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成立于 2011 年， 协同康

健、龙华、徐家汇三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独立设有全科医学科门

诊 2 间及全科医学科病房，共 24

张床位。配置教学资源完善，拥有

全科门诊及病房示教室； 配备有

临床微创与虚拟技能训练模拟系

统、 临床思维训练模拟系统等先

进教学设施。依托医联体优势，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全科医学系祝

墡珠教授担任全科医学科学科带

头人，全面指导基地教学工作。基

地拥有全科带教师资 60 余人，历

年荣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带教老师 4

人次。 累计培养全科住院医师 60

余人， 已向社区输送优秀全科医

师近 40 人。 历年荣获上海市级、

复旦大学校级优秀住院医师近

20 余人次。

基地立足于医联体雄厚的医

疗、教学、科研资源，努力打造符

合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

的全科基地， 不断为社区卫生服

务专业队伍输送理论基础扎实、

具备全科医学思维能力和诊疗策

略的优秀全科医师。

全科教学基地轮转科室包括

上海市医学重点专科心血管内

科、 纳入上海市医学专科培育建

设计划呼吸内科、 上海市残联重

点学科神经康复科以及徐汇区尖

峰高峰高原学科消化内镜、 普外

科、肾内科、呼吸科、神经内科、血

液科等。 （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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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研创新为起点，启动 2.0 时代医学教育

为加强医学教育改革探索与

理论研究，提高我院临床教师的

教学管理水平，提升医学人才培

养质量，“2020 年复旦大学附属

徐汇医院（筹）医学教育教学研

究项目” 评审会于 9 月 4 日在我

院召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

中山医院多名教育教学专家评

审指导。

本次教学研究项目由科研科

负责申报和管理， 经过紧张的筹

备， 发布教学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后，全院临床带教老师积极响应，

踊跃参与。 全院全部 11 个教研

室、30 个临床医技科室， 共上报

教学研究课题 77 个，经院内专家

初评后，遴选 36 个项目进入本轮

复评审。

本轮专家复评审会特邀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教务处钱睿哲处

长、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孙利军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

育处白浩鸣副处长予以指导，我

院党委书记张雪梅、 党委副书记

蒲画华、内科教研室主任郑宏超、

科研科、 教育科等职能科室负责

人参加，医院教研室主任及秘书、

教学骨干也参会学习。

课题负责人分别从立题依

据、研究内容、创新之处、进度安

排、经费使用、预期成果等方面进

行汇报， 评审专家针对项目内容

一一进行点评， 让课题人员了解

需要改进并完善之处， 大家均表

示受益匪浅。

汇报结束后， 张雪梅书记要

求大家提高对教学研究重要性的

认识， 明确后阶段课题研究的重

点及课题申报组织工作需要改进

之处。 蒲画华副书记表示开展教

育教学课题研究工作对增强师资

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医院教

育改革和发展有明显推动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育

处白浩鸣副处长认为， 教学课题

既要清晰阐明研究目的， 也要注

重研究方法。 要在深刻理解教学

方法如 PBL、CBL 内涵基础上，

科学合理应用这些教学方法并达

到课题设计效果。通过理论验证、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案例累计等

多种教学方式组合应用， 形成高

质量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以项

目为抓手丰富教学内涵建设，推

动个人及科室教学能力提升。

孙利军教授认为本次活动充

分调动了全院医护人员对教育教

学工作的积极性， 对课题中的亮

点如 Mini-CEX、SOAP、 全科新

型管理模式和智能教学平台建设

等予以肯定。 相信在复旦大学完

整的教学体系框架和丰富的教学

名师带领下， 必将提升我院教学

理念，促进教学水平提高，涌现高

质量教学成果。

最后，钱睿哲处长进行总结，

指出此次申报工作充分体现了医

院领导对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

全院发动、广泛参与、人人知晓，

营造了积极加入复旦大学的氛围

和环境。全体教研室和 36 位教育

教学人员设计了不同主题、 不同

内容的教学研究项目， 体现了我

院医护人员对教学的热爱和研究

的兴趣， 以及积极参与教学改革

的决心。针对课题中存在的问题，

她希望我们教学人员积极学习教

育新理念、及时了解教学新方法、

熟练掌握教学新技能， 不断涌现

教学新成果。 并希望进一步加强

人文教学和师资培训， 通过不断

学习、反复实践、持续创新，在教

学理念、 教学体系和教学管理方

面具备 2.0 时代的医学教育特

征，努力培养优秀医学人才，也希

望医院能早日融入复旦大学。

（科研科）

2020年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筹）“临床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圆满结束

