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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诊断学是医学影像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越来越

多超声新技术的开展， 超声诊断的准确性也备受临床医师和患

者的信赖。 对于医学影像专业的学生，教学与临床实践应紧密结

合，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其需求。 本文结合目前教学

体系，通过分析临床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困扰，旨在探

讨如何从多个方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临床技能。

一、超声诊断学发展趋势

超声诊断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病理学、生理学、解剖

学，以及内、外、妇、儿等多门学科、多个领域。 传统的超声诊断

技术包括 Ａ 型、Ｂ 型、Ｍ 型、Ｄ 型超声，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机技

术的不断发展，超声从简单的一维、二维灰阶成像发展到如今的

三维、四维成像（实时三维超声成像），从单纯的解剖形态学成像

到功能成像、分子成像，从单独诊断到诊断和治疗并重，极大地

拓宽了超声诊断学的应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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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超声造影、弹性成像及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等技术无论成像方面， 还是技术方面均大大

提高了医疗检诊水平，明显扩大了超声检查适应范围，突出体现

了超声诊断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 为临床诊治提供了较

多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二、超声诊断学在教学方面的现状分析

由于超声诊断技术发展迅速，临床需求越来越高，已成为临

床应用中不可缺少且广泛使用的影像诊断手段， 对于影像及临

床医学生毕业后从事超声诊断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目前，大

部分医学院校对影像专业重视程度不够，教材虽然更新较快，但

仅适合影像医学专业的超声诊断学教材， 尚缺乏适合临床医学

专业的超声诊断学教材，且授课学时相对较少，平均 6 个学时左

右，其中包含超声基础知识、前沿进展、腹部、心血管、妇产科及

小器官等。 对于《超声诊断学》教材内容一般一带而过，特别是超

声诊断学总论部分（超声的物理原理、声学特性与超声成像、多

普勒超声诊断学基础等）所占比例更是甚少。 其他软组织及其脏

器疾病的解剖概论、检查方法、超声表现尽可能理论结合临床实

践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有感性的认识。 学校重视程度的减弱，势

必影响学生对本专业的重视程度， 导致影像专业的学生进入临

床工作中时仍旧对超声诊断技术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三、超声诊断专业教学模式多样化

面对超声诊断学授课学时相对较少的现况， 如何利用有限

的时间获得更理想的教学效果，一直是所有授课教师需要面对

的主要问题，单一、传统的教学模式现已无法实现全部教学目

标。 因此，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如翻

转课堂、微课、慕课及案例教学法等。 可对超声仪器的使用、超

声扫查标准切面、疾病典型图像及鉴别诊断要点做出相应的讲

解，有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总结归纳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及科研能力，便于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从而提

高教学效果，为其日后从事临床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采用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也仅能给予影像医学专业学生一些直观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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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无感性的认识，缺乏形象思维能力，无法真正实践体验影像

超声的专业优势，远远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目前新技术、新业务的

发展步伐，不能将学到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临床工作中，更谈不

上运用超声医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

四、超声诊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在影像医学这门综合性学科中， 超声诊断学是一门实用性

很强，无论从术前辅助诊断、术中引导监测还是术后评估中均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近年来发展最快、普及最广、渗透最深及

实用性最强的新兴学科之一。 超声诊断学的特点是重在实践，

需通过反复不断的实践和视觉刺激来保证和巩固学习效果。 学

生在课堂中仅学到超声的理论知识，如各脏器解剖结构、血流频

谱及良恶性病灶图像的影像描述，缺乏实际动手能力，无法实时

动态地观察病灶的形态、大小、硬度及与周边组织的关系，对疾

病不能做出明确的诊断。由于超声诊断的特殊性，涉及内、外、妇、

儿等多门学科，门诊就诊量较其他辅助科室明显增多，病员流动

较快， 对于不同的疾病不能给实习学生较多的时间进行解读，在

繁忙的工作状态中， 患者对实习生在自身实践操作中也较为排

斥，这样势必影响了学生在实践中快速成长的机会，不能更好地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 降低了超声诊断学教学质量，无

法造就高素质、高水平、综合性、勇于创新的超声医学人才。

五、超声诊断在临床实践中的策略

1.超声理论基础考核制度。 理论知识是超声诊断的基础入

门课，对新入科室的学生进行入科基础培训，由科室教学秘书安

排带教老师进行集中培训，包括超声基础知识、超声成像基本原

理、临床应用范畴等，很好地落实“温故而知新”。 在了解超声成

像原理的基础上，真正理解超声影像解剖并进行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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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超声诊断仪器基本操作、键面的使用、探头的种类及整个操作

流程， 特别是对超声图像方位的认知等， 并定期进行相应的考

核，合格即可上岗，促进学生的学习意识，为下一步的临床操作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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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疑难病例讨论分析答疑。 在临床实习期间，学生首要

工作是协助带教老师进行报告书写， 熟悉超声诊断各种常用术

语，能从各种疾病的形态、大小及其与周边组织的关系进行观察

和描述， 通过对疾病的诊断建立良好的诊断思路。 特别是一些

较为特殊的疑难杂症病例，要学会主动去思考，积极参与诊断，

与教员形成良好的互动，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惑，更有

利于促进自身对超声诊断学科的兴趣。 每周由教学秘书或教学

组长组织一次病例讨论分析， 邀请科室资深的教授和导师参与

点评，使学生真正能够对某种疾病进行跟踪随访，通过病理结果

及疾病的鉴别诊断等方面对该疾病有整体、深入的认识，不断提

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3.临床实践操作必不可少。 在熟识理论基础和超声诊断思

路的基础上， 临床实践操作是超声医师最为重要的学习过程。

由于超声成像的特殊性，与 X 线、CT 及 MRI 的实践教学内容相

比较，超声诊断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更注重了上机操作要

领的实践技能示范教学。 超声需要观察血流频谱、 瓣膜开放程

度、造影显像时段及穿刺引导定位等多方面实时动态，这对学生

的操作手法提出较高的要求。 在患者多、时间紧的情况下，带教

老师每周需要合理制定临床实践操作流程， 例如每天上下班前

后 1 h左右、周末患者较为分散的情况下、日间急诊及夜班床旁

超声检查等工作间隙，从仪器操作、患者体位、探头部位、扫查切

面、图像方位及描述等方面，让学生慢慢地体会超声影像医学与

其他专业的特殊性， 将抽象的超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融会贯

通，最终达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超声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最终的教学

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图像诊断分析能力及结合临床对疾病的综合

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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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超声诊断学在临床教学中的现状，加强教学质

量，不断改进教学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多样化，

注重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技能培训，培养学生利用已学的

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创新精神，不断提高自身

的教学水平和临床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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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世纪实用型超声医学人

才，才能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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