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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载初心诠释使命　携手接力护佑高原
新生———援藏超声培训２４年历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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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超声科，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２．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西藏
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西藏拉萨　８５１４１４；３．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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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超声援藏培训２４年历程回顾和评估。方法　培训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超声启蒙教
育，引进内地各大医院专家师资，按照中国大型仪器上岗证培训大纲，分专业培训，参加西藏自治区统一
的上岗证考试；第二阶段逐步完成多学科超声基础知识讲解与普及新知识，交流新技术。培训各地区
和市级医院超声骨干，在西藏各地区进入应用阶段；第三阶段创建西藏“高原标准化培训体系”，首次开
创性引入每期２１天至３个月的产前超声专项培训，解读系列中国及国际指南。根据高原医生特点，编
制培训教程，建立实际操作训练方法和高原质控标准。结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上岗证培训总计完成７期。
对于彩色多普勒超声医学诊断技术，高原医生从零基础开始达到８０％的认知和掌握，１２００名超声医生
获得了彩超上岗证。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举办１１期不同专题的学习班。高端彩超仪已经普及到地区、县级，
包括偏远、偏僻地区。接受培训的骨干医师担负起各地区、县乡医院培训超声人才递队的重任，开展疑
难病例会诊工作。２０１６－２０２４年，来自１４个省市的百余名专家组成“梦圆雪域专家志愿者”团队，每年
开办１～３期产前超声专项培训。近２０００名高原超声医师接受了培训，２４１人获得了中国出生缺陷基金
会和国家培训基地产前超声诊断证书。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全自治区分娩数９６５４３例，胎儿超声筛查４７３５１０
人次，诊断胎儿畸形１２０６例，占分娩数的１．２％。排在前１０位的畸形依次为神经管缺陷、肾积水、脑积
水、腹壁缺损、巨膀胱、短肢畸形、双肾缺如、婴儿型多囊肾、单心室、无裂全前脑。胎儿先心病等严重畸
形的诊断实现了零的突破。结论　几代超声人的努力和拼搏下，西藏自治区超声医学水平发生了质的
变化，从黑白超到彩超，从基础到高端，从大部分地区超声检查是空白到培训后的各地区超声医师担负
起疑难病例会诊等繁重工作。连续９年西藏产前超声规范化培训，实现西藏主要城区每个孕妇在孕期
至少接受１～２次系统的超声检查，多种主要胎儿结构畸形检出率实现了零的突破，致死畸形儿避免出
生。对提高高原出生人口素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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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高寒缺氧，地广人稀，每
平方公里５个人，平均氧含量为平原的５８％～
６０％，个别地区氧含量仅为４８％～５０％，我国在
２０００年内地各省市、县级、甚至乡镇超声检查早已
普及，几乎每家医院至少有１台彩超设备，产前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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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及诊断已经普及，每个孕妇在孕期会接受３～４
次超声检查。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１９９９年整个西
藏只有拉萨市的３家医院有彩超设备。地区级医院
没有彩超仪，而且很多县乡连黑白超声仪也没有［１］，
无法完成基本的超声检查。在设备和技术普遍落后
的情况下，一些病人因漏诊误诊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间。

超声检查是出生缺陷二级预防中最重要的筛查
和诊断方法，可以有效监测孕期胎儿多种生长指标，
诊断出最严重的胎儿结构异常，有效降低出生缺陷
的发生率。随着产前超声检查指南在内地的持续推
广，在早孕期和中期行胎儿心脏、超声多普勒、双胎
妊娠等检查技术已经实施多年［２４］。而２０１６年以
前，西藏只有非常少的１～２家医院会做胎儿超声，
但做的切面非常少。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空白［５，６］。
如何在西藏推广产前超声规范和标准，如何培养产
前超声技术人员，仍然是一个挑战。诸如胎儿先天
性心脏病这类严重畴形的超声诊断还是空白。提高
西藏超声人员的技术水平，改善高原超声医学的落
后面貌，让超声基础检查和诊断普及到高原的每个
县市和乡镇，让西藏的牧民和边疆的官兵得到更好
的超声诊断，成为我们多年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１　对象与方法

