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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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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一门以医学和工程学为基础的学科,现有多个学科分支,成为临床医疗技术的重要支撑。

由于本学科兴起和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人才建设、科技开发等领域都需要探索符合本专业创新发展特点的途

径。为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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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s
 

a
 

discipline
 

based
 

on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It
 

has
 

many
 

branches
 

and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linical
 

medical
 

technology.
 

Since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s
 

in
 

its
 

infan-
c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way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major
 

in
 

the
 

fields
 

of
 

talent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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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技术、新信息不断发展更新的今天,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已经分化成精密医疗器械、医学电子仪器、医疗器械检测技

术和临床工程技术4个专业方向。但从事医疗器械管理和维

护的专业技术人员却难以跟上科技进步的要求,因此,围绕创

新教育这一主题,重视和培养医疗器械管理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建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出发点,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1],对生物医学工程未来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1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要科教研融合发展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有一定的基础医学教育背景,更有比较

扎实的工科理论素养和动手能力,充分开发和利用其专业特

长,使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能够与所在单位或院校的科教研融

合发展,不但能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融入具体的研发、医疗、

教学各个专业领域,在医疗器械使用、保养、临床工程技术应用

都有广泛的探索前景。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医疗器械产业重要基础和动力[2]。

现在的医疗机构中,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归属设备管理

科,在仪器设备的维护、医疗耗材的管理、以及一些招投标文书

的制定等一系列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如此,所开展的

业务工作范围非常有限,与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有一定的脱

节,没有把该专业与相关治疗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融合

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2 学生阶段的教育和实践培养

2.1 本科教育阶段的科研能力培养 科教融合是本学科一直

在探讨的途径,也是培养本科生创新能力的一种可行性模式。

在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中,学生基本上没有从事实践及发表自

己见解的机会[3],专业教育创新创业即使是教育的基础,更是

专业教育的提升和应用。专业教育融合了创新创业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使之内涵更为突出[4],加强本科生参加科学研究和

科学实验的锻炼,把学科优势转化成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优

势,为本科生的研究生深造奠定理论基础和动手操作能力。本

科生教育阶段,专业课的学习是关键,课堂教学和实验课要无

缝结合,并在实验中进一步让本科生掌握实验原理,把基本操

作技能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学生。

2.2 研究生教育阶段专业能力的培养 本科生升入研究生教

育,是其职业经历的开端,也是塑造科学研究能力和文献查询

利用以及论文写作的基础阶段,因此,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研

究生的学习阶段,应该大力培养动手能力、文献消化能力、文字

综合能力、科研敏感能力和观察思考能力。其中,动手操作能

力是提高专业素养的关键。

生物医学工程作为一门边缘学科,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各级医院对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目前,

全国有医院6万多家,医工结合型人才只占10%,而国外医院

医工结合型人才占30%[5]。该专业综合了工程、数学、计算机、

医学、生物与物理等学科。在考研的时候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择

的。可以跨专业考研的专业有的数学、物理、经济学、计算机、

自动化与新闻等,关键是看本科生对哪方面感兴趣。因为本科

阶段属于工科,很少有人去考医学类,因为很多医学院校不信

任该专业的医学基础。也不容易考研成功,就算是考上了,以
后也可能是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而不从事临床医疗。因此,

指导本科生正确地选择考研的方向非常重要,关系到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方向。

2.3 在坚持科教研融合发展的同时,也要突出相关专业的进

·7321·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Journal
 

of
  

Pathogen
 

Biology 
2022年10月 第17卷第10期

Oct.
 

