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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的 SWOT 分析

徐莹,任蕾,刘姗姗,曾志能,龚华松,朱俊丰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桂林　 541001)

摘要　 通过对桂林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的 SWOT 分析,探讨针对性培

养策略。 以桂林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为对象,采用自制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
运用 SWOT 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 4 个方面分析调查结果。 SWOT 分析结果显示,目前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具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和能够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是优

势;生源局限和学生科研能力弱化是劣势;生源充足是机遇;学生压力过大、导师能力参差不齐、管理

交叉等是劣势。 本文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制定合理的临床轮转计划,应强化科研能力的培养,应加

强导师队伍建设,应适当延长培养时间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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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raining professional
master′s student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XU Ying,REN Lei,LIU Shanshan,ZENG Zhineng,GONG Huasong,ZHU Junfe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 SWOT)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at Guilin Medical College,
this study explores targeted training strategi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graduate
students of Guilin Medical College through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n the training status of profess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e SWOT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is professional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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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s include high efficiency and the ability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weaknesses include limited source of students and weakened research
capabilities; opportunities include sufficient student resources; threats include excessive pressure on
graduate students, insufficient mentorship capabilities, and multipl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so on.
Based on those result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ormulation of a reasonable clinical rotation
plan,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capabilities,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orship
teams, appropriately extending the duration of education.
Keywords: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professional graduate students; training status;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alysis

　 　 随着精准医学的迅速发展,患者对疾病诊断的

准确性和时效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准确、及时的检验

结果及相应分析是临床医生做出正确诊断的重要保

证,因此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具有检验和临床实践经

验的检验医师[1],用以促进临床检验诊断学科的发

展和提升。 2014 年由教育部、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

革的意见》,标志着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育

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正式实现“双轨合一” [2]。 然

而,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人才培养方

面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本研究对桂林医学院临

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进行了问

卷调查,以了解其现状及需求情况。 目前,采用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法

研究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论

文的研究鲜见报道。 本文利用 SWOT 分析法对临床

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进行分

析,探索更加适合的培养模式,为临床检验诊断学专

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建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7 月至 2023 年 11 月,调查

对象为桂林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

生,本研究共纳入 68 名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其中男 12 人,女 56 人。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培养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和规范化培训同时开展的

意见、生活及学业压力、对科研的看法等。 问卷经过

小范围试验并修订后,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本研究共向 68 名受访者发放调查问卷,并收回

68 份有效问卷。
SWOT 分析法是科研上常用的态势分析法,被

广泛应用于各种问题的分析,该方法能够客观准确

地分析和判断事务的优势(S)、劣势(W)、机遇(O)
和威胁(T) [3]。 本文利用 SWOT 分析法对临床检验

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

析。 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A-

A�-/

�(KA

A�4�
��

�@	�0

-/5�����
-/('U-/��

�D	�+@	�
�**"�����('
.-6�+�('0

�������E��5

�+�0*

�(KA

K�A�

4805��

图 1　 研究思路图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采

用描述性分析,并以百分比(%)描述单项选择题的

回答情况。

2　 问卷调查结果与 SWOT 分析

2.1　 调查问卷结果

①所有参与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本科专业均

为临床医学,且第一志愿均不是临床检验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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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91.18%的受访者认为同时进行研究生教育和规范

化培训是必要的。 此外,76.47%的受访者认为通过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可以显著

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然而,超过 50%的受访者认

为两者同等重要,但伴随着高压和繁重的工作量等

困难。 ③85.29%的受访者认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非常重要。 ④58.82%的受访者认为在专

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科研能力没有提升或提升

有限。 ⑤导师的人品及医德医风好(47.06%)和科

研能力(32.35%)是选择导师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2.2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

的 SWOT 分析
1)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优势

分析(S)。 临床检验诊断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完成

“双轨合一”模式的教育与培训后,将同时获得以下

4 项证书:毕业证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

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4]。 由于“四
证合一”,76.47%的受访者认为专业型硕士学位更

具含金量。 当前形势下,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同时开展,只需 3 年便可完

成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定期培训任务,毕业后

即可进入临床工作。 与此同时,88.24%的受访认为

并轨培养可以大大缩短培养时间,提高培养效率。
相较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路径,临床检验诊断

学专业型硕士成为检验医师的时间提前了 13 年[5],
提高了培养效率。 76.47%的受访者认为通过临床检

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可以大大提高自

身的综合能力。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生源以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为主,这些学生有

比较扎实的临床理论基础。 目前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通过 22 个月的轮转培养,使得学生有充足的时

间在检验科学习,可以对临床检验诊断学的 5 个亚

专业(包括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基础检验、临床分

子生物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化学检验)
进行深入学习和充分实践,从而提升综合能力[6-7]。

2)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劣势

分析(W)。 本研究的受访者均为临床医学专业的本

科毕业生,这是由于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的报考条件限制其他专业的生源。 自 2013 年

起,普通高等医学检验教育的学制由五年制变为四

年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8],因此,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的毕业生无法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 大多数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是

在调剂过程中从临床医学专业转入的。 他们对检验

诊断学专业的认同感和学习积极性较低,且缺乏相

关的知识基础。 这些都是影响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利因素[9]。 8.82%的受

访者认为,在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科研能力

没有提升,而 50%的受访者认为提升有限。 临床检

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双轨合一”模式下,
需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规定,在临床科室和

