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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迫切需求，全科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逐渐显露优势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全科医生队伍的培养也愈发重要。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高

素质全科医生的储备力量，其科研能力对促进全科医学的学科建设与提升全科医疗日常工作的效率和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的模式下，

学生科研能力不足，阻碍了全科医学的发展。文章基于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青年科研

论坛”模式对提高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全科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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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ealth China strategy, the demand for health care is increasing and 
the training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a reserve of highly 
qualified general practitioners, the research capabi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general prac-
ti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discipline of general practice. However, under the 
current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the master’s degree in general medicine with the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the students’ research ability has decreased due to the pressure of the training 
work. The article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esearch ability of master’s degree stu-
dents in general medicin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general medicine) 
based on the model of “Youth Research Forum”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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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科医学是服务社区及家庭、整合各种医学学科的综合性医学专业，范围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

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可以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但目前我国全科医生队伍尚处

于发展阶段，全科研究生作为全科医生队伍的核心力量，更应具备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引领全科医学的发

展。 

2. 全科研究生培养现状 

目前我国全科医学专硕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是将 3 年的研究生教育与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

轨”，毕业时同时取得毕业证和规培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离不开全科医生队伍的建设，而全

科研究生是全科医生队伍的核心力量。在 2012 年，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首次设立了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全科医学领域”，奠定了全科医学发展的基础。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在 2015 年已初

步形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全科专硕研究生学位教育并轨的培养模式。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具有临

床医学(含全科医学领域)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的单位 113 个，2016 年授予全科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266 人。

到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中强调：“改革

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要遵循医疗卫生服务和临床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坚持政府主导，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创新全科医生使用激励机制，加强贫困地区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科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生源类型由非临床医学

专业的本科学生规范为临床医学的本科学生，全科医生队伍整体水平不断增长[1]。2018 年，全国全科医

生达到 30.9 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的数量达到 2.2 人，基本完成了所制定的到 2020 年每万名居民

拥有 2~3 名全科医生的目标。虽然全科医生的数目在不断增长，但是其中高素质的全科医生十分缺乏[2]。
截止 2016 年底，全科医生的学历仍以本科和专科学历为主，占到了 37.4%和 38.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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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经过高等教育的全科专业研究生需要具备较强的科研以及带教能力，使得他们可以针对

基层现状做出思考，促进全科医学的发展；又可以引导基层全科医生进行全科诊疗工作。全科师资是进

行全科医学培养的中坚力量，将毕业后的全科研究生融入师资队伍能够极大地提升全科师资的教学能力

及科研能力。师资队伍的壮大可以推动基层全科医生素质的提升，满足广大基层群众的就医需求，促进

全科医学的发展[4] [5]。为了切实提高全科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为全科

研究生们创办了“青年科研论坛”，构建形成了一套提升全科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体系，并将其

付诸于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3. 提高全科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意义 

3.1. 促进全科医学学科的发展 

提升全科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可以促进全科医学科研的发展，这有助于提高全科医学学科的形象和全

科医生的自信，促进全科医学学科的发展[6]。但目前我国全科医学科研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全科医学科研工作的主体，而工作在一线的全科医生发表科研论文数量较少，基层医

务工作者的科研能力仍有待提高[7]。金光辉等人[8]调查了 115 名全科医生，研究结果显示有 66 名(57.4%)
全科医生未发表过论文，87 名(75.7%)全科医生未主持过课题，74 名(64.3%)全科医生认为进行科研的目

的主要是出于晋升职称的需要。可见目前全科医生还没有较好的科研产出能力，并且很多全科医生是由

于晋升职称的要求被动的进行科研工作，还没有形成通过科研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良性科研氛围。所以

全科研究生毕业后应具备较强的科研和带教能力，将毕业后的全科研究生融入师资队伍提升师资的教学

能力及科研能力，推动基层全科医生素质的提升，促进全科医学学科的发展[8]。 

3.2. 提升全科医疗日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全科研究生融入社区的师资队伍以后，可以引导基层全科医生进行更加规范、高效的诊疗工作；全

科研究生毕业后依托社区开展临床研究能真实的反映社区群体和个体患者的医疗需求，提升全科医疗日

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基于这些研究制定社区卫生服务相关的卫生政策也能够促进基层卫生资源

的整合和合理利用。因此，应该在全科医生研究生阶段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完善全科医学科研体系建

设，加强全科医学学会、高校全科医学学系及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学科室之间的科研交流和合

作，形成全科医学科研合作网络。通过不同途径提高全科医生的科研能力，建立临床实践和科研之间的

紧密联系，更好的开展社区研究，为提升全科医疗日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打下坚实基础[9]。 

4. 开展青年科研论坛提升全科研究生科研能力 

4.1. 论坛基本情况 

青年科研论坛由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2020 年 8 月主持创办至今，于每周二下午 18:00
在本科室示教室开展[9]。该论坛由本科室学科带头人负责，建立“青年科研论坛”微信群和开通“青年

科研论坛”微信公众号，提前安排各周期的学习任务，并进行总结反思。每个周期先由专人负责选取几

篇高质量外文文献，然后开展论坛的学习工作，具体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由三个人(两人讲解，一人总结)
解读文献，每人时间限制在 20 min 左右，最后由导师进行总结批评；第三周由另一研究生对前两周所讲

文献中感兴趣的某一基础实验、临床研究方法或疑问进行学习汇报，并就文献内容给出自己的思考；第

四周为科研学习进展汇报日，每人制作总结 PPT 进行汇报，书写科研成长日记，同时导师对每人的科研

工作进行下一步指导并对科研成长日记进行检查。青年科研论坛周期循环模式(见图 1)。以一个月为一个

周期，导师对各季度和本年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汇总，与学生共同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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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Youth research forum model chart 
图 1. 青年科研论坛模式图 