2022, Vol.17,No.10

* 【通讯作者(简介)】  李媛姝(1992-),女,四川安岳人,学士。

主要从事生物医学设备的研发。E-mail:
 

2803156099@qq.com



一步融合 科教融合是指科学研究与教书育人有机结合,要发

挥好高校和地方医疗机构科学研究的优势[6]。首先,要做到医

工结合,多维度培养本科生的创新能力[7]。在创新能力培养的

实践中,扎实的理论固然重要,但超强的动手能力才是本学科

的灵魂。其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工程知识雄厚,但临床医学

知识相对薄弱,缺乏医学基础,在解决具体医学问题存在一定

障碍,受到多方面限制。而医学生则相反,将生工专业有关课

程与医学专业联堂授课,可以起到互相渗透和启迪的作用。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更要结合研究方向,在设置基础课、理
论课的时候,就要有的放矢地引导在读研究生的视野和发展关

注的领域,激发对研究方向的兴趣,并为该专业的写作收集基

础知识的储备。

2.4 从学生阶段就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建立创新能力的新高

度 以科研项目凝聚团队,以医学专业项目驱动创新,结合各

自专业,强化实践。从本科生阶段就培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

学生参加院校教师组成的科研团队,尤其在进入医院实习期,

安排实习生跟随临床老师,在不同临床专业结合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开展的各种实验研究,利用优质的实习基地教学资源以及

专业实验平台,加强专业课程的特色化教学、实习教学、专业技

能训练毕业设计[8]。可以根据每位老师专业素质的不同,开展

的研究课题和专业知识结构的不同,在科研实践中因势利导,

把融合了临床医疗的知识概念或知识结构交流给生工专业的

学生,以此锻炼和树立生工专业和临床专业结合实践能力,历
练其综合分析能力、语言和文字的表达能力[9]。

3 医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员在设备科的科研实践

一般的综合性医院都有设备管理科,近年来,设备科生物

医学工程专业的专业技术员越来越普遍,学历以本科生为起

点,硕士研究生学历的也越来越多,但平时从事的工作仅仅局

限于联系供货公司、仪器设备厂商,及时对仪器设备的维修、保
养,医疗耗材的管理和发放等。这些流水式的日常工作,不但

没有发挥其个人的专业特长,而且在年复一年的机械式重复

中,也渐渐中断了专业服务于临床的联系,成为单一的维修工

或仓管员。

但现实工作中,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碌

着各种招投标书的写作和制定中。在这些繁杂的事物中,必须

了解和掌握各类医疗器械、耗材的参数和规格。而各种参数的

制定,往往都是出于一种务虚之中,因此,几易其稿也很难符合

实际情况的需要,且占比的工作时间非常多,效率却不是很高,

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优化和改进。

处于这种胶着的工作状态,设备科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技

术人员大多疲于应付日常的行政工作,比如联络厂商、中间上

维修,购买各类仪器设备的零配件等,更消耗时间的工作,就是

要同报修设备的有关科室的接洽和协调,以至于反反复复地会

做一系列解释和文字备注说明工作,非常浪费时间和精力,给
本职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在设备科设

立专门负责工作协调的人员,以便使更多的本专业人员能够投

入到业务工作中去。

在医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医院发展的主流方向,尽管

在医院属辅助科室,但对医院的发展至关重要,不可或缺[10]。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技术人员本该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临

床科室联合起来,尤其是临床工程方向的技术人员开展一些与

临床科室相关的科研攻关项目,把工程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原理

和方法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认识生命运动规律[11]。临床工程

方向是生物医学工程一个方向,基于临床工程人才的需求、就
业等方面多种因素,医疗仪器方向一直是本科教育的主要趋

势[12]。校内校外实习应该定向培养,根据学生的意愿和兴趣,

强化其专业技能的培训[13],主要培养掌握现代工程技术知识

和医学科学知识,能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从事仪器设备的开

发、安装使用和维护管理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14],充分发掘和

利用其专业技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

其实,最大程度地发挥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技术人员的聪

明和才智,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关键要提高科研

开发能力,根据我国医疗市场器的需要,能够从生物医学工程

和临床医疗需要出发,研制新仪器、新设备、新耗材。

在使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临床工程方向的技术人员时,要
突出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和医学知识相结合的培养和锻炼,

突出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磨合,在科研能力、知识结构、综合应用

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能够把医疗卫生科技信息管理、仪器

设备的维修保养、临床开发研究融为一体,全面发展,成为具有

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协作团队。而要达到这种组织上和

技术上都非常成熟的境界,离不开日常工作中的实践和探索,

所以,医院能不能提供融合发展的平台,关系到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前景。

4 加强对外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业务素养

针对日益分化、不断精细的学科,作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人员,更要立足实际工作,根据不同专业窗口的需要,扩展知识

