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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产生的循证医学使临床医学研究

及临床实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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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临床流行病教学组首先提出了循证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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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循证医学强调

的是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可获得的最好的临

床研究证据!同时将临床医师个人的临床实践经验与

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

将三者充分结合起来!制订出每例患者最佳的治疗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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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教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中一个重要

的环节!循证医学教育的开展尤为重要#血液科因专

科性强!肿瘤患者居多!疑难重症多!诊断及治疗均较

复杂!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日新月异#因此!循证医

学在血液科临床实习教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将循证医学应用于临床教学中!并指导学生实

施于临床实践中!有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培养学生科学的医学观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避免被动接受知识的旧模式!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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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教育在临床实习教学中的研究

!!

传统的临床实习教学以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为主!

即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和经验!学生被动接受!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学生的创新思维难以被激

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实践也相继转变为循

证医学模式!随之引入循证医学概念的教育模式逐渐

受到广泛重视#血液内科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学科!

由于学科的自身特点!尤其强调循证医学!其教育模

式也逐渐发生转变#有研究)

A

*显示!在临床见习生及

实习生中!在校期间选过循证医学课程的学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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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循证医学对临床工作有帮助的占
((D

!

且随着接触临床实践越多比例越高!在实习医生中超

过
B.D

的人愿意重新学习循证医学#这充分体现了

循证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在实施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教育的同时!需大力倡导循证医学教育#

循证医学的教育模式不同于传统医学教育模式!

它以临床问题为核心!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及方法#即

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最好

证据!结合临床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所得证据并且正确

应用分析结果来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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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对循证医学教育的重视!经过多

年的医学教育实践!多项相关的研究均提示循证医学

教育在临床实习教学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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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科临床实习医生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试验

组在传统代教的基础上引入循证医学!发现实习后试

验组的专业理论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以及专业英语考

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另外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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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引入循证

医学进行教学查房使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有显著提

高!

IJ0BD

的实习生认为循证医学查房形式能提高实

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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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习生认为锻炼了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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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习生认为提高了独立诊治疾病的能力#循

证医学教育的实施!能够使得医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

中摒弃传统的经验医学教育!接受更加合理和科学的

临床思维模式!使其从学生阶段就种下循证医学的种

子!这样才能提高医学生的专业素养!更好地为患者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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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教育在血液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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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引入和实施已经为临床实践带来了

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作为教学医院!肩负着培养医学

生的重任!应该将
4$=

的思维模式积极地落实到临

床实习教学中!指导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寻找"发现问

题!并通过循证的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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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和更新
!

进入临床实习阶

段的医学生!已经完成了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但由

于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尚未与临床实践结合!大部

分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是被动的"模糊的!并且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知识更新速度较快!故学生

对于医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并不完善#血液内科疾病

以肿瘤性疾病为主!是高度依赖细胞形态学"免疫学"

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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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门学科!同时肿

瘤性疾病的危险度分层!诊疗方案的制订!残留病检

测以及靶向药物治疗!更是在快速的更新中#以急性

髓系白血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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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指南以每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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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

速度更新!而淋巴瘤相关的知识更新更为迅猛!新的

靶向药物层出不穷!骨髓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

疾病亦是如此#因此!血液内科的临床实习中!学生

对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尤为重要#故在血液科临床

实习教学中!应不断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充分与临

床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起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同

时应向学生灌输不断更新知识的理念!这样才能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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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循证医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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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循证医学教学方法!锻炼临床思维能力
!

循证医学教育的本质是一个高效的终身学习和主动

学习的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循证医学教学模式与传

统医学教育不同!变传授知识为教会实习医生学习!

变一次性教育为终身教育!变死学为巧学!使实习医

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求索!充分调动了实习医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实习医生的自学能力和创

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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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包括
A

个步骤%$

+

&确定问题'

$

-

&寻找回答问题的最佳证据和资料'$

(

&评价证据的

准确性及可使用性'$

&

&在临床上实施结果'$

A

&对工

作进行评估)

I

*

#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带教教师应以.问题/为中心

展开教学内容!结合临床病例!提出并确定问题!寻找

解决问题的证据!分析解决办法的客观性及可实施

性!结合教师的个人临床经验及患者的自身意愿!和

学生一起制订治疗方案!并分析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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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急性

白血病为例!精准的诊断分层即意味着精准的个体化

治疗#那么如何对其进行精准的
=7G=

诊断及危险

度分层1 此时应指导学生根据最新的诊疗指南!完善

相关检查$骨髓形态学"免疫分型"细胞遗传学"分子

生物学检查&!一步一步明确该患者的白血病类型"危

险度分层"是否有特殊的遗传学改变等等'对患者进

行精准诊断后!结合当前的循证医学证据进行分层治

疗!为患者制订精准的治疗方案#

在实习教学过程中!正确的临床思维能力培训也

必不可少!这同样基于循证医学模式#例如!一例病

史十余年的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近期随

访发现血细胞减少!骨髓原始细胞增多!符合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此时应向学生提出问题!该患者当前

的病情转变是由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转化而来!

还是患者既往的病情存在诊断不当1 教师指导学生

思考问题并通过寻找循证医学证据解决问题#经过

学生对相关文献和病例报道的学习!发现临床上确有

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转

化的病例#因此!通过这样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让实习医生逐渐得到了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在

今后的临床实践中!学生遇到问题学会用循证医学的

思维模式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凭借个人经验盲目

的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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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获取循证医学资源的能力
!

医学知识的更

新是迅速的!实习医生仅仅依靠课堂上学习的内容不

足以很好地完成临床实习过程!一名医学生必须具备

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最新的医学知识的能力!这也是循

证医学模式下所有医疗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带教教师应指导学生了解本专业

相关的期刊"杂志"指南!教会学生怎样使用各种数据

库检索"查阅相关文献!使他们在完成学校教育后能

够在工作中继续延伸医学教育!具备主动获取知识的

能力#

循证医学的迅速发展已经给医疗工作和医疗行

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并将继续在医疗决策和行为中

发挥持续而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学医院带教教师应

该自觉地把这一教育理念贯彻落实到临床实习教学

中!让学生能直接参与运用循证医学模式!在临床实

践中寻找"发现问题!并通过循证的方法解决问题!更

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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