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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

伴随医疗改革的深入，建立方便、快捷、高效、平价的医疗体系

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各级政府也越来越坚定地提出了关于发展

社区卫生事业的思路与要求［１３］。现阶段我国界定的社区卫生

服务是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为一体，

为居民提供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卫生服务。这既是

培养高素质的社区卫生人员的理论依据，也是为之奋斗的目

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社区卫生人员的培养显得尤为重

要［４７］。本文在调查三峡库区社区卫生人员培训现状的基础

上，初次分析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卫生人员培训的策

略与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将参与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全科医生

培训的三峡库区社区卫生人员作为调查对象，调查人数１９６

人。年龄２２～５５岁，平均３８岁；具有临床执业医师证６９人

（３５．２％），其他（技师、药师、卫生员等）１２７人（６４．８％）；具有

大专学历１０２人（５２．０％），中专７９人（４０．３％），无医学专业学

历的１５人（７．７％）；工作年限１～３３年，平均２１．３年。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回收

１９６份，回收率９８％。

１．２．１　设计问卷　利用网络、书籍、期刊等工具，系统地进行

文献检索和数据查询，了解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情况以

及关于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根据现有

全科医生培训教材内容（卫生部组织编写系列教材）设计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年龄、工龄、学历、职称等基本信息以及

对目前全科医生培训方式、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安排、理论与实

践课程所占的比例等１７个问题的看法。题型有单选题与多选

题，根据题目内容列出若干选项，要求被调查者按答题要求进

行选择。

１．２．２　明确调查目的　向被调查者讲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进

一步了解社区卫生人员对全科医学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的需

求，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性的对现有培训方法及内容进

行改进，以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与质量。要求被调查者无记

名、如实自填问卷。

２　结　　果

２．１　培训内容的评价情况　被调查者对培训课程的设计以实

用为出发点，希望增加一些技能方面的内容有全科医学基础的

理论（３４．０８％）与实践（４０．１２％）、社区预防医学的理论

（３２．０４％）与实践（３８．１７％）。希望减少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内

容有医德医风教育（５４．１１％）、医患沟通（５３．８４％）、医学心理

学（４８．０２％）、全科医疗理论（３２．１１％）、社区保健与康复的理

论（２４．４８％）和实践（２１．２０％）。

２．２　对教学形式的看法　被调查者中有３８．９６％希望以脱产

形式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培训，５９．７４％希望采取半脱产、半工半

读的教学形式，１．３０％希望采用其他方式。

２．３　需要的培训基地情况　３９．６０％的被调查者希望培训基

地是由教学医院承担，２６．７３％希望是三级医院，１９．８０％选择

附近医院，１１．８８％选择二级医院，１．９８％选择其他。

２．４　对社区卫生人员不同专业的学历层次要求情况　被调查

者中认为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时需要本科学历的专业有临床

医学（３３．０４％）和麻醉学（１７．９３％），需要专科学历的专业有医

学影像（２３．４５％）、医学检验（２９．００％）、医学骨伤（１５．９１％）、

护理 （１２．５５％）、中西医结合 （１１．００％）。医疗设备维修

（２９．９４％）、口腔医学技术（２５．２６％）和医学美容（１０．０９％）认

为只需要中专学历。

３　讨　　论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立足于社区，为居民提供综合性、连续

性保健，可解决８０％～９０％的健康问题，使居民享受到方便、

快捷的医疗保健，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患者就医的流向，并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卫生经费的上涨［８９］。本调查结果显示，社

区卫生人员队伍基本状况较好，大部分经过医学专业训练，以

中青年为主，具有一定的临床工作经验，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各

种医学知识和技能，但在观念上和社区医学知识及技能的掌握

程度与社区卫生服务需求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作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解决此问题。

３．１　更新观念，全方位设计培训课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卫生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改革卫生服务体制，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功

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对基层卫生队伍观念

更新的教育，普及社区卫生服务知识，充分认识社区卫生工作

的发展方向成为当务之急［１０１１］。从本次调查发现，社区卫生

人员缺乏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等人文素质知识，因此，在培训

课程设计上除了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保健类专业理论

和技能培训外，更应加强医德医风、医患沟通等人文教育，全面

提高社区人员的综合素质。

３．２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知识和技能向社区发展　目前

社区卫生队伍知识和技能较单一，学历层次与需求相差甚远，

与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所需的综合性知识相差悬殊［１２１６］。从本

次调查可看出，具有临床执业医师的卫生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较

低，仅为３５．２％。因此，卫生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基层社区医疗

团队的培训，可采取半脱产、半工半读等多种教学模式，使他们

对目前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补充和调整，真正成为社区群体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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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健康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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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制剂前处理岗位能力是中药专业的核心能力之

一［１２］，但传统中药专业（中药制药技术方向）课程体系中并没

有《中药制剂前处理技术》课程。本校基于重庆市和三峡库区

发展中药产业对中药制剂前处理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结合学

校自身实际，借鉴实践导向职业教育思想［３５］，对原有传统中药

专业（中药制药技术方向）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后新开了《中药

制剂前处理技术》课程。目前，该课程经过几年建设，取得了一

定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０９级和１０级

中药专业（中药制药方向）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０９级采用传

统课程体系（不包含《中药制剂前处理技术》课程）进行教学，１０

级采用重构后的课程体系（包含《中药制剂前处理技术》课程）

进行教学。其中０９级学中药专业（中药制药方向）学生７８人，

１０级中药专业（中药制药方向）学生８０人。因所有学生均为

参加全国高考入学的大专生，２批学生的年龄、性别、基础文

化、中药学基础课程及成绩、授课教师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课程定位与目标　学校根据行业调研结果，将《中药制

剂前处理技术》课程定位于中药专业（中药制药技术方向）的专

业核心课程。本课程以培养职业素质全面发展的中药制药高

级技能型人才为目标，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药前处

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具有中药制剂

前处理所涉及的药材净制、切制、炮制、粉碎、筛析、混合、浸提、

分离与纯化、浓缩、干燥、灭菌等能力，具备选择中药前处理常

用辅料的种类和正确使用的能力，具有初步的中药前处理常用

设备使用与保养能力，具有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制订生产计

划、实施生产计划、完成生产任务的能力。根据学生今后的工

作岗位职业发展素质需求，还需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综合分

析能力、自学能力、解决问题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

以及与人沟通协作能力、适应艰苦环境能力和安全环保意识，

能综合运用知识能力推动区域中药制剂前处理生产的发展。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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