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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读中国台湾地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体系的培训内容、日常运行、考核方式、质量保障

以及管理体系，与中国大陆地区放射科住院医师培训制度进行比较，探索易于借鉴的经验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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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由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

住培）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专培）［1-2］组成，中

国台湾地区的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包括毕业后一般医

学训练计划和专科医师培训［3-8］。目前已经有文献比

较中国大陆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放射科医师培

训体系［9-16］，但尚无与台湾地区的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解读台湾地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

的内容、方法、考核，以及管理体系，结合大陆地区放

射科住院和专科医师培训制度的现状，探索易于借鉴

的经验与理念，以期为大陆地区培养优秀的放射科医

师提供参考。

1 中国台湾地区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

1 .1 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  在 2003 年非典型

性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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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台湾地区七年制医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专科

医师培训，但因专科医师过于偏向本专科的局限性、

缺乏综合诊疗能力的短板凸显，在SARS之后，中国台

湾地区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推行了毕业后一般医学

训练计划（post graduate year，PGY），要求医学生在 7

年制教育后必须接受为期 1 年的医学通科培训，形成

了“7+1”模式。随着中国台湾地区首届 6 年制医学

生的毕业，这一模式在 2013 年更改为“6+2”模式，即

医学生在 6 年制教育后需参加并通过中国台湾地区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医师证书和限制性执业执照，