西藏超声培训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超声启蒙教育。
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为
加强业务管理而设计和实施了医学专业特殊岗位上
岗资格考试。１９９７年起，二十余种大型医用设备使
用人员上岗一律都要经过资格考试，包括计算机断
层扫描技术（ＣＴ）、核磁共振（ＭＲＩ）、彩色多普勒技
术（ＣＤＦＩ）等。在内地每个超声医生都需要通过医
学专业特殊岗位上岗资格考试才能持证上岗。而当
时的西藏还没有ＣＤＦＩ培训，许多医生甚至不知道
做彩超需要通过考试，没有一名高原医生参加过
ＣＤＦＩ考试。时任西藏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和西藏
超声工程学会主任委员的武警西藏总队医院徐书真
主任，在２０００年西藏超声医学会启动了西藏彩色多
普勒技术（ＣＤＦＩ）上岗证培训。在中华医学会大型
仪器上岗考试中心的指导下，徐主任先后聘请内地
著名超声专家来西藏，按照中国大型仪器上岗证培
训大纲和参考资料［７］，并结合高原医生的特点，以通
俗易懂方式详细解读心脏、腹部、妇科、产科、小器官
等分专业知识点和应该掌握的要点，制定适合西藏
人员特点的试题和备考指南等。学习班的参加人数
从最初仅有５人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００余人（图１），
持续五年共完成７期的培训。

图１　老一辈援藏专家在培训班上的珍贵合影，他们有董宝玮、曹铁生、雷小莹、高云华、梁平、贾平、徐书真（一排右一）

　　第二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促进西藏超声医学
的发展。历时１０年，主要完成西藏高原超声知识的

普及和技术的更新，培训西藏各地区市级医院超声
骨干。讲解多学科超声基础知识，逐步引进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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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从而使基层医院的超声检查进入应用阶段。
第三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４年）引入产科超声专项

培训，首次开创性地在西藏开展产前超声专项培训，
每期２１天至３个月不等。组建师资团队，确保高质
量的教学队伍。汇聚国内产前超声诊断领域的优秀
专家组成西藏培训教师，其中９０％为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培训师资，同时也是取得国际妇产超声协会
（ＩＳＵＯＧ）超声基础培训课程资质的中文讲师，解读
系列中国及国际指南。同时，遵循国内外产科超声
系列指南，结合西藏超声医生特点，编制培训教程，
建立实际操作训练方法和高原超声质控标准。

２　结果

第一阶段历时５年７次培训和考核，有些学员
需要２～３次结业考试才能达到合格，从而使学员们
对于彩色多普勒超声医学诊断技术从零达到８０％
的认知和掌握，９５％以上培训学员取得了中华医学
会颁发的大型仪器上岗证，１２００名高原医生先后拿
到了大型仪器上岗证合格证书。这是第一次西藏高
原和内地一样，超声医生完成上岗证培训后持证上
岗，开始进入了西藏超声规范化培训阶段。从而有
效提高了全区超声医生对各系统心血管、腹部、妇科
和和产科、小器官等超声诊断水平，推动了西藏超声
医学规范化建设的发展。

第二阶段历经１０年，近百名国内著名超声专家
走进西藏，培训高原医生１０００余名，共举办了１１场
不同规模、不同主题及内容的超声新技术研讨班，把
内地最先进的研究技术引进西藏，开阔了西藏超声
医师的眼界。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举办的“超声医学高端
论坛”，是西藏自治区首次高峰论坛，赴高原参会人
员达３００余人，把享誉国内的３０名超声知名专家请
到了世界屋脊，得到了全国超声界和各大媒体的高
度称赞。

一批批藏族医生在成长，期间基层超声医师获
得大型仪器上岗证１２００余人次。高端彩超仪已经
普及到地区、县级基层医院，包括偏远、偏僻地区。
建立了西藏第一个超声诊断与会诊中心，每年完成
上万例病例会诊工作。接受培训的超声医师不断拓
展服务领域，积极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卫生主管部门
委托的各项工作任务，例如：毒（三氯氰胺）牛奶事件
发生后，西藏超声医学会首先制定出儿童肾脏超声
筛查的检测指标；协助内地各大医院完成对涵盖全
区小儿先心病的筛查；包虫病筛查及防治；大骨节病
的筛查及防治。组织医疗队远赴阿里、那曲等偏僻
艰苦地区进行巡诊，对全区各大寺庙僧人包括佛学
院活佛等进行免费查体，彩超知识普及到阿里、那
曲、白朗、安多、波密、扎朗等偏远的地区、县、乡级
医院。

