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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诊断护理是近几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专

科护理领域，目前我国部分三甲医院放射科逐渐建立了放射诊

断护理单元，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小型

医院放射科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更为严峻，由于地区和医院条

件的不同，放射科护士在业务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异，同时我国

放射科护理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不尽如人意，专业培训不足，护

士的专科知识非常缺乏，教学和科研能力薄弱，综合能力存在

很大缺陷，无法适应放射科设备快速发展、更新的需要。更严

峻的是目前没有放射诊断护理方面的书箱，护理院校没有开设

放射诊断护理这门课程；中华护理学会也没有相应的影像护理

分支机构［１］；医疗护理常规尚无放射科护理相关的内容；针对

目前我国放射科护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灵活多样化

的培训方式，满足不同层次护士的需求［２］，开辟集医疗、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综合人才培养途径，全面提高我国放射科护理人

才的综合能力。近几年来本科对在职护士的培训进行了一系

列探索和尝试，总结完善了放射诊断护士综合能力培训体系，

其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院２００７年正式成立放射诊断护理单元，主

要岗位：ＣＴ室、ＭＲＩ室、介入中心、胃肠，现共有在职护士１８

名，年龄２４～４５岁，在职护士培训共２０余名，进修护士２５名。

２００９开始承担实习教学任务，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共培训１５２名护

生，其中大专学历８４名，本科学历６８名。

１．２　放射诊断在职护士培训体系的建立

１．２．１　临床护理能力培训体系

１．２．１．１　分层次培训内容　（１）规培护士。基本知识：规章制

度、岗位职责、放射防护知识、检查流程、工作流程、健康宣教、

ＣＴ／ＭＲＩ／胃肠检查基本知识、常用急救药品作用及不良反应、

ＭＲＩ安全知识等。基本技能：ＣＴ／ＭＲＩ／胃肠检查准备常规操

作、常规检查体位设计、静脉留置针穿刺、吸氧、吸痰、心电监

护、心肺复苏、过敏反应抢救、高压注射器操作、对比剂渗漏处

理方法、静脉输液等。（２）１～２年护士。基本知识：ＣＴ特殊患

者检查护理，ＭＲＩ特殊患者检查护理，胃肠特殊患者检查护

理，碘、钆、钡对比剂临床应用；ＣＴ、ＭＲＩ、ＤＳＡ简单成像原理了

解。基本技能：对比剂过敏反应预防与抢救、冠状动脉ＣＴＡ

异常心率准备、仿真肠镜检查操作、钡灌肠、四重造影、微量泵

使用、呼吸机操作、心电门控使用、呼吸门控作用、心肺复苏、特

殊检查体位设计等。（３）３～４年护士。基本知识：ＣＴ、ＭＲＩ、

ＤＳＡ基本图像认识，头颈血管、心脏血管、肝脏血管、子宫血管

解剖学习，ＤＳＡ常规检查与治疗的护理，心电图知识，掌握常

用介入耗材的名称、规格。基本技能：颈外静脉穿刺，呼吸机、

除颤仪、电刀操作，心梗介入术中室颤、动脉瘤介入破裂、大咯

血抢救技术等。（４）５年以上护士。基本知识：ＣＴ、ＭＲＩ、ＤＳＡ

成像简单原理持续强化，影像局部解剖、介入常见血管解剖认

识，ＤＳＡ复合手术的配合，影像中心管理或介入中心管理。基

本技能：呼吸机操作、气管插管术、新技术开展配合、动物实验

配合、有创血压监测、设备维护。

１．２．１．２　培训方法　（１）培训资料的准备：将ＣＴ、ＭＲＩ、ＤＳＡ、

胃肠检查相关制度、标准、流程、路径、护理规范、专科操作、健

康教育内容全部形成手册；对比剂不良反应预防与急救处理制

作成光盘；利用影像庞大的资源库，将典型影像解剖、血管资料

制作成光盘或ＰＰＴ；重点课程按教学要求制作成多媒体课件。

（２）日常工作培训：在检查过程中，培训护士如何对患者进行评

估、阅读检查单、询问病史，注重细节、流程、规范、制度的培训。

（３）晨间培训：利用晨交班时间，每周２～３次、每次对１～２种

单项检查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和提问，或轮流指定护士事先查阅

文献资料和相关专业书籍，对要掌握的护理进行归纳和总结，

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报告动态发展的一些前沿知识。（４）每个

月护理组业务大课１次，由护士长或高年资护士讲座；每个月

开展读书交流会１次，坚持每个月１个活动主题的岗位练兵

日。（５）选择性参加诊断组、技术组专题讲座：每周四１７：００参

加诊断组讲座，每周三１９：００参加技术组专题讲座。（６）选择

性参加放射读片会：每周二下午进行。（７）其他培训：参加地区

专业学术会议。

１．２．２　教学能力培训体系

１．２．２．１　培训内容　培训共分３个阶段（第１～２年，第３～４

年，第４～５年），并制订不同的培训内容。（１）第１～２年：主要

基于日常工作，着重培训文献的查阅方法，学会ＰＰＴ的制作，

针对常规检查护理进行总结，培养护士语言表达和对检查护理

的总结概括能力，授课时间一般１５～２０ｍｉｎ。（２）第３～４年：

着重查阅特殊、复杂检查项目相关前沿知识并进行总结，培养

护士语言表达能力和授课技巧，对具有一定潜质的护士也着手

培养他们的专题讲座能力，授课时间一般３０ｍｉｎ。（３）第４～５

年：重点培训授课与学术专题讲座能力，内容向更深、更广方向

扩展，如检查原理、临床表现、相关解剖、相关检查等，放手让他

们从事实习生见习和理论课教学或教学查房。

１．２．２．２　培训方法　（１）日常工作培训：负责对低年资护士或

护生进行晨间提问和小讲座。（２）演讲技能培训：每个月在护

理组轮流安排专题讲座１～２次，要求提前１周将ＰＰＴ、教案交

教学组长审阅，合格后才能安排讲座，课后每个人发言，从多媒

体的制作、语言表达、站姿、眼神、授课时间的把握、重点是否突

出等方面进行评价，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后重新安排讲座。

（３）学术专题讲座培训：提供工作３年以上护士科内学术专题

讲座机会，每年在全科进行大课１次，讲座时间３５～４０ｍｉｎ。

要求结合国内外研究前沿进行内容准备，强调内容的学术价值

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４）其他培训：请相关专家讲解多媒体

幻灯制作技术、如何上好一堂课等。

１．２．３　科研能力培训体系

１．２．３．１　培训内容　培训共分３个阶段（第１～２年、第３～４

