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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影像诊断思维提升探索

李王佳 张志伟 郁仁强 吕发金 褚志刚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设备与影像技术飞速发

展，医学影像学在现代临床诊疗中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已成为各项临床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1,2]。

然而，由于非医学影像专业的临床医生缺乏相关影

像诊断基础和正确的诊断思维，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发展和开拓创新。因此，非医学

影像专业研究生实习影像诊断学的目的更应该侧

重于短期内建立正确的疾病诊断思维，为日后诊断

水平的提升打下基础[3]。

为精准提高学生实习效果，我院在实习带教的

过程中，拟尝试根据不同专业研究生的学习需求，

安排不同层次的、具有导向性的教学方案，促进非

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医学影像专

业的影像学基础知识，形成较为系统的影像诊断思

维[4]。笔者结合自身带教及科室教学模式改革的经

验，探索基于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picture ar⁃
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PACS）的导向式

分层教学模式对提高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实习

质量的思路、方法和可行性。

1 针对不同专业研究生，采用分层教学模式

在临床实习中，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在实习

影像诊断学时会面临较多问题，如学习时间较短、

影像学知识不够系统、学习目标不明确、自学能力

较差以及学习过程枯燥等。此外，非医学影像专业

研究生仅熟悉本专业疾病的影像诊断知识，基础相

对薄弱[5]，且自主阅片的实战经验较少。因此，明确

适合他们的实习教学目标，提高实习教学质量显得

尤为重要。

非医学影像专业实习教学的目标应以建立正

确的诊断思维为主，着重掌握本专业疾病的影像诊

断及鉴别诊断，了解其他专业疾病的基本影像学知

识，提升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针对上述教学目

标，采取以临床常见病、高发病为基础的病例导向

式分层教学模式，同一系统疾病制定两套实习方案

（初级、高级）。初级方案是将疾病诊断过程中成熟

的诊断思维进行分解，转变成为若干基础问题引导

读片，侧重于影像诊断思维的培养。高级方案是将

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细化，

转变成为若干专业问题引导读片，侧重于影像诊断

思辨能力的提升。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辅助解答学

习时遇到的问题，纠正诊断思路上的错误。

以临床病例为基础的导向式分层教学模式遵

循由易到难、因人制宜的原则，使不同专业、不同层

次的研究生在实习影像诊断时各有侧重，短时间内

最大程度掌握本专业常见病、高发病的诊断思路，

提升鉴别诊断能力，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2 制定初级方案，强调正确影像诊断思维的培养

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在实习期间学习自己不

熟悉疾病的影像诊断时，应先采用初级方案进行学

习，以培养正确的诊断思维为主，同时掌握相关疾病

的影像学检查技术及影像诊断的基础知识。

2.1 初级方案的制定思路 初级方案的制定和实

施主要有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梳理各专业研究生

需要掌握的本专业常见病及多发病，同时将诊断过

程中常用的基础影像学知识进行模块化总结；第

二，在PACS系统上挑选适用于教学的典型病例，建

立初级病例资源库；第三，高年资医师阅读病例影

像资料，将诊断过程步骤化，从阅片前准备、检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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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解剖结构、病变的影像特征、可能的临床诊断及