图２　梦圆雪域专家志愿者团队成员（部分）

　　第三阶段来自１４个省市的１００余名专家建立
了“梦圆雪域专家志愿者团队”，连续９年走进西藏

参加本项目培训教学工作。每年举办１～３期产前
超声专项培训，累计培训时长达３６６天。２０１９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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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建立了第一个最高海拔的产前超声培训基地
及妇幼超声联盟。创建了西藏“高原标准化培训体
系”［８］，统一了西藏产科超声报告质量控制及逐级
转诊的分级标准；创建超声智慧医疗数字化平台，实
现远程授课、知识更新、操作训练质量控制、病例讨
论、远程会诊。西藏、新疆与川藏地区的２０００余名
超声医师接受在线妇产超声规范化培训，２４１人获
得了中国出生缺陷基金会和国家培训基地产前超声
诊断证书，１０００余名医生获得产前超声筛查证书。

近五年（２０１９－２０２３）来自西藏３２家医院２８２
名医生的调查数据，分娩数９６５４３例，共诊断胎儿畸
形１２０６例，占分娩数的１．２％。排在前１０位的畸
形依次为神经管缺陷、肾积水、脑积水、腹壁缺损、巨
膀胱、短肢畸形、双肾缺如、婴儿型多囊肾，单心室、
无裂全前脑。胎儿先心病等严重畸形的诊断实现了
零的突破。胎儿超声筛查４７３５１０人次，与２０１６年
比较，产前超声筛查大幅度增长。实现了西藏高原
７个地区的每位孕妇在孕期接受常规超声检查１～３
次，至少接受１～２次规范化系统产前超声检查的目
标，从而为避免致死性畸形儿出生、有效降低出生缺
陷的发生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填补了西藏该领域
多项空白。

３　结语

拓荒者的路是艰辛的！老一辈援藏医生的坚守
坚持，前辈超声专家的引领指导，来自海内外“梦圆
雪域专家志愿者团队”的大爱和奉献，超声医生携手
奋斗与拼搏，带来西藏超声医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①自２００１年历时５年实现了藏族医生对彩色多普
勒超声医学诊断技术从零达到８０％的认知和掌握。
首次１２００名高原医生取得了中华医学会颁发的大
型医用设备使用人员上岗证。②自２００６年历经１０
年举办１１场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超声新技术新进
展培训班，把国内外最先进的研究技术引进西藏。
高原超声医生逐渐成长、成熟，承担起重要卫生行政
部门的重要医疗任务。他们不仅可以完成高海拔边
缘区域的培训与义诊，承担各地区的超声疑难病例
诊断与会诊，还协助了内地各大医院完成先心病筛
查、包虫病筛查及防治，及大骨节病的筛查及防治。

③产前超声筛查在２０１６年以前的西藏基本上是空
白，持续９年的西藏产前超声规范化培训，实现了西
藏高原７个地区每位孕妇孕期接受常规超声检查和
规范化系统产前超声检查全覆盖的目标，避免了致
死性畸形儿出生，有效提高了西藏出生人口素质。
④曾经的西藏不超过１０人会使用彩超设备，更不会
彩超诊断。而现在高端彩超仪在各家基层医院比比
皆是。彩超知识普及到阿里、那曲白朗、安多、波密、
扎朗等偏远、高海拔的地区、县、乡级医院，大大提高
了边远地区军民的健康水平。⑤填补了西藏多个超
声医学领域的空白：申报科研项目、发表超声专业论
文、获得科技进步奖、进行学术交流等［９１１］。

经历了２４年的风风雨雨，３００余名超声前辈和
专家走进西藏，携手同心，接力传承，从传统手把手
的教学模式到实现远程授课、操作训练、质量控制、
病例讨论、远程会诊等现代化的诊疗手段，从而使西
藏超声医学事业真正造福于广大边远地区的藏族同
胞和戍边官兵的健康，对提高西藏自治区出生人口
的素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几代超声人的努力奋斗
和拼搏，用初心诠释使命，用超声护佑新生，带给西
藏超声医学事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意义是重大
的，影响是深远的！

