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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现状、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
的合理建议，包括梳理和明确医学信息学专业学科定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完善医学信息学课程体系等，

为教育部门和各培养单位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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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的最高国

民教育形式，具有汇聚全球国家和区域优质资源的

独特优势，进而达到以人才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

发展的效果［１］。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是医学信息

学领域专业人才继续进行深造和学习的一种教育形

式。我国医学信息学教育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多所医学院校开办了医学图书

情报相关专业的在职培训，之后陆续开设了医学信

息学专业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随着信息技术在

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

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日益扩大，招

生方向不断拓展，培养体系日趋完善，培养模式呈

现多样化。

然而由于医学信息学具有交叉学科特性，其学科

归属和专业定位不明晰，并且各高等院校办学特色、

师资力量、科研方向等参差不齐，因此迫切需要梳理

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情况。为此

本文调查分析了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现状，

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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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现状

２１　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

２１１　政策环境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健康医疗
大数据发展，先后发布了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２０１６年）［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
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４７号）（２０１６年）［５］、《促进新一代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７年）［６］、《“十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
展规划》 （２０１７年）［７］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２０２０）》［８］等政策文件，明确
指出要把医疗健康和智能医疗领域的教育放在重要

位置，大力发展健康医学，促进人工智能和医学领

域结合。为此，各大院校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响应

国家社会对医学信息学人才的迫切需求，陆续开设

健康大数据与智能医学、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

学、智能医学工程、精准医学、健康数据科学、精

准医学与公共健康、计算医学、医药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等专业，致力于为健康医学信息领域培养高层

次人才，促进医学信息学高质量发展。

２１２　医学信息学的学科、专业、学位设置　学
科和专业设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办授

权，学位培养由大学自行设置。教育部 １９９７年发

布、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

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９］中，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一级学

科）门类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 （二级学

科）；生物学 （一级学科）、药学 （一级学科）、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一级学科）、中医学 （一级学

科）门类下的中医医史文献 （二级学科）和中医基

础理论 （二级学科）以及生物医学工程 （一级学

科）等学科都与医学信息学领域相关，可作为国内

综合性大学和医科大学 （学院）的硕士、博士学位

设置参考。我国高校可在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二级

学科或交叉学科，这是优化和规范学科结构，进一

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举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教育部发布的相关专业类别设置的答复中称［１０］，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于近期启动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

修订工作。

２１３　我国医学信息学相关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授权点情况　本文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ｈｔ
ｔｐｓ：／／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２２年硕士专业目
录查询”栏、教育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发布的 《学位授予单位 （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

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３］中，收集到６２所院校
７７个硕士学位的专业信息，包括硕士研究生学位点
所在院校名称、硕士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和博士学

位授权点等，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２２年我国医学信息学相关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情况

专业类别 院校 所在区划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博士点

理学 （生物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２ √
厦门大学 福建 健康大数据与智能医学 ０７１０Ｊ４ √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Ｊ７ √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Ｊ３ √
军事科学院 北京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浙江大学 浙江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青岛大学 山东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２ √

工学 （生物医学工程） 天津大学 天津 智能医学工程 ０８３１Ｚ２ √
清华大学 北京 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 ０８３１Ｊ４ √

医学 （基础医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精准医学 １００１Ｚ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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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１Ｚ１ √
复旦大学 上海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１Ｚ２ √
南通大学 江苏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１Ｚ２ √

医学 （临床 厦门大学 福建 健康大数据与智能医学 １００２Ｊ４ √
医学） 南昌大学 江西 精准医学 １００２Ｚ６ √

四川大学 四川 人工智能 １００２Ｊ２ √
山东大学 山东 计算医学 １００２Ｊ１ √
徐州医科大学 江苏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２Ｚ１ √
蚌埠医学院 安徽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２Ｚ１ 无

滨州医学院 山东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２Ｚ１ 无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２Ｚ５ √

四川大学 四川 医学信息学 （临床信息、信息

与决策、信息系统、信息标准）

１００２Ｚ８ √

医学 （公共卫生 中南大学 湖南 医药信息管理 １００４Ｊ５ √
与预防医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４Ｊ１ √

