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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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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要求所培养

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还需有熟练的临床技能和临床

思维#但医学本科教育仅是基础教育#无法满足临床工作的需

要)因此#进一步的学习与提升已成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不可

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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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国医学研究生招生与培养的主要方向是学

术型研究生(

1%%/

年后国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医学

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进行了调整#逐步开设和加大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招生比例#以期培养出更多具有较强临床实践与

科研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1

'

)目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已经成为研究热点)我国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

思路是逐步实现-精英.教育)将现有的
4

年制*

-

年制临床医

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转变为-

4k'kf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

式)其中#

4

为
4

年制本科教育#

'

为
'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或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需年限#

f

为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或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需年限)

笔者拟检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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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录在中国知网的与临

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关文献#并实施文献计量学分

析#揭示相关文献的增长特征*作者状况*期刊和机构分布等信

息#期望能够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及其研究提供

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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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收集与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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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收集
!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使用下列检索路径收

集相关文献!-主题
=

临床医学.并-主题
=

专业学位.并-主

题
=

研究生教育.#收集文献的时间跨度为
1%%4

年
$

月
$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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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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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方法
!

运用
5c<AE

和中国知网的可视化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对论文产出年代及学科分布*地区和机构产出*

文献发表的期刊*文献获基金资助情况*文献作者与论文合作

情况*关键词及文献互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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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有关文献的文献计

量学特征进行探讨)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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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产出年代及学科分布
!

本文检索到有关文献合计

$00

篇)剔除-新闻*招生*学校*学位点*大事记*书讯.等无关

资料后#获得
$'4

篇可用文献)整体来看#从-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教育.为主题文献的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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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年度文献产出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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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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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4

篇文献的总参考数为
'(%

篇#篇均参考数为
1&/(

#参考文献数

量偏少)总被引用次数为
01'

次#篇均被引
'&$'

次#被引偏

低#但
1%$1

!

1%$0

年为引用高峰年度#年度引证文献均达
)%

篇以上(总下载数
$/('/

次#篇均下载数
$0-&)(

次)在论文

产出年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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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超过
)

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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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平均为
$%

篇"年#

1%$1

年后达到
14

篇"年以上#呈现递增态

势)这可能与国家+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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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出台和
1%$0

年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改革工作推进会的召开有关)

$'4

篇文献中#

-'

篇发表在医药卫生类期刊上#占文献总

量的
40&%-_

(

4)

篇发表在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类期刊上#占

文献总量的
0$&0/_

(在经济与管理类期刊和文史哲类期刊上

分别发表
1

篇文献#各占文献总量的
$&0/_

(在政治军事与法

律类期刊和理工
9

$数学物理力学等%类期刊上分别发表
$

篇

文献#各占文献总量的
%&-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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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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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指标和总体趋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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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机构产出分析
!

第一作者单位排名前
4

位的地区

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陕西$图
1

%)

$%-

位第一作者共

来自
/(

家单位#按照单位机构性质可分为高等医学院校*医

院*科研院所三大类(其中#高等医学院校所占比例最高达

41&/_

#第四军医大学$

0&$_

%*上海中医药大学$

'&0_

%*福建

医科大学$

'&0_

%*南方医科大学$

1&-_

%和复旦大学$

1&-_

%

分列前
4

位(此外#医院约占
0'&/_

#科研院所约占
'&0_

)因

此#高等医学院校和医院$合计
()&)_

%是研究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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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发表期刊分析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西北医学教育,+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中国中

医药报,+中医教育,+华西医学,是刊载该领域文献的
-

种主要

期刊#其刊载的文献占总数的
01&1_

#但只有+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属于中文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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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第一作者地区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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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获基金资助情况
!

获得基金资助文献仅为
4

篇#占

文献总量的
'&-%_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篇#省部

级基金项目资助
1

篇#厅局级基金项目资助
$

篇#行业协会基

金资助
$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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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作者与论文合作情况分析
!

有
$%

位作者$汪玲*蔡

志华*史亚飞*潘华峰*陈地龙*连铸淡*任金玲*严艳*李先强*

邹菁%发表了
'

篇论文)作者总人数
04$

人#论文总篇数
$'4

篇#合著数
$%)

篇#文献的合作度为
'&'0

#合作率达到
-/&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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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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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作者数及论文合作情况

作者数$

'

% 论文数$

'

% 合作论文百分比$

_

%

$ 1/ %

1 1' $-&%

' 1)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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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O

!

关键词及文献互引网络分析
!

本文通过分析关键词共现

关系来揭示热点问题)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
0

个热点#即培养计划*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监控与评价)这
0

个热点涵盖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关键环节#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逐步规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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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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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果表明#我国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及

其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有关理论*学

术交流和探讨上还有一些问题)

根据美国国家医学考试委员会的观点#病史采集*体格检

查*临床诊断等
(

个方面的临床能力训练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培养的核心&

0

'

)如何根据以上要求#在评价与考核机制*课程

内容和形式*临床技能和科研能力*医德与创新能力等方面进

行深入和科学的研究#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既能与住院医生

规范化培训无缝衔接#在临床能力训练方面满足甚至高于住院

医生规范化培训的要求(又能区别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加强

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

4.)

'

)

国家卫计委最近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进行了调整#

由原来的
1/

个月提高到
''

个月)如何根据这一新的变化合

理调整研究生的教育教学#实现各教学环节的紧密衔接#这需

要教育*卫生主管部门及高校和教学医院在-医教协同.上做好

整体设计#并建立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有效的保障举措)

在国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基本框

架下#探讨如何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

各高校不同的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寻求-标准化.要求下的

-特色化.培养与发展路径#使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既

能达到国家的整体要求和基本标准#又能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

和人才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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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缺乏锻炼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

因#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一个主要

风险因素#促进锻炼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医学生

即将面临高应激的工作环境#他们的锻炼习惯和健康状况既关

乎自身发展#又关乎整个社会的健康利益#因此关注并促进医

学生的锻炼和健康状况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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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锻炼机制研究中#情绪长期被视为锻炼健康收益的一部

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情绪是锻炼的重要动机#能够有效地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4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08T8$'

%)

!

作者简介$邢峰$

$(-)Y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运动心理学方面研

究)

!

#

!

通讯作者#

5.IB#E

!

cC

L

<

^

%%-

#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