诊断依据等方面设置多个问题并附参考答案，使之

能够引导学生有序地对病例进行分析和诊断；第

四，学生在学习病例时，根据引导问题进行读片，对

存在的问题可参考常用的影像学基础知识及教科

书解决，逐步培养独立的阅片习惯。

2.2 初级方案的实施案例 以肺结节的CT诊断为

例，学生打开患者的CT图像后根据引导问题开始读

片：第一，阅片开始前需要准备什么？学生应该打

开并阅读检查申请单，核对患者的姓名、性别、年

龄，了解相关病史，明确检查目的。第二，该患者所

采用的检查技术是什么？学生应该查看患者所有

的图像，学会识别CT检查中的平扫以及增强扫描的

动脉期、静脉期和延迟期等图像及其用途。第三，

不同CT检查技术图像的阅读顺序是什么？学生应

该先浏览平扫图像，后浏览增强图像，以确定有无

病变及病变所在的位置，了解病灶的强化程度和方

式，同时应掌握CT图像上“窗”的概念及其用途。第

四，在CT图像上应观察病灶有哪些特征？学生应该

按照以下顺序观察结节特征，包括形态、大小、密

度、边缘、边界、周围结构改变以及强化特征等。最

后，本例肺结节的影像特征及初步诊断是什么？学

生应该总结自己观察到的影像特征并作初步诊断。

学生独立学习后，可参照参考答案及相关知识点巩

固基础的影像学知识，梳理自己的阅片过程，总结

肺结节诊断的正确思路，纠正回答错误的知识点，

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

除了练习指导教师准备的典型病例外，学生还

可利用 PACS系统上的病例进行扩展学习，提高实

践技能。同时，带教老师为同学们解答各种疑惑，

帮助同学们更快地建立良好的诊断思维。

3 制定高级方案，强调影像诊断思辨能力的提升

对于对本专业疾病影像诊断基础较好的研究

生，实习期间应采用高级方案进行学习，以拓展本

专业疾病诊断及提升鉴别诊断能力为主要目的。

3.1 高级方案的制定思路 高级方案的制定和实

施主要有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梳理各专业研究生

需要掌握的本专业常见病中的不典型病例，同时梳

理因表现相似而需要鉴别的各种疾病；第二，在

PACS系统上挑选适用于教学的各种病例，建立高级

病例资源库；第三，高年资医师阅读病例影像资料，

将诊断过程步骤化，着重从不典型病例影像表现的

识别、鉴别诊断关键点等方面设置多个问题并附参

考答案，使之能够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对病例进行

分析和诊断；第四，学生学习病例时，可根据引导问

题进行读片，对存在的问题可参考拓展资料，逐步

提升影像诊断思辨能力。

3.2 高级方案的实施案例 以肺部肿块样病变的

CT诊断为例，学生打开患者的CT图像后首先完成

初级方案中涉及到的基础问题，然后根据高级方案

中的引导问题进行读片：第一，该病变属于什么类

型病变？学生应列出各种肺部基本病变类型，确定

本病变为肿块。第二，该种类型病变的常见疾病有

哪些？学生应列出几种与之表现相似的疾病，如肺

癌、炎性假瘤、肺转移瘤等。第三，列出两种或多种

最需要与之鉴别的疾病CT特征。学生应分条列出

需要鉴别疾病的影像学特征，如形态、密度、边缘、

边界、强化程度和强化方式以及周围结构改变等，

通过对比寻找差异。最后，本例病变的最终诊断考

虑什么？学生应总结自己观察到的病变特征并进

行鉴别，做出倾向性诊断。学生独立学习后，可参

照参考答案及相关知识点对自己的阅片过程进行

梳理和纠正，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不断地深入辨别，加深对本专业疾病的认

识，提高疾病影像鉴别诊断思维能力，为提升专业

水平打下基础。

4 基于临床病例的问题导向式分层教学模式的优势

基于临床病例的问题导向式分层教学方法的

核心是“以临床病例为基础，以系列问题为导向”引

导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自

主学习。由于学生的专业各不相同、层次参差不齐，

所需掌握的影像学知识不同，很难形成统一的培养

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基于临床病例的问题

导向式分层教学方法有以下优势：①根据不同专业、

不同层次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的学习需求及其

对影像诊断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选择个性化的教

学方案，注重引导和培养成熟的影像诊断思维，有

针对性地提高影像诊断的素养和能力。②将传统

的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

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更加灵活地进行自主学习，充分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积极性[6]。③以问

题为导向的分层式教学方法使学生在问题的指引

下，巩固基础的影像学知识，寻找相关疾病的诊断

依据及鉴别诊断要点；同时还可以通过查阅文献、

翻阅影像资料、对照分析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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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对疾病影像表现的理解，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④PACS系统上病例真实、数

量多、种类丰富，学生可自由查看，反复实践，不断

丰富阅片的实战经验，提高影像诊断能力[7]。同时，

还可进行各种后处理，从而更加清楚地显示正常解

剖结构和病变的空间层次、结构和毗邻关系，降低

学习难度，提高影像诊断学的学习效率。⑤此引导

式的教学模式比较开放，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中可

能会遇到各种疑难病例，从而提出更多疑问，促使

带教老师不断学习，巩固和更新知识，对学生的问

题给予有效的指导和点评[8]，真正意义上实现“以学

论教、教学相长”的目标。

5 实施过程中对教师的要求

基于临床病例的问题导向式分层教学模式的

实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带教老师需

要了解不同临床科室的常见病、多发病，熟悉相关

疾病的临床表现、常用的检查技术、影像学特征及

需要鉴别诊断的疾病；同时还需要了解不同专业、

不同层次的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的实习需求，以

便更好地规划示教课程。其次，在开展教学工作

前，教师应对教学内容完全掌握和理解，依据教学

重点及难点合理选择典型的临床病例，并注重影像

学、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等多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与

交融及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注意基础知识与临

床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学生角度出发依据正确

的诊断流程逐一设置问题并进行系统解答[9]。再

次，由于该教学模式需纳入不同系统疾病的临床案

例及教学方案，这就需要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进行充分的教学前准备，还对教师自身专业水

平、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最后，该教学模式需要教师挑选出思维缜密、逻辑

性强、不能超出临床教学大纲的临床案例，同时需

要具备较好的团队协作能力，不断完善和修正教学

方案，以提高研究生的学习兴趣。

6 导向式分层教学开展实施情况

尽管本院目前尚无完整的教学实践成效数据

资料，但在调查上课教师及学生对此教学模式的反

馈结果中显示，90%以上的教师表明采用此教学模

式的研究生课堂气氛明显活跃，师生互动密切，学

生发言积极，思维活跃，课堂效率高。80％以上的

同学认为，该教学模式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

高了自学能力，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更利于

形成系统的影像诊断思维。此教学模式由浅到深，

使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能

够在短时间内掌握本专业常见病、高发病的诊断思

路，提升鉴别诊断能力，达到最佳实习效果。

7 总结

要想提高非医学影像专业研究生影像诊断学

的实习质量，就要结合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影像基础

知识的储备情况，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注重对常

见病、多发病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思维能力的培

养，为后续工作中自我学习打牢基础。通过采用基

于临床病例的问题导向式分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

和发挥 PACS海量病例存储优势，将诊断思维问题

导向化，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注重理论知

识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运用成熟诊断思维和影像基

础知识提高疾病诊断的水平和能力，从而培养出具

有较高理论和实践能力的研究生，从而更好地胜任

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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