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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脑血管病专科研究生培养教育

韩 聪 段 炼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日益增加[1]。无论是从临床需求的角度，还是从科学

研究的角度，脑血管病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已经成

为神经外科学研究生教育的重中之重。神经外科具

有亚专业分类多、专业性强的特点，而其中脑血管病

专科研究生又需要面对内科治疗和外科干预的双重

学习，如何提高脑血管病专科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直

接影响到脑血管病专业的未来发展[2]。本文总结我

们针对于此类研究生的培养经验。

1 打破固有的培养模式，启发研究生创新性思维

既往的培养模式里，许多研究生在没有明确研

究方向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进行基础课和选修课

的学习。当所有的课程学习完毕之后，往往对今后

几年的科研方向没有明确的认知，需要等待导师指

导研究方向。在明确研究方向后，通常需要再重新

学习跟此方向有关的基础知识，很多时候甚至需要

重新学习基础课程的相关内容。这种学习方式是被

动的，一方面浪费了进入临床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不

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性思维。我们现行的做法是

建议学生在进入基础课的学习之前，让学生先在临

床上对脑血管病的基本知识和典型病例有一些感性

的认识，激发学生对脑血管病某一领域产生深入探

索的兴趣，合理引导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让他们

带着问题进入基础课的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思考所

学课程对下一步的临床和科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如

何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以后的临床实践。

这样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有利于他

们对未来几年的学习有更详尽的规划。

2 鼓励脑血管病共性导向的交叉融通，培养交叉学

科的科研能力

近几十年来，脑血管病的科学研究一直是神经

外科学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很多研究难题的突破或

创新成果的取得，都需要其他学科新技术和新设备

的推动，并且在多学科交叉、融通、综合的过程中寻

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关键。我们发现，掌握一门交

叉学科的基本知识，对于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和科研

水平、培养多角度全方位思考问题的能力十分重

要。近年来，我们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

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在细胞培养、动物模型制作、生

物信息学分析、流体力学模型建立、多模态影像数据

融合等方面的技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学生

在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将很多看似无关的技术

和成果与脑血管病的研究相结合，从全新的角度分

析和解决了很多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3 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训练高超的写作技巧

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科研道德是研究生必

须具备的品德之一。严谨的科学作风体现在每个实

验步骤和每个数据的记录上。只有养成一丝不苟的

科研作风，才能得到可重复的、令人信服的结果。研

究生教育阶段是学生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如果在

这个阶段就对研究数据和结果的客观真实性不重

视，很容易对今后一生的科研生涯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在研究生开题、中期考核、结题等时间节

点上，首先提醒学生注意的就是数据的客观真实性

和可重复性。此外，科研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有些实验结果并没

有达到预期，有些数据分析之后并没有临床意义。

当临近中期考核和毕业等时间节点时，对良好结果

的渴望有可能会诱导在读研究生出现想要造假或者

修改数据的想法，导师应该及时的发现这种苗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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