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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住院医师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培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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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年轻住院医师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防治培训的现状，为今后加强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VTE 防治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2024 年 1 月，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对北京医院住院医师展开问卷调查，

统计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VTE 防治培训的主要途径及自我评估情况、VTE 防治培训意愿等。结果： 本研究共搜集 188

位年轻住院医师的问卷，其中男性 111 名、女性 77 名。其中 59% 年轻住院医师 VTE 防治培训来源于临床实践。不到 50%

年轻住院医师明确了解 VTE 具体三要素。仅 8% 能够针对不同人群给予个体化用药方案。绝大部分研究对象愿意主动提高

自己 VTE 防治的知识水平，降低患者 VTE 事件发生。结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应加强 VTE 防治的系统性培训内容，强

化年轻医师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有效预防 VTE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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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thromboembolism，VTE）包括

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栓塞症，是第三大心脑血管疾病，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1］。尽管近年来我国

VTE 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院内 VTE 仍是住院患者非

预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医务相关工作者对其风险认

识与处理仍有待提高［2］。年轻住院医师作为临床医务相关

工作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规范化培训是 VTE 防

治的重中之重。本研究通过制定调查问卷，对北京医院的年

轻住院医师 VTE 防治培训现状进行现状调查，为今后加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VTE 防治培训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2024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0 日，北京医

院教育处通过自制调查问卷，对北京医院的年轻住院医师进

行问卷调查。

(2) 调查问卷：本调查问卷主要一共有 15 道题，其中包

括了基本信息部分（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VTE 防治培训的主要途径及自我评估情况、VTE 防治培训

意愿等。本问卷通过线上调查问卷程序制作，并经微信平台

开展调查。

(3) 统计学分析：搜集调查有效调查问卷后，线上调查

问卷程序后台自动统计分析原始数据，其中连续变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表示，分类资料采用绝对数或者百分比表示。

2.结果

(1) 基本信息：本调查共搜集了 188 份有效填写人次的

问卷，其中男性 111 人（59%），女性 77 人（41%）; 年龄

范 22~35 岁 , 平均年龄 27.3 岁。在教育背景上，硕士共有

85名（45.2%）、博士50名（26.6%）、八年制19名（10.1%）、

博士后 4 名（2.1%）及其他 30 名（16.0%）。在专业学科上，

外科有 124 名（66.0%）、内科 22 名（11.7%）、妇产科 15

名（8.0%）、耳鼻喉科 5 名（2.7%）、全科 5 名（2.7%）、

眼科4名（2.1%）、麻醉科3名（1.6%）、重症医学科3名（1.6%）、

皮肤科 3 名（1.6%）及其他科 4 名（2.1%）。

(2)VTE 防治的主要途径：在 VTE 防治培训的主要途径

方面，收回的 188 份有效问卷中，其中 59% 的研究对象选

择“临床经验与实际病例 , 未接受系统培训”，15.4% 回复

通过“网络课程”或“教科书”途径，20.7%的年轻医师“接

受过专业、系统的培训”，4.8%“从未接受过培训”。

(3)VTE 诊断、治疗和预防的自我评估：在 VTE 发生的

三要素自我评估方面，有 45.7% 的研究对象明确了解具体

三要素，而“能够列举 1-2 种”者占有同样的比例。关于

VTE 的好发人群，绝大部分（94.7%）研究对象能够明确至

少一类 VTE 高危人群，有 50.5% 能列举多种高危人群。但

是在 Wells 评分量表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估方面，50% 的研究

对象“听说过，知道什么时候使用，但具体评分细节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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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的研究对象“从未听说过”该评分量表。