吉林大学 吉林 医学信息学 １００４Ｊ５ √
医学 （中医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中医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１ √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２ √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２ √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４ √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２ √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１ √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２ √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河北中医学院 河北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无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厦门大学 福建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无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
医学 （中西医结合）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６Ｚ１ √
医学 （药学）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药学信息学 １００７Ｚ５ √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１００７Ｚ７ √
医学 （医学技术） 北京大学 北京 健康数据科学 １０１０Ｚ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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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医药信息系统 １２０１Ｚ２ √
厦门大学 福建 健康大数据与智能医学 １２０１Ｊ４ √

管理学 （公共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卫生信息管理 １２０４Ｚ４ √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医学信息管理 １２０４Ｚ１ √

管理学 （图书情报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 情报学 １２０５０２ √
与档案管理）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情报学 １２０５０２ √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情报学 １２０５０２ √
新乡医学院 河南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１２０５００ 无

　　从表１可见我国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专业共２１
个，分属于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４个学科门
类下的１２个学科类别，见图１。共有６２所院校开
设医学信息学的硕士相关专业，其中开设中医医史

文献硕士专业的院校有１８所，开设生物信息学硕
士专业的院校有１０所，开设医学信息学硕士专业
的院校有４所。另外５所院校未设置博士授权点。

图１　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专业分属的学科门类和学科类别

２１４　区域分布　学科专业的增设与区域经济发
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是由一

定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

结构状况决定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

展对专业人才来源层次、学科门类、知识素养和综

合素质的要求。本文针对医学信息学专业所在的行

政区域和经济区划进行统计，见图２。

图２　我国各经济区域开设医学信息学

相关研究生专业的数量

　　根据统计结果开设医学信息学相关研究生专业
数量最多的是东部地区，共计开设 ３１个，占总数
的５０％，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开设了 １３
个和１２个，占比分别约为２０９７％和１９３５％，再
次是东北地区，开设医学信息学相关研究生专业６
个，约占总数的９６８％。这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医
学信息技术最为发达，产业增长迅速，医学信息人

才需求迫切。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也

是高校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动力和重要条件。因

此我国各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培养能够

运用医学信息学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医学领域前沿问

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二者相互促进

的良性互动。

２２　我国医学信息学相关专业师资队伍

２２１　总体情况　为充分了解我国医学信息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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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教育情况，本文设计了医学信息学教育发展状

况调查表，于２０２１年５月起向我国２６所高校发放，
回收了１４份含师资力量信息的调查表，见表２。

表２　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高校的师资队伍情况 （不完全统计）

培养单位 总人数 ≤４５岁 ＞４５岁 博士学位人数 正高级 （Ａ）副高级 （Ｂ） 中级及以下 （Ｃ） （Ａ＋Ｂ）／Ｃ 博士人数占比 （％）
安徽医科大学 １２ ８ ４ ５ ２ ３ ７ ０７１ ４１６７
蚌埠医学院 ２１ ４ １７ ３ ２ ８ １１ ０９１ １４２９
滨州医学院 １２ １０ ２ ４ ２ ５ ５ １４０ ３３３３
湖北医药学院 ６０ ４６ １４ ２４ １０ ２５ ２５ １４０ ４０００
吉林大学 １０ ５ ５ １０ ４ ３ ３ ２３３ １００００
济宁医学院 ２９ ２６ ３ ８ ５ １１ １３ １２３ ２７５９
南通大学 １０ ８ ２ ８ １ ５ ４ １５０ ８０００
山西医科大学 ２０ １４ ６ ５ ２ ４ １４ ０４３ ２５００
首都医科大学 ６ ５ １ １ ２ ３ １ ５００ １６６７
新乡医学院 ２０ １２ ８ ６ ４ ５ １１ ０８２ ３０００
徐州医科大学 ４６ － － ２５ １５ ２２ ９ ４１１ ５４３５
长治医学院 １７ １４ ３ １ １ ２ １４ ０２１ ５８８
中国医科大学 １４ ７ ７ ３ ４ ８ ２ ６００ ２１４３
中南大学 １７ ５ １２ １２ ６ ８ ３ ４６７ ７０５９
平均值 ２１１ １１７１ ６００ ８２１ ４２９ ８００ ８７１ ０５９ ３９１２
百分比 （％） － ６６１３ ３３８７ －　 ２０４１ ３８１０ ４１５０ －　 －　