检验科各亚专业进行不少于 33 个月的轮转实

践[10]。 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通过轮转相关的出科

考试和年度考核,还要参与执业医师考试、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此外,他们还要完成开题、中期

考核、撰写毕业论文及答辩等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

养的各项任务[11]。 如此繁重的培养任务使得专业

型硕士研究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连贯的课题研究,
从而造成了科研能力不足的情况。

3)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机遇

分析(O)。 91.18% 的受访者认为将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行非常必要。 在

“双轨合一”实施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养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12]。 并

轨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与住

院医师的规范化培养相同,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

和培养模式一体化。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的学员可

通过考取在职研究生提升学历和科研能力,为临床

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拓宽了生源渠

道[13]。 在“双轨合一”的培养模式下,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毕业时可以获得“四证”,这一快捷通道将吸引

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因

此招生规模持续扩大。
4)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挑战

分析(T)。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双轨合一后,专
业型硕士研究生学习任务增多(82.35%)并伴随着

压力大( 70.59%),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2.82%)认

为自己处于较大的压力状态中。 由于临床检验诊断

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要在 3 年内完成硕士研究生培

养和医师规范化培养,时间紧迫[14]。 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学习期间,学生不仅需要应对上课、参与临床工

作以及完成科研课题的压力,同时还要应对生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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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压力。 这导致学生临床轮转积极性不高,学习、科
研和实习的态度不够端正。 32.35%的受访者认为导

师的科研能力是选择导师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临

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的

开设相对滞后,导致导师队伍的人员结构和资源分

配的不合理性[15]。 长时间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导师

大多拥有丰富的临床检验经验,但这部分导师往往

存在年龄大、知识更新速度慢和科研能力较差等问

题[16]。 然而,这类导师很多已走上领导岗位,具备

充足的科研资源。 另有一些导师是拥有博士学位的

中青年,他们具备较强的科研、教学和实验指导能

力,但由于工作经历短,缺乏临床经验,并且在科室

缺乏话语权,科研资源也不足[17-18]。 另外,还有一小

部分导师并非在检验科工作,而是从事基础医学研

究[19]。 由于科研思维习惯和课题要求,这类导师往

往会给学生安排基础研究类课题,但这对于专业型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不利的。 44.12%的受访者曾经

收到过标准不同或相互矛盾的行政 /临床管理要求。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具有双重身份,既
是研究生,又是规范性培训人员[20]。 然而,在医院中,
规范性培训人员一般由继续教育管理科管理,而研究

生则由研究生科进行管理。 这就造成对临床检验诊

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管理部门不统一,管理交

叉,政策冲突现象。

3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

养的建议与对策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生源来自

于临床医学和医学检验两个不同的专业[21]。 考虑

到两个专业生源本科期间课程的差异[22],建议制定

不同的临床轮转计划,有针对性地补充因其基础不

同形成的短板。 临床医学专业生源应重点培养其检

验技术能力,而医学检验专业生源应加强其临床科

室轮岗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科研能力的培养始终是医学教育特别是医学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3]。 在能力培养重要性

调查中,受访者认为科研能力重要性(综合得分 3.5)
仅次于专业知识(综合得分 4.29)。 针对学科特点,
应加强学生的科研思维、实验操作、科研论文写作的

培养,以培养出既具备临床能力又具备科研能力的

复合型人才为目标。 提高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应
树立学生对科研的正确认识,让学生认识到作为临

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是必须

具备的能力,而且科研能力对今后职业生涯非常重

要,以此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科研的动力;另一方面,
要纠正导师的思维惯性,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培养不能遵循原有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

培养模式,而应根据学生和学科特点,结合学生的科

研能力确定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课题,并因材施教。
目前,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体系要求导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要求导师

具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选题的精准把握能力和指导

学生完成课题的指导能力[17]。 针对这些新要求,应
对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开展定

期培训和指导,以帮助导师更好地指导学生。 因此,
为了保证导师质量,各个环节应联动起来,从起始的

遴选标准到招生资格,都需要进行严格审查;在培养

过程中,应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和阶段考核管理,以提

高教师教学能力,严把师资质量关。
为适应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模式的特点,笔者建议采用双导师制,充分发挥优质

导师资源的作用。 具体方案如下:每个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由两名导师共同指导,一名为临床型导师,一
名为科研型导师,分别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指导学

生提高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设计、实施能力,从而培

养出具有科研与临床实践能力均衡的临床检验诊断

学专业型硕士。
双轨制培养要求学生在 3 年的时间内完成规培

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任务,然而学习任务繁重,
几乎没有时间进入实验室开展连续的课题研究,这
导致学生忽略自身的科研能力培养[24]。 针对这种

情况,笔者认为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时间不足。 因此,建议适当延长培养时间,让
学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高质量地完成培养环节。
尤其是科研能力的培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4　 结束语
临床检验诊断学是连接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

桥梁学科,旨在为临床诊疗及用药提供实验性的指

导。 该学科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

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临床检验医师。 因此,保证临

·842·



第 3 期 徐莹等: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的 SWOT 分析 第 37 卷

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医学

检验教育的关键。 目前,该学科的专业型硕士的培

养尚处于探索与完善阶段,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各培养基地需勇于探索与尝试,创新培养模式,
并加强检验知识与临床应用的结合,通过经验的积

累来优化培养模式,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高层次检验

人才,促进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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