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

传统， 进一步推进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徐汇医院筹建工作， 促进医

院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精细化管

理，近日，区中心医院以“感师恩、

助脱筹”为主题，举办了临床教师

理论授课、 教研室评优等作为庆

祝医院教师节系列活动， 旨在激

发广大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积极

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积极营造

“重临床、重科研、更重教学”的临

床教学氛围， 并为辛勤工作的临

床带教老师们送上诚挚的祝福。

九月伊始，医院组织的“教学

能力大比拼”和“十佳”优秀带教

老师的评选就吸引了全院 55 名

带教老师积极参与。经过初步“海

选”后，医院特地邀请了中山医院

教育处余情副处长、 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外科学系资深教授蔡端

老师和医院各教研主任分别作为

院内外评委现场打分， 让优秀带

教老师提名获得者们进行教育能

力擂台赛。教师们认真准备，精心

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各展

风采，献上一节节精彩课程。院内

外评委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语言、PPT 制作和时

间控制等方面进行点评和评选。

教师们充分的准备和对课程的要

求和规范的把握让评委们对这次

的授课水平给出了高分。

最终，根据评委们打分，评选

出了毛旭东等 10 名优秀教师、乔

蕾等 12 名优秀提名教师并予以

表彰， 以此鼓励在临床理论教学

带教中工作积极、 认真负责取得

优异成绩的临床教师。

此外， 为加强临床教师职业

道德建设， 激励广大教师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医院还

组织规培医师和实习见习学生对

全院 11 个教研室进行评优，评选

出心目中认为带教最好的 3 个教

研室。其中内科、外科和全科教研

室脱颖而出。

9 月 10 日下午，医院举办了

隆重的表彰仪式，张雪梅书记、蒲

画华副书记和刘厚宝副院长为获

奖人员及集体颁发证书。

（教育科）

精彩课程能力比拼 助力脱筹答谢师恩

9 月 17 日，中山医院教育处

郑玉英处长和余情副处长对我院

住院规培内科基地进行督导检

查。内科基地郑宏超主任、内科基

地各轮转科室教学主任、 教学秘

书及教育科人员出席会议。

内科基地首先汇报了近期工

作情况和住培工作开展情况，专

家作为管理组通过现场查阅基地

相关台账等方式对内科基地住培

制度建设、基本条件、组织管理、

待遇落实、 培训质量等进行了全

面督导检查。

现场检查结束后， 专家组对

检查结果进行了反馈。 专家认为

院领导对毕业后教育工作相当重

视，历年对改造临床技能中心、学

生宿舍改建等硬件投入很大，今

年引进的教学平台 APP 系统也

能进一步在教学活动、 师资评价

体系、学员考核等方面规范管理。

但对教学活动过程管理、 教学查

房的内涵建设、 基地台账的管理

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

与建议以及更高的要求。

内科基地郑宏超主任和教育

科汪思阳副科长感谢两位处长提

出宝贵意见， 并表示在中山教育

处的指导下， 我院高度重视住培

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

对标国家基地标准， 进一步提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质量与水

平。 （教育科）

中山医院教育处对内科基地督导

“疫”路同心 旭力童行

9 月 21 日，由医院麻醉科承

办，根据沪卫医[2008]2 号和徐卫

医[2008]4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医

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通知》的要求，进行了规范麻醉药

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培训及

考核工作。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新

形势下， 此次会议首次创新的采

用了线上授课形式。

此次培训由我院肿瘤科主任

医师侯安继， 麻醉科主任医师张

振英， 药剂科主管药师李金银及

医务处副科长潘良授课， 结合多

年从事工作的实践， 以加强麻精

药品管理使用为切入点， 对麻精

药品如何加强处方管理、 临床应

用等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启发学员

们深入思考如何管理好麻精药品，

提升学员们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培训结束后， 对学员们进行

了统一考核， 考核结果公布后结

合线上参会时间将授予成绩合格

执业医师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处方资格、 授予成绩合格药师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处方调剂资