境界,以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地设计校外实践教学体系,

把要传授的知识、能力、素质融为一体[15],满足临床医疗、仪器

设备使用和管理的需要。并在科技创新中发掘新技术、新仪

器,完善医疗器械的功能,创新检测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使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原理和方法,

从多方面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揭示人体的生理机

能,为预防疾病和利用新技术治疗疾病提供了基础[16]。生物

医学工程产业是一个人才聚集,技术高度集中的新兴产业,对
医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水平要求极高[17],把先进技术知识引进

来,让技术人员走出去,有计划、有系统地安排会议、讲座、进修

学习等,接受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相关专家授课、指导研发课

题,并请电子器械的研发商、生产商介绍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新

技术、新方法,以及如何对这些仪器或器械保养,遇到故障时如

何快捷地维修等。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开阔

技术人员的眼界,增强业务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总之,生物医学工程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专业,对专业人

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18]。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关系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也关系到医疗器械和

各种电子仪器的升级和更新换代,而支撑新旧技术转换的是科

学创新,其中,专业人才培养和使用是极其重要的基础。只有

在学校教育、工作岗位的继续教育等个方面都有机衔接起来,

该专业人才的开拓创新能力才能被激发出来,因此,加强和提

高多方面的一致认识,给予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才更多的学

习、研发机会,才是培养和贮备多学科交叉人才的可行之路。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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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面深入掌握疾病本质法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教学

中,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学中强化学生全面掌握资料的

思想和深入疾病本质的思维[10]。很多疾病的表现具有相似性,

例如,阑尾炎的表现是右下腹疼痛,但是胆囊炎、宫外孕、输尿

管结石也有右下腹疼痛的症状,甚至右下肺发炎和消化性溃疡

也有右下腹疼痛的症状,此时如果不借助咨询病史、辅助检查

等其他手段全面掌握资料,就无法清楚诊断病人患哪种疾病。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还需要

深入疾病本质,采取治标更治本的治疗方案。比如肿瘤的治

疗,对于局部未扩散的恶性肿瘤一般采取手术切除彻底根挖病

灶的方法,让涉及癌细胞的身体组织切除,避免转移到其他人

体组织和脏器。但众所周知,癌细是不正常的细胞,是由于基

因突变和致癌基因的过表达引起。而人体内本身有免疫细胞,

具有免 疫 应 答 机 制,为 何 癌 细 胞 最 终 发 展 并 形 成 病 灶 呢?

Schreiber博士提出的“肿瘤免疫编辑”理论生动地阐述了突变

的细胞和体内的免疫系统之间一系列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动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清除,平衡

和逃逸。肿瘤的最终形成就是免疫逃逸的结果。真正根治癌

细胞的方法是肿瘤免疫治疗,通过破除肿瘤免疫逃逸机制,重
新唤醒激活免疫细胞来实现彻底清除癌细胞。

3 总结和讨论

病原生物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人类的命运产

生了重大影响。学习研究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不仅是医学学

习的基础学科,更是核心学科,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

学科,是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重要前提[11]。以往病原生物学与

免疫学的教学方法普遍采用讲授法、讨论法和直观演示法。因

为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这门课具有知识体系庞大,内容繁冗,

不容易区分等特点,不利于学生掌握和记忆,本校特引入历史

事件讲解法、案例导入法、思维导图法、归纳区分总结法和深入

疾病本质法。通过引入新的教学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对于病

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同时还加深了学生对于这

门课程的理解,培养了学生们未来继续探索这门学科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为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临床

思维能力是研究和认识各种复杂疾病现象和内在规律的工具,

是一名合格医生必不可少的专业素养,只有学校在学生学习阶

段就提起重视,在课程教学中积极拓展思路,完善教学方法,有
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为学生在未来临床实践中拥有临

床思维能力打下坚实基础。只有这样,学生们未来在临床上才

能少走弯路,掌握临床工作的主动权,应对临床中各种复杂多

变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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