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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专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针灸专业高级人才
的重要举措，在中医学教育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在
针灸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临床研究方法的设计
和实施对于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十分重要。

目前国内的针灸专业本科教学包含 4年的医学
基础学习和 1年的临床实践。 研究生教学分为专业
型和学术型，前者主要以临床实践为主，后者以针灸
相关科研工作为主。 2017年国家教育部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双一流”
大学的关键环节是提升研究生培养水平和质量，而
正在进行的十四五规划中更是强调，研究型大学教
育的最终目标应是加强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1]。
通过分析当前中医院校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存在
的问题，结合当前形势，找出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
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1%%%%针灸专业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意义

在针灸专业研究生实际教学活动中，导师和学
生们都更注重临床诊疗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忽视了
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 然而，只有解剖学、生理学、
针灸治疗学等知识并不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针灸医
生。 临床医生是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练就的，但临
床实践的对象是人，其复杂性势必导致医学现象存
在一般规律之外的不确定性，而临床医生能够鉴别
和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是其医学专业性
的重要体现，医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减少这种不
确定性。 优秀的临床医生一定是那些具备科研思维
的医生，他们在临床中碰到疑难病患时，可以提出有
价值的科学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进行严谨的设计，
开展研究来找到解决临床问题的最佳决策。 在中医
药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更加科学严谨的针灸治疗
研究，其设计产出的结果才能有效地推动针灸学为
国际健康服务的能力，而这更需要在针灸专业研究
生教育中重视科研能力的培养。
2%%%%针灸专业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方案
笔者通过检索文献，结合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

生教育课程设置和问卷调查，发现本校研究生科研

能力培养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其综合汇总，主要包含
以下几个方面。针对各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试行，
旨在各个击破， 在研究生时间段帮助学生形成严谨
的科研思维，获得扎实的科研能力。
2.1%%%%文献检索、分析及应用能力不充分 临床科研
的重要基础就是扎实的文献检索和分析能力， 一般
针灸专业在本科阶段都会有选修课教学， 指导学生
进行相关文献的综合检阅。 然而， 大多课程设置都
以卷面考试为主，本专业的本科论文不做必须要求，
故没有在本科阶段得到充分的积累[2]。 进入研究生
阶段后，由于需要进行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阅
读文献的时间更少， 自主学习能力得不到充分的锻
炼。 查阅文献后，需要对所得文章进行充分取舍，合
理地综合对自己科研目的有直接相关性的内容，分
析整合。而很多研究生不具备此能力，以学位论文中
的文献综述部分为例， 常常出现某个定义或者数据
的单纯罗列式的表述， 将同一个问题用同样的方式
堆积成文。 虽然阅读大量文献可以有一定的专业知
识积累，但达不到取其精华的结果，不能做到最大程
度地从文献中获得专业知识。

笔者鼓励学生们应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文献
阅读，思维导图作为一种高效的可视化工具，能够帮
助大学生完成对阅读文献的快速感知， 将有关主题
的各类文章内容和同类文章内容进行梳理， 总结出
作者的主要观点，完成分类分层[3]。 如此，实现文章
的可视化呈现，从简单文献过渡到复杂高分文献，有
助于不同阶段学生们锻炼自己的阅读能力。
2.2%%%%规范化的临床研究课程学习不足 临床研究
有国际化的设计标准， 严谨的方案设计对于产生高
质量临床研究证据并完善临床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临床研究证据来自不同类型的研究设计， 不同的设
计是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及回答不同的问题。 不同
的研究设计证明因果关系的效力和预期的潜在偏倚
不同。 因此，要证明和评估一个临床研究，首先要了
解研究设计各自的优劣、利弊。由于中医药院校大多
并没有设置《循证医学》《临床研究方法学》等课程，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须从网络线上课程中获得。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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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书可以帮助研究者有逻辑、目标明确、高效
地组织科学研究，包括提出研究问题、进行研究设
计、选择研究对象、确定测量方法等步骤，经过以上
步骤最终得出可利用的研究结果。 而现在研究生们
进行各自课题设计的时候，多从既往毕业课题组成
员中获得设计原则和方法，多年不经改正，容易在开
始阶段就发生错误。

笔者在本院针灸康复中心实行了以年度为计划
的培训课程，从研究设计到实施逐步讲解，包含研究
对象选择、样本量估算、各种研究设计的介绍、统计
管理、问卷设置与回访、数据管理和质量控制等 14
次课程，旨在通过以上内容的教学，增加学生们对临
床研究规范化的印象，为今后课题设计的进行打下
坚实基础。
2.3%%%%实践应用和表述经验能力欠缺 临床科研是
需要将实际学习的基础知识进行应用的科学，研究
生需要亲自参与设计、实施并完成数据的统计和分
析工作。 然而，目前针灸专业学生在应用上多依赖
于导师或课题组现有课题，复制已有的研究方法，套
用陈旧的实施思路，最终形成较浅显的毕业论文或
结题报告。

完成这些报告需要学生有清晰的思路，结合专
业的表达能力，综合整体研究进展最终突出自己所
做项目的优势以指导临床，阐释可能存在的劣势以
供业内参考。 但目前针灸专业研究生实践应用的机
会仍较少，并且不能够简洁、明确、完整、清晰地表达
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者仅仅是陈述过程而没有提升，
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笔者鼓励学生们参与课题的申报过程，在多项
基础和临床课题中，有研究生们和导师一起思想碰
撞产生的火花，带动研究生扩展思维的能力。 同时，
注重学生们表达经验的锻炼，以小组内会议的形式
定期开展学习，除了常规的文献汇报和阅读分享外，
鼓励学生们互相提问，现场进行解答。 并注重英文
阅读和表达能力的提升，从单词到短句到长难句，逐
步让学生们实现自主表达的能力。

3%%%%对针灸专业研究生科研思维能力锻炼的展望
针灸学是中医类临床专业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最密切的专业之一， 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研究经
络、腧穴及刺灸方法，探讨运用针灸防治疾病规律的
学科。 现代医学通过科研研究揭示了许多疾病的发
生、发展及转归规律，构建了临床医学的知识体系，
这与针灸学的本质有相似之处。 针灸学与现代医学
的结合越来越密切， 但笔者认识到， 从某种程度而
言，这种结合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科学性强、具有
量化标准、 形成规范并且可以重复的治疗方案仍需
要不断地证实。

针灸医生是实践针灸循证医学的主体， 不仅需
具备良好的理论知识、临床技能、临床经验，不断更
新、丰富自己新理论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崇高的
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医德医
风。 结合目前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建立针灸康复中
心一体化科研平台， 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心各层次人
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好医院和大学公用平台，保证
专业人才的进步，促进多学科交流，在有限时间内更
高效地做好专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工作。 从管理学角
度而言，综合实力强的医院一定是医疗、科研、教学
并行的，医疗是硬实力的体现，而科研与教学便是软
实力的着陆点。 重视和加强针灸专业研究生科研思
维能力的提升，可以在接下来的教学培养中，为本学
科培养创新性和实践性强的专科人才， 充分发挥针
灸学在临床工作中的优势， 并将实践结果推广至国
际，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中医力量，真正做到提
升中医药研究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力和辐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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