２２２　年龄结构　统计结果显示，不少院校的师
资队伍年龄结构呈现失衡的状态，如蚌埠医学院、

中南大学的青年教师人数占比分别仅为 １６７％和
２９４１％，而湖北医药学院和济宁医学院的中老年
教师人数占比则分别为７６７％和８９７％。教师年龄
结构偏高则师资队伍总体较成熟但易缺少激情，教

师年龄结构偏年轻则师资队伍总体较有活力但易缺

乏经验。一个良好的教师团队应当是老、中、青结

合，这样才能有利于学校学科专业的继承与发展，

促进年轻教师成长。

２２３　职称水平　中级及以下职称人数总平均占
比最多，高达４１５０％，而正高级职称的教师人数
总平均占比仅为２０４１％，这说明近年来确实有不
少新进教师，但高级职称人数较少则不能很好地引

领专业发展。其中中国医科大学、中南大学、首都

医科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南通大学、

滨州医学院、湖北医药学院和济宁医学院的高级职

称与中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超过１，其他院校的比
例低于１。
２２４　学历水平　博士人数占比方面，只有吉林
大学为１００％，其次是南通大学 （８０００％）和中南
大学 （７０５９％），平均占比为 ３９１２％，略高于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校博士学位人数占比
（３８２１％），但大部分院校的博士学位人数占比未
达到教育部２０１８年的占比。

２３　硕士生教育

２３１　招生方向　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ｈｔ
ｔｐｓ：／／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和各院校官方网站发布的
２０２２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和专业目录
等信息中，共收集到６２所院校设置的７７个医学信
息学相关的硕士学位点招生方向，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２２年我国医学信息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

中医药类招生方向 个数 西医药类招生方向 个数

中医药文献研究 ２８ 组学生物信息学研究 ４７
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 １５ 医学健康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２７
中医药史 ９ 医药信息管理与精准医学 １６
中医药文化研究 ９ 计算医学与生物统计学 ８
中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６ 医院信息管理 ７
中医药信息学 ５ 药物筛选与分子设计 ６
影像数据分析与挖掘研究 ２ 医学情报与档案学 ６
中医药信息管理 ２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 ５
方剂配伍与临床应用研究 １ 医学影像信息学 ３
生物医学工程 １ 生物工程与转化医学 ２
智慧中医药创新研究 １ 虚拟手术与机器人 ２
智能医疗装备研究及产业化 １ 量子生物学与高性能并行计算 １

根据统计中医药类招生方向主要包括中医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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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研究、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等，中医药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影像数据分析与挖掘研究和智慧中医

药创新研究等方向则体现了新兴信息技术在我国传

统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新医科”背景下医

学信息学将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为中

医药的创新发展和复兴不断提供新的动能，为中医

药发展插上 “智慧”的翅膀。西医药类招生方向主

要包括组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医学健康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等。可以看出各个院校的西医药类招生方向

正在紧密结合各自专业特色，紧跟社会应用实际情

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对接市场人才需求。

２３２　所属高校及招生考试科目　从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 （ｈｔｔｐｓ：／／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和各院校
官方网站发布的２０２２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招
生考试等信息中，共收集到６２所院校设置的７７个
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学位授权点招生考试信息，包

括专业所属院校、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和招生考试

科目。在７７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中，２０２２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科目除公共课 （英语、政

治）以外，专业及综合考试科目中，只考１门综合
考试的专业有 ５４个，占比 ７０１３％；需要考试两
门，包括基础科目和专业科目的专业有 ２３个，见
表４，占比２９８７％。

表４　我国开设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学位的部分高校及２０２２年硕士招生考试科目

院校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一 考试科目二

福建医科大学 生物信息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生物信息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信息学 高等数学 生物化学

军事科学院 生物信息学 生物化学 计算机应用

北京协和医学院 情报学 情报学概论 医学信息学

北京林业大学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生物化学 普通生物学

厦门大学 健康大数据与智能医学 生物化学 分子细胞生物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青岛大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重庆医科大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综合 生物化学

华中科技大学 医药信息系统 数学 信息管理概论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信息学 数学 生物化学

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信息学 数学 生物信息学

清华大学 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 数学 生命技术专业基础综合

厦门大学 健康大数据与智能医学 数学 运筹学

天津大学 智能医学工程 数学 生物医学工程基础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信息学 数学 程序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卫生信息管理 卫生统计学 信息管理概论

