕士２４ 人

（第一年 ９ 人，第二年 ７ 人，第三年 ８ 人），博士 １４ 人

（第一年 ５ 人，第二年 ５ 人，第三年 ４ 人）。

１ ２　 研究方法

采取电子化调查问卷的形式，问卷内容包括：研
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学历）；科研意识、
科研主动性、科研兴趣、科研文献阅读、导师科研要

求、参加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科研工作（包括参

与临床研究、参与基础研究、注册临床研究、撰写课

题标书）、科研产出（包括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发表 ＳＣＩ 论文）。 对问题选项定序变量的评分采取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赋值法，根据选项的正负方向分别予以

赋值 ０ 至 ５ 分。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采用独立样本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

学年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之间的差异，计量资

料以均值±标准差（ ｘ± ｓ）表示。 采用线性回归分

析，找出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科研产出的影响

因素。

２　 结果

２ １　 总体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相关

因素分数

调查显示，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平均每周

科研文献阅读量分数最高（４ ３２±１ ０４），科研意识、
科研主动性、科研兴趣分数相近，均较高 （３ ８２ ～
３ ８９），而参与科研工作（２ ８０±１ １８）及科研产出

（２ ５０±１ ５２）均分数较低（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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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学年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相关因素分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问卷内容
硕士（ｎ＝ ２４） 博士（ｎ＝ １４）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体均值

科研意识∗ ２ １１±１ ０５ ３ ５７±０ ５３ ４ ６２±０ ５２ ４ ６０±０ ５５ ４ ８０±０ ４４ ５ ００±０ ００ ３ ８９±１ ２７

科研主动性∗ １ ７８±１ ２０ ４ ００±０ ８２ ４ ２５±０ ８９ ４ ６０±０ ５５ ４ ７５±０ ４４ ４ ８０±０ ５０ ３ ８２±１ ４２

科研兴趣∗ ２ ７８±０ ６７ ４ １４±１ ０７ ４ ５０±０ ９３ ４ ００±１ ００ ４ ２０±０ ８４ ４ ００±１ １５ ３ ８７±１ ０７

平均每周文献阅读量∗ ３ ００±１ ２２ ４ ７１±０ ４９ ４ ８８±０ ３５ ４ ８０±０ ４５ ４ ４０±０ ８９ ４ ７５±０ ５０ ４ ３２±１ ０４

科研参与∗ １ ４２±０ ９８ ２ ８６±０ ５０ ３ ２８±０ ４９ ３ ４０±１ ４０ ３ ２０±１ ３１ ３ ６３±０ ７８ ２ ８０±１ １８

导师科研要求∗ １ ８９±１ ３６ ４ １４±０ ９０ ４ ５０±０ ５３ ４ ００±１ ００ ４ ８０±０ ４５ ４ ５０±１ ００ ３ ７６±１ ４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 ２ ５６±１ １３ ２ ４３±１ ３９ ３ ８８±１ １３ ４ ６０±０ ５５ ４ ８０±０ ４５ ４ ７５±０ ５０ ３ ６１±１ ３９

科研产出∗ ０ ７８±０ ９７ ２ １４±０ ９０ ３ １３±０ ８３ ２ ８０±１ ６４ ３ ８０±１ ４８ ３ ７５±０ ９６ ２ ５０±１ ５２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对比不同学年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问卷内容评分．

２ ２　 不同学年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相关因素分数

不同学年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意

识、科研主动性、科研兴趣、科研文献阅读、导师科

研要求、参加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科研工作、发
表论文等情况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 对于

多数因素的评分，第一年硕士生的评分最低。 科

研意识、科研主动性、参与科研工作、导师科研要

求、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科研产出方面，博士研

究生的评分大多较硕士研究生高，其中，科研意

识、科研主动性随年级增长而增加。 而科研兴趣

与科研文献阅读量方面，除硕士第一年评分较低，
其余年级评分相近。
２ ３　 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