格。

通过此次培训， 进一步规范

了徐汇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的使用与管理， 提高管理

人员和临床医师严格按照规定使

用药品的安全医师， 促进临床合

理用药，切实保障医疗安全。

（麻醉科）

2020 年麻醉及精神药品规范化使用培训班结业

9 月 11 日，由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徐汇医院主办、 徐汇区

医学会协办的徐汇区继续医学教

育《新冠疫情下医学人文和儿科

可持续发展》学习班在医院举行。

本次会议邀请到了多名儿科

知名专家进行授课交流， 如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急诊办公室

副主任 、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周利

军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内分泌科遗传代谢科副主任医师

赵诸慧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肝病病房主任、 复旦大学儿

科医联体徐汇区中心医院儿科学

术主任陆怡教授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党委副书记黄敏书记也专程为本

次会议录制了视频， 指出了本次

学习班对基层儿科医生和社区儿

保医生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发挥

重要的作用， 也强调了基层儿科

医生对儿童的营养、 发育行为的

早期干预和家庭的科普发挥重要

的作用。

符莉主任介绍了疫情期间，

我院儿科在徐汇区妇联指导下发

起了沪上首个跨专业合作、 聚焦

于家庭教育的平台，成立“慧育惠

家”家庭健康教育服务联盟。将我

院儿科人文服务行动计划“旭力

童行”这一服务品牌得以更深层、

更广泛的发展。

本次会议以新冠疫情下儿科

人文建设和儿科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 从新冠疫情下儿科医生的使

命和责任， 到新冠中后期如何复

工复产， 如何进行儿科门急诊建

设、专科化建设，从儿科门急诊常

见病儿童维生素 D、 儿童生长发

育、 儿童哮喘等的临床知识到如

何更好地加强医患互动、 家庭管

理等等，内容丰富多彩。会议不仅

吸引了 1200 多名线上和线下的

学员， 还有社区医院的医生专程

赶来现场听取讲座， 更有本院线

上医生听课后赶来现场提问。

（儿科）

新冠疫情下儿科可持续发展之研讨

交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来访

By� Qiao� Zhengyue

医院全科教学基地介绍

9 月 9 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慧教

授一行 9 人访问我院互联网医院， 双方就健康大数据云平台和互

联网医院模式管理工作探讨相关的合作意向。

Several� months� ago� a� classic� building� in�

Shanghai� Xuhui� Hospital� was� listed� as� an�

important� monument� of� 20th� centur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Cultural�

Heritage.

� � � � Hidden� deep� in� the� hospital� compound� on�

996� Huaihai� Road,� the� building� once� served� as� a�

new� site� of� the� famous� Hongqiao� Sanatorium.

� � � � Known� as� “Hongjiao� Sanatorium” in� the�

1930s,� the� original� site� on� Hongqiao� Road� was�

also�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architecture.

� � � � “The� sanatorium� founded� in� 1934,� on�

Hongqiao � Road� by� Dr� Ding� Huikang� was� a�

100-bed� hospital� for�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tuberculosis,” said� medical� historian� Lu� Min� from�

Shanghai� No.� 4� People’s� Hospital.� The� main�

building� was� a� four-story� structure� that� had� south�

facing� wards� which� were� all� sound-proofed.

� � � �“The� sanatorium,� which� boasted� to� have� the�

latest� medical� equipment� of� its� time,� moved� to�

Huaihai� Road� after� the� Japanese� invaded� China� in�

1937,” he� said.

� � � � Xuhui� Hospital� archives� reveal� Ding� was�

born� into� a� family� of� intellectuals� from� Wuxi� of�

Jiangsu� Province,� in� 1904.� His� father� Ding� Fubao,�

who� had� studied� medicine� in� Japan,� published�

hundreds� of� medical� books.

� � � � Ding� Huikang� graduated� from� Tongji�

Medical� College� in� 1927,� a� time� when� TB� was�

an� epidemic� in� China.� After� several� of� Ding’s�

family� died� from� the� disease,� the� young� medical�

graduate� was� determined� to� devote� his� life� to�

relieve� the� pains� of� TB� patients.

� � � � In� 1928,� he� opened� Shanghai� Sanatorium� for�

Lung� Disease� on� No.� 2� Great� Western� Road�

(today’s� Yan’an� Road� W.)� with� support� from� his�

father.� While� based� at� the� hospital,� the� Dings�

raised� funds� to� open� Shanghai� Hongqiao�

Sanatorium� on� 202� Hongqiao� Road� on� June� 17,�

1934.� The� opening� ceremony� invited� some� 1,000�

foreign� and� Chinese� guests,� including� Shanghai�

mayor� Wu� Tiecheng.

The old sanatorium

A� report� in� The� North-China� Herald� on�

June� 20,� 1934,� revealed� the� mayor� inspected� the�

building� and� displayed� “evident� interest� in� the�

splendid� equipment� provided� and� commenting�

with� approval� upon� the� planning� of� the� institution�

which�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every� patient� to�

enjoy� privacy.”

Patients� could� enjoy� privacy,� sunlight� and�

fresh� air� thanks� to� the� excellent� design� work� of�

Chinese� architect� Fonzien� G.� Ede� (Xi� Fuquan),�

who� had� studied� architecture� in� Germany.� The�

modern,� functional� steel-and-concrete� structure�

became� a� signature� work� in� Shanghai� architectural�

history.

� � � � “Xi� Fuquan’s� work� was� influenced� by�

German� modernism� architecture� that� values�

function� and� features� simply-cut� forms.� As�

medical� architecture,� it’s� practical,� hygienic,� solid�

and� beautiful,” said� Liu� Kan,� an� architectural�

scholar� from� Tongji� University.

（转载自 Shanghai� Daily）（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