首都师范大学 生物信息学 细胞生物学 Ｃ语言程序设计
浙江大学 生物信息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广西医科大学 医学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学 医学信息学

中国医科大学 情报学 信息管理综合 情报学理论与基础

新乡医学院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信息组织与检索

中国中医科学院 情报学 中医信息学 中医药文献检索

　　除外语和政治外，基础科目和专业科目可以分
为４类，见图３。其中 （中／西）医药卫生类数量最
多，其次是 （医药）信息管理与技术类，说明我国

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学位对所招收学生的要求主要

集中在这两类学科知识上，因为各个医学信息学硕

士授权点的学科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同，生物学类

和高等数学类科目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图３　２０２２年我国医学信息学硕士招生考

试科目分类及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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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博士生教育

２４１　招生方向　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ｈｔ
ｔｐｓ：／／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２１年博士专业目录
查询”栏、我国教育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发布的 《学位授予单位 （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

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中，共收集到３７所院校
设置的４７个医学信息学相关的博士学位点招生方向，
见表５。

表５　我国开设医学信息学相关博士学位的招生方向

中医药类招生方向 个数 西医药类招生方向 个数

中医药文献研究 ２６ 组学生物信息学研究 ４０

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 １０ 医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２２

中医药文化研究 ８ 计算医学与分子设计 １０

中医药信息管理与决策 ６ 医药信息管理 １０

中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５ 医学影像信息学 ８

中医疗效评价研究 ２ 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 ７

卫生经济政策研究 ２ 量子生物学与高性能并行计算 １

中国医学哲学研究 １ 人体形态学数据库研究 １

中国传统医学现代转型研究 １ 认知科学与神经信息学 １

　　根据统计中医药类招生方向主要包括中医药
文献研究、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等。西医药类

招生方向主要包括组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医学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计算医学与分子设计等，且相

比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专业的招生方向，博士学

位招生方向更趋向于医学信息学的前沿研究。在

“新医科”背景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医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是近年来的主要招

生方向。

２４２　所属高校及招生考试科目　从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 （ｈｔｔｐｓ：／／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和各院校
官方网站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招
生计划和专业目录等信息中，共收集到３７所院校
设置的４７个医学信息学相关博士学位授权点招生
信息。其中２４个授权点采用 “申请 －考核”制的
入学方式，考核内容包括英语、材料评议和综合考

核。其他２３个授权点仍采用专业科目考试，见表
６，主要考核学生专业基础和综合能力，专业基础
科目以理论考核为主。

表６　我国开设医学信息学相关博士学位的高校及招生考试科目
院校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考试科目一 考试科目二

华中科技大学 卫生信息管理 １２０４Ｚ４ 基础理论测试 专业素质与科研能力测试

北京林业大学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２ 专业综合测试一 专业综合测试二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内经或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文献学或中国医学史

浙江大学 大数据健康科学 １００４Ｚ１ 社会医学或细胞生物学或

分子生物学或流行病学

医学统计学

浙江大学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１ 生物化学 生物信息算法导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信息学 ０７１０Ｚ２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国哲学史 中外医学史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各家学说

河北中医学院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各家学说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国医学史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医史文献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４ 中医基础理论 信息科学原理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文献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国医学史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文献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１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药信息学概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内科学 中国医学史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文献学 中医训诂学或中医各家学说

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学基础 医古文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学专业基础 中医各家学说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信息学 １００５Ｚ２ 中医学综合 业务课二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医史文献 １００５０３ 中医学综合 业务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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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成效及存在
的问题

３１　成效

３１１　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　从专业数量角度以

及本文和 ２０１３年的一项同类型研究［１１］比较来看，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间我国共有培养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

研究生的高校２１所、专业２７个；培养博士研究生
的高校５所、专业５个。截至２０２１年我国共有培养
医学信息学相关硕士研究生的高校６２所、专业７７

个，同比增长１９５２４％；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高校３７
所、专业４７个，同比增长６４０％。

