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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提高病理专科医师素质、培养高质量人才必不可少的阶段。细胞病理学是病理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必修专业课程之一。在细胞病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结合本学科特点，

采用导师负责制制订的培养方案，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培养，从细胞病理技术到诊断循序渐进地进行知识

传授，注重住院医师的科研思维的培养，灵活运用多样化的带教方式和考核方法等，通过一系列措施探

索更有效的培训方法，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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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residents is an essential stag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hologist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Cytopatholog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ulsory courses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residents.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and teaching of cytopatholo-
gy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the training program formulated by 
the tu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adopted, emphasis is placed on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nowledge is gradually imparts from cytopathology technology to diagnosis, 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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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s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resi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flexible use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etc.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xplore more ef-
fective training method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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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途径，是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医疗卫生工

作质量和水平的治本之策，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的最终目标是培养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住院医师，丰富拓展专业知识，增强实践操作技能，提高

专业素质。根据《河北省临床病理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细胞病理规范化培训是病理规范化培

训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是病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必修专业课程之一。我院为河北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承担着全省细胞病理医师的培养及进修生、实习生的带教任务。为提高住院医师对细

胞病理的学习的兴趣，培养住院医师良好的学习思维和习惯，提高学习效果，探索将个体化的培养方案、

多样化的带教方式、多元化的考核体系等引入细胞病理学带教中，以期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1] [2] [3]。 

2. 建立导师制 

每位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进入细胞病理专业学习时，安排匹配专业导师，通过一对一的带教模式，

让学生尽快适应细胞学室的工作环境，熟悉工作流程并顺利投入到诊疗过程中[4]。专业导师必须具有扎

实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高年资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同时还需要认真

履行各项工作职责，能针对每个住院医师的不足及特点给予及时解惑或肯定，学生也能足够了解教师、

信任教师，可以及时请教教师，这样的师生关系可有效提高住院医师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有效提

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效果[5]。导师制强调要依据学生个体化的差异，制订个性的培养方案，从而实现因材

施教，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为提高带教导师专科水平及教学质量，科室定期派带教教

师参加全国病理规范化培训会议，通过学习新的基地管理和教学方法，结合本基地的实际情况不断改善

管理和持续改进教学方法[6]。 

3. 医学人文教育培养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学模式加速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转变，出发点一切以人为

本，因此，对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名优秀的临床病理医师不仅要专业技术精湛、

医德高尚，还要注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7]。科技迅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在病理领域广泛应用，但人与人

的沟通却不可替代，开展关于细胞病理医学人文教育成为培养中的非常重要环节[8]。尽管细胞病理医师

与患者接触的机会较少，但是细胞病理诊断经常需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资料综合判断。当病理申请单上患

者病史不详、与患者主管医师沟通获取的诊断信息不足时，住院医师要亲自致电或面见患者，询问患者

相关的诊疗情况，帮助我们做出最终的病理诊断。住院医师进行针吸穿刺操作时，需要与病人沟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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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在操作前还需要和患者充分沟通，缓解病人面对穿刺恐惧感。在沟通时要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

涉及患者隐私时要做好保密工作。病理报告内容专业性强，患者或其家属没有医学知识背景会很难理解，

要耐心的对待他们对病理结果的反复问询。 
医学人文教育培训不应该局限于某一阶段，而是贯穿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全过程中[9]。课程内

容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而逐渐深化，根据不同年级的住院医师的水平，探索不同的教学方法。 

4. 细胞病理技术规范化培训 

4.1. 常规技术规范化培训 

常规细胞病理技术大部分内容是标本的接收、标本的制备及标本的染色等。临床送检脱落细胞标本

多样，各类标本送检的要求，如送检的量、送检时间、送检时的注意事项等都有所不同，再加上标本的

处理方式不同，标本的染色方法不同等，使这部分内容学习难度较大。带教教师在住院医师进入细胞病

理科学习的第一天，应详细讲解细胞病理技术的各项工作，规范讲解技术要领，每个住院医师在进行细

胞病理学培训时，要掌握细胞病理技术，包括标本的收集、制备、固定及染色等，重点要掌握 HE 染色、

瑞氏染色及巴氏染色的原理、操作技能及染色效果的评价，掌握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方法及原理。选择主

管技师以上带教老师，对住院医师进行一对一式培训，使其熟悉常规细胞病理技术操作流程，在放手不

放眼的原则下，让住院医师大胆动手操作，直至他们能够独立、规范地处理各种临床标本，并能制备出

优良的细胞涂片。组织学生进行细胞病理技术比赛，并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 

4.2. 细针穿刺技术规范化培训 

带教老师应详细讲解针吸操作前的准备工作，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操作后的涂片制作的技术要