随后必须接受为期 2 年的一般医学训练计划并通过考

核，方可获得医师行医执照，训练计划安排见图 1。

 PGY 1 1 2 3 7 5 6 7 8 9 10 11 12

不分组 内科 外科 儿科 妇产科 急诊 社区医学 选修 

PGY 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不分组 内科 外科 急诊 老年医学 选修

内科组 内科 社区内科 急诊 老年医学 选修

外科组 外科 社区外科 急诊 老年医学 选修

儿科组 儿科 社区儿科 急诊 老年医学 选修

妇产科组 妇产科 社区妇产科 急诊 老年医学 选修

1 .2 专科医师制度  中国台湾地区的专科医师制度

发端自 1986 年，2010 年起确定了包括内科、外科、儿

科、妇产科，以及放射诊断科等 23 个培训专科。完成

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并获得医师行医执照的医师

具备申请专科医师培训的资格，在各专科分别需要接

受 2~6 年的专科医师培训，在专科医师培训完成后才

能取得由中国台湾地区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各专

科医学会共同颁发的专科医师资格，从而具备从事专

科诊疗工作或开设诊所的资格。

2 中国台湾地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体系

2 .1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内容对比  中国台

湾地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体系要求医学生首先

完成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无论毕业后一般医学

训练计划选择何种分组，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均

需要 4 年完成。

依据中国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所制定的放射诊

断科专科医师培训课程，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

主要项目包括放射生物学、一般放射物理学、放射影像

解剖、对比剂与放射科常用药物、针刺预防与处理、

无菌观念、医院电脑资讯与影像存取应用、CT简介、

MR简介、超声简介、静脉注射肾盂造影、钡剂造影、入

职培训和急救培训。培训核心课程包括影像技术课程

（一般X线放射学、乳腺X线、CT、MR、超声医学、

血管造影和介入诊疗）、亚专业课程（神经放射学、肌肉

骨骼关节放射学、泌尿生殖放射学、儿童放射学、肝胆

胃肠放射学、胸腔放射学、急诊放射学和骨质密度检

查学）以及选修课程（核医学科、病理科和放射肿瘤科

等）。

影像技术课程随着培训年限的增长逐渐丰富，培

训第 1 年以放射基础知识、X线和CT为主；第 2 年起

加入超声、MR和血管造影的内容；第 3 年起增加介

入诊疗的内容。第 1 年更注重放射基本知识体系的构

建，第 2 年至第 4 年的培训内容以影像各亚专科课程

为主线，各影像技术内容分散在各亚专科之中，更有利

于医师认识同一疾病在多种影像技术下的表现，符合

临床影像诊疗的实际应用。此外，培训第 4 年需要担

任住院总医师，培训科际沟通与协调。

2 .2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日常运行  中国台

湾地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各项核心课程的基

本培训方式包括讲授、操作、影像判读、报告书写和基

本临床研究等，并完成病例数量目标。培训期间对于

学术活动的参与频率有明确的要求，包括科内的读书

报告或病例讨论、教学或影像研讨会、多学科病例讨

论会和放射诊断相关的专题演讲等。同时，需要参与

中国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月会、年会以及国际放射

医学会年会，完成学术会议发言和学术论文发表的要

求。中国台湾地区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规定所有参

与专科医师培训的医师均需要完成公共的医疗品质课

程，包括病患照护、医学知识、临床工作中的学习与改

善、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专业素养和临床工作六大核

心胜任力的培育。中国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要求所

有参与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医师必须完成医学

物理基础教育系列课程和骨密度基础教育系列课程。

2 .3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考核方式  针对参

与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医师，考核方式包括

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平时观察、同侪和医护人员意

见，以及模拟测验等，从而确切了解医师是否达到培训

目标。在培训期间，至少每半年评估 1 次医师的六大

核心胜任力并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完成培训后，必

须参加中国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组织的专业考试，

图 1  中国台湾地区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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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能够独立执业的专科医师资格。

2 .4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质量保障  针对放

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指导医师，要求明确建立教

师培育制度、教师进修奖励办法。指导医师用于培训

指导的时间不得少于每周 8 小时，技术指导及教学不

得少于每周 4 小时。科室每 5 年至少发表 1 篇学术论

文，每 5 年至少参与 1 次学术发言，每 3 年至少获得 1

项研究基金。中国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每季会举办

统一的阅片测验，评估各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此外，

还会以医师面谈形式评估对医院各项设施、对科内师

资阵容和对教学内容及方式的满意度。

2 .5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的管理体系  中国台湾

地区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放射线医学会每年都会

实地访视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的执行情况。

这一考评机制关注培训计划的宗旨与目标，包括培训计

划执行架构；专科医师培训教学医院条件：主训医院资

格、合作医院资格、联合培训计划；住院医师政策：接受

指导、值班时间，工作环境，责任分层及渐进；教师资格

及责任：主持人、教师、其他人员；培训项目、课程和执

行方式：培训项目、核心课程、临床培训课程设计、临床

培训项目与执行方式；学术活动：科内学术活动、跨专

科及跨领域教育、医疗品质课程；教学资源：临床培训

环境、教材及教学设备；评估机制：住院医师评估、教师

评估、培训计划评估。考评结果直接与招生挂钩，每年

都会根据计划评估总分和排名调整各机构的招生人数。

3 比较与思考

大陆地区放射科住培包含 3 个月的临床培训，培

训内容介于中国台湾地区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和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之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