３１２　学科内涵不断拓展，学科布局更加合理　
医学信息学这一交叉学科目前与医学计算机科学、

生物医学信息学、卫生信息学等其他学科深入融合

发展。与医学信息学在国内起步阶段相比，目前对

医学信息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更为精准深入

的认知和把握。多年来我国医学信息学的研究生教

育学科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３１３　学科资源持续优化，学科教学日趋完善　

医学信息学学科领域发展历经数十年，各大高校相

关单位都根据各自学科优势设计和建立了培养方案

和课程体系，各单位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

教学课件、实验实训项目等教学资源密切结合 “新

医科”“新工科”的新理念和新背景，以学科建设

为平台，加强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优势资源不断集

合优化，从最初简单的信息技术和医学基础教学逐

渐演变为学科覆盖面广、学科特色明显和就业升学

选择方向广阔的教学模式。

３１４　教学改革不断推进，专业教育不断深化　

我国各医学信息学高校以教学模式的完善推进教学

范式的变革，以高水平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为主线，

以高水平教学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推动了

国家战略方针的学科改革进程。

３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２１　学科专业定位不明确　从我国医学信息学
教育整体来看，专业与学位教育名称命名不明确。

且在课程教学体系上未能形成统一规范的培养形

式，课程知识连贯性不够，有些课程之间重复率较

大，影响整体教学效果［１２］。由于医学信息学本身交

叉学科的性质，课程体系容易规划庞杂，不能很好

地体现学科特色，以至于我国医学信息学整体学科

布局难以协调规划。

３２２　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　不少高校医学信息

学相关单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有待

优化。高职称、高学历教师专业分布不平衡，正高

职称教师数量较少，不能很好地引领专业发展，且

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较低，发展潜力和科研创

新动力较弱。教学管理队伍、学生管理队伍、实验

人员数量不足，有行业背景或工程背景的专任或兼

职教师较少，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难引进、难管

理、难培养”的现象。师资队伍的专业方向较为分

散，在高校内较难形成专业合力，专业优势难以凸

显，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复合型及 “双师型”教师

较少，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方面难以和医学信息

学行业的综合发展相结合。

３２３　入学招考环节有待改进　一是各大院校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站的公开信息不全甚至缺失，考生

获取招考信息难度增大，且常常不及时更新招生人

数计划，或是存在招生方向过于笼统和含糊等问

题；二是缺少规范化命题体系，有的学科按招生方

向设置考试科目，不仅命多套考题，而且不同导师

有不同命题体系，还有的导师自行设置考试科目，

造成出题科目较多，知识面较窄，对选拔和培养宽

口径高级人才不利；三是博士生入学考试主观判定

对录取结果影响偏大，甚至导致招生考试流于形

式，继而影响学生培养质量等问题。

３２４　国际化医学信息办学发展较慢　当今医学

信息教育具有国际合作与竞争、交流与发展的趋

势。我国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的现状和规划与国际

上各大高校相关专业情况差别很大。国外较早地开

设了医学信息学课程，形成相对成熟的医学信息学

专业、学科教育体系，从而医学信息技术研究与应

用也比我国要提前。国外医学信息学教学模式较我

国更为先进、灵活。美国医学信息学教学依托教学

网站，提出ｉＳｃｈｏｏｌｓ的整合理念，搭建多学科集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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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专家、多种教学方法的平台［１３］。此外还有德