领，进行视频授课及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掌握操作中的基本要领及难点，使其熟悉细针穿

刺技术操作流程[10]。观看带教老师穿刺，了解操作步骤，协助带教老师进行细针穿刺操作，病情允许的

情况下可选择相对容易穿刺的肿物，在放手不放眼的原则下，让住院医师大胆动手操作，以增强住院医

师的自信心。要选择能穿刺成功的肿物进行穿刺，避免因穿刺失败或错误造成患者的痛苦。如果患者拒

绝住院医师进行穿刺，带教老师可以让住院医师看老师操作，在穿刺成功后将剩余步骤交给学生来完成，

使学生在下次操作过程中能更加连贯熟练。带教老师要培养住院医师自信、胆大、心细、沉稳的性格，

遇事不慌，有条不紊。讲解细针穿刺失败的常见原因，在细针穿刺中给予住院医师心理支持，能缓解学

生的心理紧张，提高穿刺成功率。在直至他们能够独立、规范地进行针吸穿刺，并能制备出优良的细胞

涂片[11]。 

4.3. 分子技术规范化培训 

在对住院医师进行分子技术培训时，首先进行基础知识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分子病理学的基本概况

介绍，及其在现代个体化医疗中的应用现状分析[12]。在这部分培训中，要求住院医师掌握常用分子病理

学技术如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组织原位 RNA 检测技术、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RT-PCR)、
循环肿瘤细胞分析、一/二代测序技术等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病理诊断和临床治疗中的应用[13]。 

住院医师在完成分子病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后，将进行实践操作环节。首先要进行规范化实验操

作流程的系统培训，掌握多种类型标本如体液、外周血、新鲜细胞标本、石蜡细胞块标本等的处理方法，

掌握各种分子病理检测技术操作过程中的标准操作、避免污染、常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和

解决方案，在大量的实践操作和诊断工作中，让住院医师总结积累经验。例如，采用 qRT-PCR 检测 EGFR
突变、ALK 及 ROS1 基因融合，要注意实验室的内部质控及外部质控，特别是对 Ct 值在阈值范围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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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进行结果判读时，需要结合样本质量、阳性及阴性对照结果、肿瘤细胞百分比等综合考虑，谨慎

的得出结果。 
分子病理学是精准医疗的基石，在病理精准诊断、辅助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和判断预后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是精准医疗时代的核心学科。加强住院医师的分子病理学培训，有助于培养适应精准医疗的

病理人才，促进病理学科及临床学科的发展[14]。 

5. 细胞病理诊断规范化培训 

5.1. 基础及前沿知识的理论教学 

住院医师进入细胞病理科后，科室统一制定和安排学术讲座，每周一次，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讲座及

文献阅读分享。基础理论学习内容包含细胞病理报告系统的使用、宫颈细胞学 Bethesda 报告系统、甲状

腺细胞病理学 Bethesda 报告系统及学习细胞病理相关专著等，并掌握细胞病理学的基本理论及专业技能，

加强住院医师专业英语词汇的学习，熟悉并掌握相应的细胞病理专业术语，了解 WHO 肿瘤病理分类等。

安排住院医师进行文献阅读，通过对前沿文献的阅读和分享，加深住院医师对知识的理解，住院医师分

享结束后，带教老师进行现场点评，教学相长，使教师和住院医师均从中受益[15]。 

5.2. 常规病理诊断培训 

常规病理诊断培训是临床病理住院医师受训的重要环节，也是独立进行病理诊断工作打基础的阶段

[16]。由带教教师指导住院医师掌握阅片的流程、报告书写规范术语及清晰图像采集后，要求住院医师每

天完成标本的初步诊断，住院医师与带教老师在多人共览显微镜下一起复诊和做出病理诊断。对住院医

师诊断结果进行评价打分，着重指出住院医师的进步和不足，并重复学习相关基础理论知识。该过程可

让住院医师验证自己先前的初步诊断，学习带教老师的临床病理诊断思路，逐步形成独立诊断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住院医师参与每个经手病例的病理诊断的思维培养、鉴别诊断、辅助诊断项目检测选择