年、第５年以上），制订不同内容的培训。（１）第１～２年：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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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护理工作，着重培训护士护理论文的写作技巧，主要培训

他们对检查中的特殊病例、异常情况、护理难点等少见病例个

案和经验交流论文的写作能力，国内文献的检索方法，在国家

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个案１篇。（２）第３～４年：着重培训他们

对一般临床总结性论文，进行国内外文献检索、动态监测学术

动态发展趋势，培训资料收集、论文撰写能力，协助科室动物实

验的开展和配合。每年至少在国家正式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或

综述１篇。（３）第５年以上：选择性重点培训其科研能力，包括

科研选题、科研设计、科研方法、科研论文及标书撰写等能力，

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每年至少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或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或院所认可期刊发表论

著／综述１～２篇。

１．２．３．２　培训方法　护理科研的教学贯穿整个培训过程，分

步骤培养护士的科研思维与逻辑判断能力［３］。（１）日常工作培

训：在日常护理活动中，培养护士针对性查阅文献和动态监测

其前沿知识的习惯，坚持记读书笔记，参加读书交流会，以达到

培养科研能力的目的。（２）论文写作培训：参加院内外的培训，

科室指定撰写能力强的护士负责，采用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

形式，带动全科护士论文撰写水平的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

训后，选择具有一定科研潜力的护士参加课题标书的撰写，申

报各种级别的科研课题。（３）其他培训：文献检索、科研选题、

科研方法、论文写作和投稿杂志选择等方面的技巧等。

２　结　　果

通过规范化的分层次培训，本科在职护士的专科业务水

平、护理质量、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等有显著提高。护士的专业

水平在护理部的理论和操作考试中均达到８５分以上，１００％

合格，培养技术操作能手３名，１名获全院十佳护理标兵称号。

创新性开展放射科优质护理服务窗口，设立为民、为军服务一

体化，体现出放射诊断检查护理的服务特色，全年度患者满意

率大于９５％，健康教育率达到９８％，报告发放及时性达到

９８％，缩短平均住院日１ｄ，无一例医疗纠纷发生。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全科撰写论文４０余篇；开展新业务、新技术３项，获校级新

业务、新技术二级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一项；获校级教

学课题一项；获市级多媒体教学软件大赛一等奖；举办国家级

继续教育２次，科室护理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

３　讨　　论

护士长应该掌握每一位护士的知识结构、能力和特长，针

对各级护士的基本情形和现实需求［４］，制订分层次的、个性化

的年度培训计划和目标，充分调动护士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

做到专科基础理论、基本操作全部扎实掌握；放射诊断、放射技

术、护理难点相关知识根据能力分层次参与培训，达到扩充知

识面的目的；教学、科研能力的培训是一个难题，也是护士最薄

弱的地方，必须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单至复杂的过程，防止护士

出现高不可攀的畏惧心理。一般通过３～４年的系统培训之

后，可以挖掘出在业务、教学、科研方面的护理人才，在任务分

配、培训方法、发展方向将出现个性化差异。培训内容是整个

教学计划的核心部分［５］，特别注重内容的合理性［６］、有效性，一

定要突出专科特色；培训方式要充分利用影像科庞大的资源库

的优势，图文并茂的教学手段，让护士在课程结束后对所学内

容有感官上的认识，从而达到深刻理解的目的［７］。同时，定期

组织放射科护理前沿知识读书报告会，了解国内外的发展动

态，以此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总之，放射诊断在职护士综合

能力培训体系的建立对提高放射诊断护士的综合能力具有重

要的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培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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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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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学教育中，医学生要想将理论知识更好地应用于临

床，要想从一名医学生转变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临床教学显得

尤为重要，其是医学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１３］。

而临床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医学生的基本临床思维。

它是医生综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结果，经过系统分析，

鉴别诊断，得出诊疗方案的过程，是分析、综合、比较、概括、逻辑

等多种思维的结合［４６］。通过对本院临床教学基地进行调查，发

现大多数医学生在询问和采集病史资料时不能很好地进行综合

分析［７８］，主要原因在于其临床思维存在不足之处。作者结合临

床教学实践体会，对如何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进行阐述。

１　医学生在临床思维中所存在的问题

１．１　重视不够　当前，社会就业压力不断提升，医学生就业也

７５４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第４１卷第３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