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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临床专科医师集中培训课程设置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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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满足内分泌代谢专科医师提高诊治水平的需求ꎬ组织短期集中培训并评价培训效果ꎮ 方法 设立了

内分泌专科医师短期集中培训课程ꎬ并以微信投票方式设计课程评估表ꎮ 统计分析受训者对课程的满意度ꎮ 结果

内分泌专科医师短期集中培训课程按内分泌疾病系统划分ꎬ共包括 ６ 类ꎬ３５ 个课程:甲状腺疾病(４ 个)ꎬ代谢性骨

病(４ 个)ꎬ糖、脂、尿酸代谢疾病(８ 个)ꎬ下丘脑￣垂体疾病(９ 个)ꎬ肾上腺疾病(５ 个)ꎬ临床思维培训(５ 个)ꎮ 全部

课程在 ６ ｄ 内完成ꎮ 结果以分类和评分两种方式呈现ꎬ分类结果包括非常满意、一般、不满意ꎬ分别统计投票人数的

百分比ꎮ 评分采用 ５ 分制ꎬ直接计算出全体评分学员的平均分ꎮ 参加培训者总体对课程满意度高(平均分>４ ５
分)ꎬ评价结果为“非常满意”者比例 ７８ ２％~１００％ꎬ“一般”者比例为 ０~２１ ８％ꎮ 对常见病课程授课质量要求更高

(受训者不满意比例 １ １９％~２ ３０％)ꎬ对疑难病、罕见病课程满意度更高(７ 个课程平均分 ５ 分)ꎮ 结论 内分泌临

床专科医师培训课程设置应以满足临床工作需求为目标ꎬ建立分层培训体系ꎬ授课形式应多样化ꎬ采用量化的课程

评估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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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叶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仿照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ꎬ成立代谢病房ꎬ
进行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研究ꎮ １９５８ 年创建北

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ꎬ这是中国第一个内分泌专科ꎮ
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成立以来ꎬ一直承担着对

内分泌专科医师的培训和教学工作ꎮ 参加 １９６２ 年

首次内分泌高级研修班的一些学员已成为中国内分

泌学界的著名学者[１]ꎮ 近 ２０ 年来ꎬ北京协和医院内

分泌科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内分泌与代谢学进展学习

班ꎬ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内分泌专科医师进行培训ꎮ
为了更好地满足来自全国各地内分泌专科医师的培

训需求ꎬ本研究对 ２０１８ 年参加课程学习的内分泌专

科医师进行了问卷调查ꎬ为未来改进专科医师培训

工作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参加北京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举办的“内分泌学及代谢学临床