分析

以调查中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包括科研

意识、科研主动性、科研兴趣、科研文献阅读量、导师

科研要求、参加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科研工作，以
科研产出为因变量，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对神经外

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科研产出 ＝ －１ １７５ ＋０ ４０６×科研兴趣＋０ ６４×科研

参与。 结果显示，科研兴趣与参与科研工作对科研

产出有显著影响（表 ２）。

３　 讨论

３ １　 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对科研工作具备积极

态度

对科研工作的态度是影响研究生进行科研活动

表 ２　 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影响因素 Ｂ 值 标准误 Ｐ

科研意识 ０ ０９６ ０ ２５９ ０ ７１３

科研主动性 ０ ０５９ ０ ２３４ ０ ８０４

科研兴趣 ０ ４０６ ０ １６８ ０ ０２２

平均每周文献阅读量 ０ １１５ ０ ２３０ ０ ６２２

科研参与 ０ ６４０ ０ ２６６ ０ ０２３

导师科研要求 ０ ０２７ ０ １８２ ０ ８８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参与 －０ ２０１ ０ ２８６ ０ ４８８

常数 －１ １７５ ０ ８５８ ０ １８１

的首要因素。 科研态度积极的学生能够主动阅读科

研文献，培养科研思维，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背景和

学术前沿，同时积极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将科研

课题设计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有助于提高自身的

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为医学发展做出贡献。 本研

究结果显示，除硕士第一年外，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

生大多具有较高的科研意识、科研兴趣、科研主动

性，同时积极阅读文献、参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活动，并且

科研意识、科研主动性随年级增长而增加。 说明神

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普遍对科研活动态度积极，认
可科研工作重要性，具备进行科研工作的重要基础。
而硕士第一年的科研状态评分较低，可能与其刚进

入神经外科专业学习，对学科知识、职业发展需求、
科研能力等方面缺乏了解有关，暂时缺乏足够的动

机和兴趣进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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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较少，科
研产出低

科研产出是研究生学习成果的重要体现，反映

其科研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是其评价和学位授予的

重要依据，对推动医学领域的创新和进步、促进学科

发展交叉均有积极影响。 本研究显示，神经外科专

业型研究生参与临床基础研究、注册临床试验、撰写

课题标书等科研工作较少，科研产出低，这可能与其

需兼顾大量临床工作有关，也与缺乏相关的机会和

资源等原因有关。 这将影响其科研水平和职业发

展，不利于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同时可能

增加了学业压力和挫败感，影响未来的职业满意度

和幸福感。
３ ３　 参与科研工作与科研兴趣对科研产出有显著

影响

科研产出与科研兴趣、动机、能力、培养模式、科
研平台、科研团队、管理规定等因素均相关。 本研究

结果显示，科研兴趣及参与科研工作程度对神经外

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产出均有显著影响，提示在

神经外科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应着重从这两

个方面出发，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促进科研产出

的提高。
３ ４　 建议

３ ４ １　 提高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科研兴趣：相较

科研经验、信心等其他因素，科研兴趣对科研参与和

产出影响更大［２］。 应当鼓励神经外科专业型研究

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保证导师与

其积极的沟通交流，尽量做到科研兴趣和科研方向

的匹配。 鼓励并指导研究生阅读文献，了解相关领

域的前沿动态和关键问题，培养对科学探索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 鼓励研究生与导师、同学、同行等多交

流，建立积极联系，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分享自己

的科研心得和困惑，寻求指导和帮助，创造合作机

会［３］。 引导研究生将自己的科研与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需求相结合，明确科研目标和价值，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
３ ４ ２　 为研究生积极参与科研工作提供多角度支

持：院校应尽力为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提供软硬件

支持，如搭建相关科研平台，如实验室平台、图书馆

数据库、临床病例库、标本库等，优化课程设置，重视

自主性，增加统计学方法、文献检索、论文撰写等实

用技能的课程［４］，并针对研究生科研的痛点、难点

或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讲座。 针对低年级研究生，可
参考国外科研入门课程，结合国内培养现状，对其科