等基本培训。住院医师若有病例的形态、诊断、鉴别诊断等问题可随时提出，带教老师现场进行解答，

以加深住院医师对病变的认识、理解并扩展知识面。同时，一些病理报告发出后，待随后进行的辅助检

测(如免疫组化染色、特殊染色、原位杂交、分子检测等)结果出来后，住院医师先自行阅片，对相关的免

疫组化、特殊染色和原位杂交指标进行初步判读，并主动联系带教老师一起阅片。带教老师在共览显微

镜下与住院医师一起判读各项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指导住院医师真正理解每项指标的阳性、阴性及其意

义，并一起发出该病例的最终病理诊断报告。 
科室每周组织一次疑难病例讨论，主要由住院医师介绍病例，在多头显微镜和投影下，所有带教老

师和全部住院医师一起，集体讨论这些疑难病例的病理诊断、鉴别诊断、辅助检查项目等。鼓励学生参

与每两月一次的京津冀细胞病理读片会等。住院医师积极参与疑难病例讨论，可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积

极思考，并学习各位带教老师对病例的分析、诊断经验和体会等[17]。同时，每周安排住院医师和带教老

师一起参加相应的临床科室组织的多学科病例讨论，以拓展住院医师的临床医学知识面[18]。 

6. 细胞病理科研培养 

科学研究是医师成长为优秀医师的必由之路。细胞病理科注重培养住院医师科研能力的培养，设立

科研导师制、科研秘书综合协助住院医师科研进步。强化科研意识，提升住院医师科研主观能动性，要

求住院医师参与课题申请书的填写，并参与各种课题的完成。培养内容主要有临床问题的挖掘，科研课

题的设计，课题的实施，数据统计与分析，科研论文撰写，通过优化知识机构，培养科研思维。通过将

临床与科研相结合，提升住院医师的综合实力，对培养住院医师处理今后临床病理工作中的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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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大的帮助，对提高其临床科研思维、学术交流能力和临床病理诊疗的能力均具有

积极的作用[19]。 

7. 考核方式的创新 

根据细胞病理学学科特点，构建了一套多元化的考核体系。住院医师考核总体措施如下：1) 出科考

核：阶段培训结束后对住院医师进行出科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技能考核以及阅片考核。理论

考核设置 10 份考卷，住院医师学习结束之后，随机抽取一套理论试卷进行考核。技能考核主要是考核住

院医师的标本制备能力及细针穿刺操作能力，带教教师综合住院医师的操作过程(操作规范性、熟练性及

流畅性等)及其制备出来的细胞涂片效果进行打分。阅片考核主要内容为准备一套考核专用细胞涂片，有

妇科宫颈涂片 10 张，非妇科脱落细胞 10 张，这 20 张涂片中，有正常的阴性涂片，也有各类阳性涂片，

要求住院医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片并出具完整的诊断报告，带教教师从住院医师的诊断结果及其诊断

是否规范化等方面进行打分。2) 季度考核：带教老师对每个住院医师工作量进行季度考核，是否按规定

完成相应的病例数标本制备、常规诊断的疾病类型和数量，同时抽查同种疾病的诊断质量在每季度的符

合率是否有提升，及时补充住院医师对该系统疾病的知识点的认知及理解力。3) 年度考核：教学基地统

一对住院医师进行综合性的考试，考核结果评为优秀的学生，科室将给予奖励。带教老师考核主要从两

方面进行：1) 医院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文件，严格对带教老师的带教工作进行监督考核。每年度评选优

秀指导教师并予以奖励。2) 阶段培训结束后进行师生的双向评价以及导师与导师之间的同行评价，同时

召开师生座谈会、填写调查问卷，及时沟通，通过评价反馈结果持续改进。 
通过多元化的考核体系，能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住院医师的学习效果。多元化考核体系的推行，反

过来也促使住院医师更加注重平时学习，能提高实践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加强住院医师培训的

考核与评价是住院医师培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对于保证培训质量至关重要[20]。 
综上所述，病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提高病理医师队伍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细胞病理学整个

教学过程中，结合本学科特点，采用导师负责制制订的培养方案，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培养，从细胞病理

技术到诊断循序渐进地进行知识传授，注重住院医师的科研思维的培养，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

考核方法等，通过一系列措施探索更有效的培训方法，能提高住院医师的学习积极主动性，提高住院医

师的操作技能及阅片技能，具备进行常规细胞病理学初步诊断的能力，达到细胞病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目标要求，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21] [22] [2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高水平医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24]。加强住院医师的细胞病

理学培训，通过教学实践与反馈，不断探索病理住培教学方法与改进，有助于培养适应精准医疗的高素

质创新型病理人才，促进病理学科及临床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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