进展”学习班的内分泌专科医师ꎮ
１ ２　 内容与方法

采用手机微信问卷调查的方法ꎬ在每一节课程

结束后ꎬ学员通过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参与问卷

调查[２]ꎬ立即填写评价表ꎬ对课程内容(重点突出、
紧密结合专业发展、临床实用程度)、授课形式(理
论与案例平衡、幻灯片制作内容全面)、培训效果

(语言表达清晰分明、逻辑性强、教学准备充分)进

行评价ꎬ并得出综合评价结果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ꎮ 分类结果直接记录每

一类别的人数及占总人数的百分比ꎮ 评分结果以平

均分表示ꎮ

２　 结果

参加学习班培训的专科医师中ꎬ参与每次课程

评估的人数不等ꎬ评估的人数最少 ７１ 人ꎬ最多 ８７
人ꎮ 根据前一年参加培训学员对课程设置的意见ꎬ
将为期 ６ ｄ 的短期强化培训分成 ３５ 次课程ꎬ按内分

泌器官和系统进行疾病分类ꎬ包括甲状腺、代谢性骨

病、糖脂尿酸代谢、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疾病和以病

例讨论为基础的临床思维培训课程ꎮ 课程评价结果

以分类和评分两种方式呈现ꎬ分类结果包括非常满

意、一般、不满意ꎬ分别统计 ３ 个人群的数量和占总

体人群的百分比ꎮ 评分结果满分为 ５ 分ꎬ直接计算

出全体评分学员的平均分ꎮ 总结课程内容和评估结

果(表 １)ꎮ

３　 讨论

总体满意度高:从课程内容的设置上ꎬ参考既往

授课内容和 ２０１７ 年参加培训学员的意见ꎬ学员对于

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临床诊治

进展ꎬ及罕见病、特殊疾病的诊治规范需求更多ꎬ对
临床思维的培训课程满意度普遍较高ꎬ对常见病的

授课质量要求更高ꎬ受训者不满意比例低(１ １９％ ~
２ ３０％)ꎬ跟平时接触常见病继续教育机会多、内容

更熟悉有关ꎮ 对在基层医院相对罕见的疾病ꎬ例如

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特殊糖代谢异常疾

病等ꎬ学员对课程内容满意度更高ꎬ有 ７ 次课程综合

评分满分ꎮ
建立分层教学体系:部分参加培训的内分泌专

科医师表示应该增加临床思维培训的课程ꎬ部分认

为应该增加疑难病、罕见病的病例分析和诊治流程

的课程ꎮ 提示ꎬ分层教学十分必要ꎮ 对不同知识背

景的学员ꎬ进行分层培训ꎬ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３]ꎮ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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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内分泌学及代谢学临床进展”课程及评估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分类 授课内容
评价结果(ｎꎬ％)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平均分

甲状腺 甲亢及甲亢并发症的治疗 ６７(８５ ９０％) １１(１４ １０％) ０(０％) ４ ７２

甲状腺结节的诊治 ７６(８７ ３６％) ９(１０ ３４％) ２(２ ３０％) ４ ７０

甲状腺疾病和妊娠 ６６(９２ ９６％) ５(７ ０４％) ０(０％) ４ ８６

甲状腺结节的超声表现 ８０(９５ ２４％) ４(４ ７６％) ０(０％) ４ ９０

代谢性骨病 甲状旁腺疾病的临床诊治 ８２(９８ ８０％) １(１ ２０％) ０(０％) ４ ９８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治进展 ７０(９８ ５９％) １(１ ４１％) ０(０％) ４ ９７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治 ６１(７８ ２１％) １７(２１ ７９％) ０(０％) ４ ５６

钙磷代谢和骨软化症的诊治进展 ８４(９６ ５５％) ３(３ ４５％) ０(０％) ４ ９３

糖、脂、尿酸代谢 血脂异常的诊治进展 ７９(９５ １８％) ４(４ ８２％) ０(０％) ４ ９０

妊娠期糖尿病的血糖管理 ６６(９２ ９６％) ５(７ ０４％) ０(０％) ４ ８６

暴发 １ 型糖尿病的临床诊治 ７０(９８ ５９％) １(１ ４１％) ０(０％) ４ ９７

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诊治 ８２(９７ ６２％) ２(２ ３８％) ０(０％) ４ ９５

特殊糖代谢异常疾病的诊治 ８４(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糖尿病肾病的诊治 ８６(９８ ８５％) １(１ １５％) ０(０％) ４ ９８

胰岛素瘤的诊治 ８０(９６ ３９％) ３(３ ６１％) ０(０％) ４ ９３

痛风:最难治的可治愈性关节疾病 ５７(８０ ２８％) １３(１８ ３１％) １(１ ４１％) ４ ５８

下丘脑￣垂体 垂体疾病的临床诊治 ７８(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中枢性尿崩症的诊治 ８３(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垂体瘤的诊治策略 ６５(８９ ０４％) ８(１０ ９６％) ０(０％) ４ ７８

性早熟的诊断与治疗 ７１(９７ ２６％) ２(２ ７４％) ０(０％) ４ ９５

青春发育延迟诊治进展 ７１(９７ ２６％) ２(２ ７４％) ０(０％) ４ ９５

矮小症的诊治 ７１(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女性性腺激素检查报告单解读 ７３(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治共识解析 ７６(９７ ４４％) ２(２ ５６％) ０(０％) ４ ９５

下丘脑垂体疾病影像学 ８２(９７ ６２％) ２(２ ３８％) ０(０％) ４ ９５

肾上腺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治 ７５(９６ １５％) ３(３ ８５％) ０(０％) ４ ９２