地区放射诊断科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比较见图 2。同

时，超声医学科单独设置了专业，而中国台湾地区超声

医学科被包括在放射诊断科内，中国台湾地区放射诊

断科培训与大陆地区放射科培训比较见表 1。

3 .1 专科选择关口可适当调整  放射科与其他临床专

科区别较大，凸显了专业选择前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中

国台湾地区医学生毕业后必须参与一般医学训练，在充

分了解各科室的临床环境等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根据医

师的个人兴趣和实际情况再选择专科方向。此时的医

师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临床经验，对专业的热爱度和忠诚

度更高。在大陆地区，虽然医学生在住培之前应当已经

参与过临床实习，但由于考研等各类压力存在，实习的

质量堪忧。住院医师在确定专科方向之前，可能对于临

床实际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同时，由于培训期间的专科

倾向性更高，导致个人综合能力相对薄弱，不利于医师

的全面发展。因此，未来可能需要改进医学生实习、住

培和专培的衔接机制，适当调整专科选择关口。

3 .2 医师通用胜任力教育值得重视  中国台湾地区

医师在医学院教育、一般医学训练计划以及专科医师

培训期间均需要接受通识课程教育，在专业知识之

外，着重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社会关怀、国际视野、独

立思考和终身学习等能力。目前大陆地区的住培虽然

也开展了综合知识、重点传染病防治的课程，但仍然难

以满足职业素养、沟通合作、教学能力和学习能力等软

实力的提升需要［17-20］。因此，未来可能需要开发更多

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加强医师通用胜任力的培养。

3 .3 同质化放射科课程体系有待开发  中国台湾地

区放射线医学会开设了医学物理基础教育系列课程和

骨密度基础教育系列课程，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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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诊断科专科培训

（第 3 年至第 6 年）

放射科住院医师

放射科专业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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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放射科医师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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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统一的放射基本知识体系。目前大陆地区放射

科住培提出了培训内容要求，但并没有统一的课程体

系，各地区放射科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不一［17-20］。因

此，未来可能需要开发统一的放射科培训课程，推动各

地区放射科医师培训同质化。

3 .4 科研能力培养要求应持续提升  中国台湾地区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明确提出了学术论文发表和

学术会议发言的要求，而大陆地区放射科住培对于科

研能力的培养则以鼓励为主，未做出硬性要求。这可

能还是为了适应目前各地区放射科住培质量差异较大

的事实［17-20］。不过，有条件的专业基地还可以提出一

定的科研要求，以适应未来更高层次的需求。

3 .5 严格培训质量管理并动态监测  中国台湾地区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计划每年都要接受考评，得

分会直接影响招生数量。同时，接受培训的医师每季

都要参与统一的阅片测验，作为医师和计划培训质量

的评估指标。目前大陆地区住培已经开始开展再认证

制度尝试，但严格动态的培训质量监测机制及与招收

的关联仍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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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放射诊断科医师培训比较

项目 中国台湾地区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培训 大陆地区放射科住培制度

培训目标 培养能维持及提升放射线诊疗水准的优秀放射诊断专科医师 培养具有相当于本专业高年资住院医师水平，能独立、规
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

总体模式 “6+2+4”模式 “5+3+3”模式

学校教育 6 年制本科 5 年制本科为主

参与资格 完成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 医学高校毕业生

临床经验 2 年一般医学训练计划经验 可能有 1 年临床实习经验

主管机构 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

培训年限 毕业后第 2 年可完成一般医学训练计划
毕业后第 6 年可完成放射诊断科培训

毕业后第 3 年可完成住培
毕业后第 6 年可完成专培

六大核心胜任力目标 病患照护、医学知识、临床工作中的学习与改善、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专业素养、制度下的临床工作

职业素养、专业能力、病人管理、沟通合作、教学能力、
学习提升

培训内容 临床能力：影像诊断（X 线、CT、MR、超声）、介入诊疗
学术活动：读书报告或病例讨论 1 次 / 月，教学或影像研讨会 1 次 /2 周，

多学科病例讨论会 1 次 / 周
科研能力：参与中国台湾地区放射线医学会年会2次 /3年、月会7次 /年，

学术会议发言 2 次 /3 年，学术论文发表 1 篇
公共课程：专业伦理、病人安全、医患沟通、循证医学、感染控制及其

他医疗品质课程
专业课程：医学物理基础教育系列课程、骨密度基础教育系列课程、每

季阅片测验

临床能力：影像诊断（X 线、CT、MR、超声、核医学）、
介入诊疗

学术活动：读书报告或病例讨论 1~3 次 / 年，多学科病
例讨论会 1~2 次 / 年

科研能力：翻译专业英语综述 1 篇，鼓励完成 1 篇综述、
    个案报道或原著性论文；合并硕士学位培养者需完成
    相应要求
公共课程：综合知识、重点传染病防治
专业课程：无相应设置