4.2. 论坛目前取得成就 

青年科研论坛模式从 2020 年 8 月创办以来，参与论坛的全科研究生科研能力逐步提升，取得了诸多

成就(见表 1)。 
 
Table 1. Postgraduate students present articles in the Youth Research Forum 
表 1. 青年科研论坛中研究生发表文章 

文章名 期刊名 

肠道菌群与胰腺炎：现状及未来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未手术肝癌患者放化疗的选择策略 临床医学进展 

全内脏反位肝硬化合并不明原因发热 1 例. 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 

非酮症性糖尿病性偏身舞蹈症伴脑微出血 1 例 临床医学进展 

脑卒中后留置胃管操作技术的研究现况 护士进修杂志 

MAD2L1 is transcriptionally regulated by TEAD4 and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ancer Gene Ther 

Gut Microbiota and Drug-Related Liver Injury: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Advanced Gut & Microbiome Research 

放化疗对行胰腺癌根治手术患者预后的影响——基于 SEER 数据库分析 临床医学进展 

内镜下血肿清除术治疗食管巨大血肿伴持续呕血 1 例 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 

4.3. 青年科研论坛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青年科研论坛以一个月为周期循环开展，要求每名全科研究生都要熟知所讲文献，且参与频率高，

对于临床轮转的全科研究生来说，论坛的开展确实会占用其部分时间[10]，因此，本论坛以季度为单位提

前选好所讲文献，并发至微信群，给大家充足的时间来准备。此外，由于每次所讲 PPT 均为中文语言，

部分人对外文文献的阅读能力并未提升，基于此，要求每位讲者在制作课件时应加强必要的中英文对照

模式。应继续探索完善青年科研论坛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使全科研究生的培养得以优

化，以提高青年科研论坛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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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全科医生队伍的培养也愈发重要。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高素质全科医生的储备力量，其科研能力对促进全科医学的学科建设与提

升全科医疗日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有重要意义。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在长期的全科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总结不足，并加入一种独有的

研究生培养模式——青年科研论坛。根据开展青年科研论坛的经验可知，其在提升全科研究生的科研能

力、表达能力、学习能动性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长远来看，可储备大量高水平的全科医师，

推动基层全科医生素质的提升，促进全科医学的学科建设。由于全科医师服务基层的特殊性，通过青年

科研论坛模式培养出来的全科医师，可开展基于社区的研究，促进更好的了解社区群体和个体患者的需

要，引导广大基层全科医师提升全科医疗日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有研究[11]指出关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

提升应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意识，激发科研热情；加强研究生自身内在素养，注重科研能力的提高；为

他们营造学术环境，引导树立科研思维；并加强科研管理，完善考核制度等方面开展。青年科研论坛的

建立就是为全科研究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并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每月考察

其科研状态，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虽然目前这种模式仍存些许不足，但全科研究生们也取得了诸多成

就，可见举办青年科研论坛对于提升全科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是一种有效方法。 
科研创新是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12]，其最终目的是解决临床问题。全科医学是服务社区及家庭、

整合各种医学学科的综合性医学专业，范围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具备

良好科研能力的全科研究生毕业后将是促进全民健康的中坚力量。青年科研论坛模式能促进全科研究生

科研能力的提升，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全科医生，推动全科医学的迅猛发展，同时，这对于全科专硕研究

生的培养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实践，相信在今后的应用中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邓锐, 崔爽, 段丽萍.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调查[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6, 15(8): 757-761. 
[2] 刘丰, 顾建钦, 王留义, 等.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研究及建议[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20, 12(5): 

68-70. 
[3] 武宁, 程明羕, 闫丽娜, 等. 中国全科医生培养发展报告(2018) [J]. 中国全科医学, 2018, 21(10): 1135-1142. 

[4] 张金佳, 罗波, 王荣英, 等. 石家庄市社区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现状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7, 20(22): 
2772-2776+2782. 

[5] 李珞畅, 陈鸿雁, 何英, 等. 全科医学师资强化教学能力培训方案的实践效果评价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6(22): 
2691-2695. 

[6] Winzenberg, T.M. and Gill, G.F. (2016) Prioritising 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205, 
529. https://doi.org/10.5694/mja16.00926 

[7] 邵爽, 金光辉, 陈超, 等. 2003-2012 年全科医学学科相关科研论文的分布情况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5(1): 
116-120. 

[8] 金光辉, 赵亚利, 邵爽, 等. 全科医生科研工作现状调查研究[J]. 继续医学教育, 2017, 31(12): 5-6. 

[9] 张明鑫, 张灵敏, 张晓庆, 等. 青年科研论坛在培养内科规范化培训医师临床科研能力中的作用[J]. 中国临床研

究, 2021, 34(6): 832-834+837. 

[10] 刘雅妮, 唐灵, 刘树娇. “学生讲课”教学模式在全科规培带教中的实践与评价[J]. 中国药物与临床, 2019(4): 
658-659. 

[11] 李文强, 牛敬媛. 关于临床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思考[J]. 新乡医学院学报, 2014, 31(2): 154-155+158. 

[12] 祝丽玲, 张艺潆, 王佐卿, 等. 国外全科医学教育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医院管理, 2012, 32(3): 69-7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09
https://doi.org/10.5694/mja16.00926

	基于青年科研论坛对全科医学专硕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Reflections 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in General Medicine Based on the Young Research Foru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全科研究生培养现状
	3. 提高全科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意义
	3.1. 促进全科医学学科的发展
	3.2. 提升全科医疗日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 开展青年科研论坛提升全科研究生科研能力
	4.1. 论坛基本情况
	4.2. 论坛目前取得成就
	4.3. 青年科研论坛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 讨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