库欣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８７(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嗜铬细胞瘤和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的诊治 ６７(９１ ７８％) ６(８ ２２％) ０(０％) ４ ８４

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８２(９７ ６２％) １(１ １９％) １(１ １９％) ４ ９３

肾上腺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７１(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５ ００

临床思维 低钠血症的临床诊断路径 ７７(９２ ７７％) ６(７ ２３％) ０(０％) ４ ８６

临床思路分析￣低血糖症病例分享 ７６(９１ ５７％) ７(８ ４３％) ０(０％) ４ ８３

临床思路分析￣中枢性尿崩症病例分享 ７４(９４ ８７％) ４(５ １３％) ０(０％) ４ ９０

临床思路分析￣骨代谢疾病病例分享 ６９(９４ ５２％) ４(５ ４８％) ０(０％) ４ ８９

临床思路分析￣特殊类型糖尿病病例分享 ８５(９７ ７％) １(１ １５％) １(１ １５％) ４ ９３

ｎ 为评价的学员数ꎬ％为评价学员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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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涛　 内分泌临床专科医师集中培训课程设置及效果评价

在未来的培训课程中ꎬ可以分为基础班和高级班ꎬ招
生的标准不同ꎬ高级班可招收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

的专科医师ꎬ设计不同的培训课程和评估方法ꎬ甚至

开展亚专科的培训课程ꎬ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和改进ꎮ
教学形式的改进:调查结果还显示ꎬ有些学员对

这种单纯老师讲课的方式不甚满意ꎬ而且授课内容

多、持续时间长ꎬ学习时很难长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

中ꎬ导致学习效果差ꎮ 在未来的课程设置中ꎬ可以增

加分组讨论工作坊的形式ꎬ让学员能更多地参与到

教学中来ꎬ解决学生的“学会”与“会学”和教师的

“授鱼”与“授渔”问题ꎬ 采用以问题为导向和传统

教学相结合的授课方法[４]ꎬ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

学习方式ꎬ实现教学相长ꎮ
做为临床教学培训项目ꎬ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受

培训医师ꎬ通过设立目标、具体实施ꎬ到培训后评估、
反馈ꎬ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ꎬ进行分层培训ꎬ量化评

估结果ꎬ提高教学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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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点击

鱼类保存 ＤＮＡ 的记忆远超人类

最近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称ꎬＤＮＡ 甲基化的记忆被保存在几代鱼之间ꎬ而人类每一代

的 ＤＮＡ 记忆几乎都完全丧失了ꎮ
ＤＮＡ 通常被比作一本厚书———用字词记录生活的指导手册ꎮ ＤＮＡ 甲基化编码了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的附加信息ꎬ有点像

在书的边缘手写的笔记ꎬ表示那些页是重要的ꎬ或者记录新获得的信息ꎮ 每一代人就像重新再版的新书ꎬ只保留了正文ꎬ那些

手写的笔记都被抹掉了ꎬ但鱼这本书在每一次重印时都把这些注释也编到新书里了ꎬ所以鱼这本书远比人的书要精彩得多ꎮ
奥塔哥大学的科学家说ꎬ甲基化位于 ＤＮＡ 的顶部ꎬ用来控制哪些被打开和关闭的基因ꎮ 它也有助于定义细胞的身份和功

能ꎮ 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ꎬＤＮＡ 甲基化在每一代都被清除了ꎬ然而鱼却没有完全消除 ＤＮＡ 甲基化的记忆ꎮ
近年来ꎬ人们注意到ꎬ诸如战争或饥荒等重大事件可以通过改变 ＤＮＡ 甲基化模式而对后代产生持久的影响ꎮ 虽然这些效

应似乎是潜在重要的ꎬ但由于 ＤＮＡ 甲基化在发育过程中会被清除ꎬ所以“跨代”ＤＮＡ 甲基化记忆在人类中极为罕见ꎮ 但鱼类

的 ＤＮＡ 记忆没有被清除ꎬ它们可以由甲基化的形式通过 ＤＮＡ 传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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