病例数量 X线1 000例、乳腺X线120例、造影500例、超声200例、CT检查400例、
MR 检查 200 例、介入诊断 200 例，介入治疗 100 例、骨密度 120 例

X线1 300例、造影50例、超声约38例、CT检查2 400例、
    MR检查950例、核医学检查约14例、介入操作40例、
    图像后处理 50 例

培训机构 台湾地区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可培训住院医师的教学医院，放
射诊断科专科医师 5 人以上，均需 2 年以上专科医师资历

床位不少于 800 张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年门诊量不少
    于 75 万人次、年急诊量不少于 2.5 万人次，放射科年
    检查量不少于 7.5 万例次

指导医师 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师资 10% 需具有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确定
的讲师资格

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且从事放射科临床教学工作至少 3 年，取得院级
以上指导医师资格认定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3 年 第 7 卷 第 11期 Chinese Journal of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Vol. 7 No. 11 2023 ·    837    ·

［7］ 王长远 ,王晶 ,陈丽芬 ,等 .中国台湾地区急诊住院医

师培训体系的介绍与启示［J］.医学研究杂志 ,2019 , 

48 (3 ):168-170 ,154 .

［8］ 李月红 ,王炜 ,李敏侠 .台湾住院医师培训对大陆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启示［J］.中国医院管理 ,2016 ,36 (3 ):79-

80 .

［9］ 杨英 ,姜辉 .从专培到住培：美国介入放射学培训变

革及其启示［J］.介入放射学杂志 ,2022 ,31 (11 ):1118-

1123 .

［10］ 张霆霆 ,张玉珍 ,李士建 ,等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医学中心放射科住院医师培训启示［J］.中国毕业后医

学教育 ,2021 ,5 (6 ):572-576 .

［11］ 黄强 ,史玉书 ,刘锦鹏 ,等 .美国放射科住院医师岗位胜

任力评价系统：介入放射学Milestones 2 .0解读与启示

［J］.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1 ,5 (5 ):477-480 .

［12］ 江茂情 ,郑建军 ,章维 ,等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美国放射科

住院医师Milestone评价系统：诊断放射学最新版解读与

比较［J］.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1 ,5 (4 ):377-383 .

［13］ 贺文广 ,杨积昌 ,彭娴婧 ,等 .美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胜任

力评价系统 :肌骨放射学milestone解读与思考［J］.中

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0 ,4 (3 ):283-288 .

［14］ 张大明 ,周雪妍 ,薛华丹 ,等 .美国医学物理学培养体系

对中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启示［J］.基础医

学与临床 ,2020 ,40 (5 ):715-718 .

［15］ 岑人丽 ,曾庆思 ,蓝日辉 ,等 .中美放射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比较与思考［J］.广州医科大学学报 ,2018 , 

46 (5 ):72-74 .

［16］ 彭娴婧 ,龙学颖 ,肖巨雄 ,等 .中国香港放射科住院医

师培训制度简介及启示［J］.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 

2018 ,2 (4 ):286-289 ,296 .

［17］ Zhang J, Han X, Yang Z, et al. Radiology residency 

training in China: results from the first retrospective 

nationwide survey［J］. Insights Imaging,2021 ,12 (1 ):25 .

［18］ Wang P, Zhang J, Chen Y, et al . The satisfaction 

w i t h  r a d i o l o g y  r e s i d e n c y  t r a i n i n g  i n  C h i n a : 

r e s u l t s  o f  a  n a t i o nw i d e  s u r v e y［J］.  I n s i g h t s 

Imaging,2022 ,13 (1 ):196 .

［19］ 张景峰 ,江茂情 ,郑建军 ,等 .我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毕业后医学教

育 ,2022 ,6 (4 ):315-320 ,325 .

［20］ 颜勇卿 ,张景峰 ,郑建军 ,等 .我国不同地区放射科住院

医师及其规范化培训项目执行频率的调查分析［J］.中

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2 ,42 (3 ):268-271 .

（本文编辑：孙姜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