附：致敬为西藏超声事业默默奉献的超声专家们
２００６年：董宝玮　曹铁生　雷小莹　高云华　梁平　贾平
２００９年：赵宝珍　尹立雪　邓丹　李治安等
２０１１年：段云友　袁丽君　周晓东　张晶　温朝阳　卓忠雄

李军
２０１２年：丁云川　杨太珠　卢曼
２０１３年：田家玮　何文　杨军　郑荣琴　杜联芳　从淑珍

夏稻子　尹立雪　崔立刚　袁建军　常才　段云友　吴青青　穆玉明
李建国　罗葆明　许迪　谢明星　谢晓燕　戴晴　冉海涛　勇强
丁云川　陈涛　陈定章　艾红　郑元义

２０１４年：李泉水　罗葆明　薛恩生　吴长君　罗富成　徐金峰

２０１５年：田家玮　吴青青　罗葆明　袁丽君　戴晴　孔欣
高永艳　罗红　毓星　马步云
２０１６．８．１２２（拉萨）：陈欣林　严英榴　杨小红　黄君红　鲁力

秦美兰
２０１７．７．１１８．１１（拉萨）：李建国　田家玮　陈欣林　杨小红

唐红　陈文　王芳韵　杜联芳　李芳
２０１８．８．１８．２４（拉萨）：陈欣林　杨太珠　陈文　马全富　姚远

周柳英　何荟　黄君红　王颖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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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７．６８．２２（山南）：杨星海　陈欣林　陈佩文　姚远　李泽桂
张丹　杨小红　侯莉　赵胜　李建华
２０１９．１１．８１２．１２（山南）：杜树国　杨太珠　张丹　汪龙霞

伍芸　杨小红　李建华　陈佩文　陈欣林
２０２０．８．９１１．７（山南拉萨）：陈欣林　杨太珠　伍芸　张丹

汪龙霞　张晶　李玉兰　何晶　李建华　线上老师（ＪａｃｋＲｙｃｈｉｋ
田志云　汪元芳　严英榴　邓学东戴晴）
２０２０．１２．６１２．２６（川藏阿坝州）：陈欣林　何晶　严英榴　汪龙霞

　杨太珠　李泽桂　张丹　戴晴　李军　周柳英　罗红　程印蓉
金梅　伍芸　周颖　刘海鸥　王欣
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１１．２９（拉萨）：戴晴　徐钟惠　仲光熙　尼玛玉珍

张丹　严英榴　吴青青　汪龙霞　陈欣林　朱霞
２０２２．４６（山南超声基地）：朱霞　陈欣林　赵胜　杨小红

陈佩文　宋婕萍
２０２２．１２．１５２５（在线培训）：刘俊涛　田志云　陈其民　朱铭

吴青青　董凤群　尼玛玉珍　赵胜　周毓青　邓学东　田志云
严英榴　戴晴　杨太珠　周欣　陈欣林　杨小红　曹荔　吴云　朱霞
陈佩文　鲁红　张晶　张丹　罗德清　苏娜　汪龙霞　姜立新
刘庆华　伍玉晗　刘沁　石珍
２０２３．１２．１７２７（在线培训）：吴青青　陈佩文　欧阳云淑　赵胜

陈娇　徐钟慧　陈俊雅　张一休　严英榴　孟华　李玮瑾（德国）
戴晴　张丹　朱霞　汪龙霞　陈欣林
２０２４．７．５７（西藏超声医学年会）：徐钟慧　李建初　陈欣林

蔡胜　杨筱　张瑾　仲光熙　张一休　马佳　吴青青　尹立雪　陈坤
冉海涛　唐君辉　嘎措
２０２４．８１２：杨太珠　朱琦　唐红　张丹　陈欣林　陈娇　罗红

朱霞　赵胜　章敏　宋婕萍　杨小红　荆春丽　刘丽君
致谢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湖北省第八、九、十

批援藏工作队、山南市卫生健康委、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中国人民武
警部队西藏总队医院、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西藏自治区妇幼保
健院）、山南市妇幼保健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那曲市人民医院、
那曲市妇幼保健院、所有进藏专家的所属的医院

中华医学会超声分会、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妇产专委会、中
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超声分会妇产专委会、西藏医学会超声专业
委员会、西藏自治区超声医学工程学会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公司超声事业部、蓝鹊远程（武汉）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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