研逻辑思维能力、科研实践能力、科研信心、科研道

德等方面进行辅导，有助其更好地在科研之路上

起步［５］。
导师应积极指导研究生进行科研选题、科研

设计、课题申请、标书撰写等工作，充分发挥科研

引领和指导作用，关注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和感受，
建立积极的师生指导关系［６］ 。 根据研究生的兴趣

和特长，合理安排科研任务，鼓励研究生参与重大

课题和创新项目，锻炼科研创新思维，提高科研综

合素质与能力［７］ 。 院校应鼓励导师与研究生积极

参与基金课题申报，并与绩效、奖学金挂钩，重视

科研业绩［８］ 。
３ ４ ３　 明确科研要求，设置阶段目标：由于专业型

研究生同时兼顾大量临床工作，可能导致其缺少时

间与精力进行科研工作，学校应对神经外科专业型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制定详细方案，细化科研要

求及阶段目标，有助其短期内学习方向更加明确，阶
段性进行回顾总结、查漏补缺，提高科研产出［９］。
同时，鼓励研究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在临床方面

的优势，围绕临床问题开展科研工作，结合导师研究

方向与自身科研兴趣，为自己设立阶段性科研成长

目标。

４　 结论

科研能力培养是医学专业型研究生培养的重

要环节，对其职业发展及专业水平提高、对医学学

科发展与进步均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神经外科

专业型研究生科研能力现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虽然研究生对科研工作具备积极态度，但参

与具体科研工作较少，科研产出低。 建议从研究

生个人、导师、院校等角度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提

高科研兴趣、增加科研工作参与，提高研究生科研

能力，增加科研产出，以胜任现代医学发展对医学

人才的全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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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ｓ：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Ｊ Ｇｒａｄ Ｍｅｄ Ｅｄｕｃ， ２０２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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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稿件格式要求（４）

４ １　 科学名词：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术语。 药物名称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为准，英文药物名称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

名。 国际通用的缩写词在正文第一次出现时用“中文全称（英文全称，英文缩写）”格式。 例： 转化生长因子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ＴＧＦ）。
４ ２　 需用斜体者：坐标系符号，如：横坐标（Ｘ）；拉丁学名；统计学符号（ｎ，ｔ 检验，概率 Ｐ 等）。 基因的英文

缩写用斜体大写，蛋白的英文缩写用正体大写。 例：“ＳＨＨ”表示基因，“ＳＨＨ”表示蛋白。
４ ３　 单位：按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如：米 （ｍ）、升（Ｌ）、克（ｇ）、天（ｄ）、小时（ｈ）、分（ｍｉｎ）、秒（ ｓ）。 在

１ 个组合单位内，不能有 １ 条以上的斜线，如：用药剂量 ｍｇ ／ ｋｇ ／ ｄ 应为 ｍｇ ／ （ｋｇ·ｄ），心脏指数 Ｌ ／ ｍｉｎ ／ ｍ２ 应为

Ｌ ／ （ｍｉｎ·ｍ２）。 数值范围用“ ～ ”，数字与单位间空 １ 格，如：１０～２０ ｍｇ；１～８ ｈ；５５％～６４％（不能用 ５５－６４％）；
（３～６）×１０４ 或 ３×１０４ ～６×１０４（不能用 ３－６×１０４）。
４ ４　 短篇综述要求：１）近期内人们普遍关注及研究热门领域的短篇综述，一般在 ４ ０００ 字以内（不包括参考

文献）；２）近 ３ 年内相关外文参考文献占 ７０％以上；３）结合文献进行一定深度的评述，不能只是文献罗列介

绍；４）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５）请在稿件最后附上第一作

者和通信作者的科研背景资料，包括作者的科研简介以及所在课题组的相关科研工作简介。

７３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