在诊断的自我评估方面，仅 15.4%“不清楚 VTE 如何

诊断”。在治疗方面，仅 8.0% 的研究对象“能够针对不同

人群给予个体化用药方案”，147 人（78.2%）“熟悉不同

抗凝给药方式”或“基本掌握，能够列举多种药物及其常规

给药剂量”；但是在治疗时长方面，仅 60 人（31.9%）“知

道起始阶段与治疗阶段的各自时长”或“能够针对不同患者，

选择合理的治疗时长”。

而在VTE预防方式方面，仅7.45%不清楚具体预防措施，

86.7% 能够列举“至少一种预防 VTE 的方式”或“多种预

防方式”。

(4)VTE 防治培训意愿：绝大部分研究对象（97.9%）愿

意提高自己 VTE 防治的知识水平，降低患者 VTE 事件发生。

同时，愿意抽出时间参与VTE防治培训（线上或线下形式）

者占 87.8%。

3.讨论

目前，我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进入以提升质量

为主的内涵建设阶段［3］，如何对年轻住院医师进行系统性

VTE 防治培训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国内关于 VTE 防治培

训的相关现状调查报道主要针对于护理人员［4］，对年轻住

院医师 VTE 防治培训的现状调查尚未见报道。此外，在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既往研究多关注在教学工具［5-7］、

教学方法［8-9］等，在教学内容上，尤其是针对外科年轻住

院医师的 VTE 系统化培训方面少有提及。本文重点关注了

目前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教育背景下年轻住院医师对 VTE

防治的自我评估情况，为今后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VTE 防治培训内容重点关注方向提供一定依据。

基于本研究结果可知，目前年轻住院医师缺乏系统性

VTE 的防治培训，其主要培训途径主要源于临床实践病例。

这些病例占据了血管外科医师平会诊中的 69%［10］，但这

些 VTE 病例的临床实践学习，往往是“碎片化”的，并不

能有效提高年轻住院医师管理其他 VTE 患者的能力。尽管

大部分年轻住院医师了解不同的抗凝药种类及其使用剂量，

但仅有 8% 的年轻住院医师能够针对不同人群给予个体化用

药方案。此外，年轻住院医师对 VTE 的诊断、治疗与预防

方面具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在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上仍有欠

缺。有近一半的年轻住院医师并不清楚 VTE 形成的三要素

以及 VTE 的高危人群种类（即重症患者、骨科手术患者、

肿瘤手术患者、因急性内科疾病而住院的患者、易栓症患者、

妇科及产科患者和住院时间较长或年龄较大患者）［2］。同

时在治疗方面，我们发现年轻住院医师对治疗剂量与治疗时

程的把握也有所欠缺。既往有关 VTE 的会诊研究中提到，

VTE 抗凝剂量往往不足［10-11］，增加了 VTE 住院患者不良

预后的风险。为此，血管外科或呼吸内科等相关科室仍需要

不断开展针对性的院内 VTE 防治培训工作。

在当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临床技能与基础知识不平衡问题。临床技能的培训，尤其是

外科操作技能，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

相对被忽视，尤其是在静脉相关疾病方面的培训［12-13］，这

影响了住院医师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建议明确教学目标与优化培训方案，确保年轻住院医师

在掌握临床技能的同时，也能够牢牢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同

时，如美国血管外科学会建议在住院医师培训内容中，应该

提高对血管疾病的培训要求［14］。我们建议，在我国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内容标准---外科细则要求方面，应该设置“掌

握”VTE 诊治与预防相关知识要求。

在教学模式或教学方法方面，可参考“三阶梯式培训

模式”［15］、分层递进教学模式［16］、PBL 教学法［9］等。与

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分层递进教学模式根据培训学员的学历

背景、培训年限和能力素质等的差异，给予不同层次的教学

内容和考核内容，保证住院医师达到教学大纲要求［17］。此

外，今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已

经在 VTE 诊治与预防中进行推广应用［18-19］。在住院医师培

训方面，可借鉴该理念，将其应用于基于临床实践的教学中
［20］，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内涵建设。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仅针对单个三甲医院的年轻住院医师，并没有面向不同

地域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师进行调查问卷，样本量

小，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

4.结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应加强 VTE 防治的系统性培训内

容，强化年轻医师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有效预防和诊

治 VTE，降低 VTE 患者的不良预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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