克萨斯州的医学信息素质教育指南［１４］、夏威夷大学

的医学信息素质在线学习［１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医学信息素质项目［１６］等。

除传统医疗卫生机构以外，医疗信息技术企

业、卫生信息服务机构等相关领域对人才的需求也

与日俱增。毕业生综合素质、学业成绩、学校声誉

是用人单位校园招聘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４　学科发展展望及策略建议

４１　医学信息学学科成熟的标志

医学信息学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是：有强大的理

论基础学科做支撑，有完善的学科体系；有公认的概

念体系和专有的方法论体系；在各类学科体系及学科

分类中有明确的学科地位；有完整的学科建设及人才

培养体系；医学信息学的学科活动价值与意义得到

公众普遍重视且得到强大的产业支持；研究成果得

到各界广泛认可并为其他学科提供较大的支持

等［１７］。为加快以上目标的实现提出４项发展策略。

４２　梳理和明确医学信息学专业学科定位

医学信息学相关专业的学科定位要清晰，学科

建设及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新专业设置必须适应学

科细分趋势。如果办学功能定位不明确、人才培养

目标和特色不鲜明，加上招生规模的扩大，就会导

致专业设置不符合实际需求，甚至会被逐步淘汰和

裁撤。高校自主设置医学信息学相关目录外二级学

科和交叉学科时更要梳理清楚所设置的专业与相近

学科的关系。

４３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加大研究员、教授和博士培养和引进力度，推

进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不断

加大高级职称人员数量。专门编列管理人员博士引

进计划，引导超编单位教师转岗从事教学管理、学

生管理和实验室工作。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科研教

学培训及能力提升，鼓励相近专业师资通过跨专业

进修、课程进修等方式向新办专业转岗。各大高校

的医学信息学单位都应尽快打造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师资队伍，落实整改工作目

标要求，为医学信息学学科内涵发展、转型提升提

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４４　完善招考流程各个环节

４４１　加强招生信息公开　各大院校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站的信息公开要及时、准确、全面，发布和

公开的信息质量要有保障，完善和加强院校研究生

招考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方案及力度，增加透明

度，维护考生知情权，院系专业最新介绍、师资队

伍信息更新和每年招生信息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等官方网站同步，最大限度畅通社会和考生的有

效监督渠道。

４４２　规范研究生招考命题体系　优化和完善考

试科目及内容，全面考查专业所需知识点，重点考

查医学信息数据收集、组织、分析能力以及文字表

达能力、计算机基础、医学信息基本素养，注重强

化复试中专业能力考核，综合评价学生各方面

素质。

４４３　严格研究生遴选　不断深化研究生入学考

试改革，完善多元化招生选拔机制，尝试对研究生

入学实行 “学科综合考试选拔、综合素质评定、平

时成绩审定”３者结合的遴选办法，逐步实行宽进

严出的招生竞争机制，全面部署好每年研究生招考

工作，从多方面有效保证研究生新生质量，形成科

学、严密、规范的研究生招考环节。

４５　积极与国际医学信息学教育整合

相比于国际医学信息学博士学位教育情况，我

国医学信息学博士教育正在兴起，但落后较多。要

主动搭建国际化办学载体，开展校际合作，加强学

校之间交流，选派专业人才到其他高校进行学习进

修及考察，引进先进观念与科学技术，缩小差距并

避免重复投入。另外鼓励教师到国外知名高校进行

访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及学术交流，培养单位可

以资助或举办国际或国内范围的专业学术会议，以

及课程培训、新技术培训。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模

式，医学生可借助网站平台进行自我学习，提高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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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素养。美国、德国、法国等医学信息教育先

行国家的专业建设的鲜明特点是专业定位和培养目

标比较清晰，即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医疗环境中

的应用作为专业教育的核心内容，做到真正的服务

于临床［１９］。

５　结语

通过明确学科定位、优化师资队伍、完善招考

流程等措施，同时不断借鉴国外优秀的医学信息学

教育经验，重视我国医学信息学发展，提倡改革创

新，开拓教育思路，推动我国医学信息学教育在

“新医科”背景下实现更加高效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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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Ｒ／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１２／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６４８６１ｈｔｍ．

１１　ＤｅｈｕａＨｕ，ＺｈｅｎｌｉｎｇＳｕｎ，Ｈｏｕ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８２（５）：４４８－４６６．

１２　蔡晓鸿，赵臻，解丹，等医学信息工程专业的知识体系

构建探讨 ［Ｊ］．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３，１５（２）：１３８－１４０．

１３　ＬｅｉＪ，ＭｅｎｇＱ，Ｌｉ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ｄ

［Ｊ］．ＩｎｔＪＭ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２０１６，（９２）：８－１４．

１４　Ｕ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ＬＴ： Ｔｅｘ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ｕｔｓｙｓｔ

ｅｍｅｄｕ／．

１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ＩＬＯ：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Ｏｎｌｉｎｅ［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ｈｔｔｐ：／／ｌｉｂｒａｒ

ｙｍａｎｏａｈａｗａｉｉｅｄｕ／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１６　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ｈｔｔｐ：／／ｉ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ｕｅｄｕａｕ／

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７　李后卿关于医学信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思考 ［Ｊ］．医

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０）：２－６．

１８　刘思远，胡德华医学信息学 “金课”建设模式 ［Ｊ］．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９，２８（１０）：７０－７４．

１９　宫立恒，郭晓伟，杨洁，等医疗大数据环境下医学信

息学课程体系的构建 ［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９，６

（７８）：５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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