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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医结合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建设新思路 

何  刚   范  勇   俞⽂⼼   唐静宜   江  宁 

摘要  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学⽣培养中，理论知识以及实践实习等各个环节需要学校、医院、企业在

内的各⽅条件⽀撑，因⽽，在⼈⼯智能相关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论⽂提出的建设思路主要的特⾊和亮点⼀

是基础理论加上实践教学的⽅式来推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学⽣培养，⼆是以和企业合作的形式来强化学

⽣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相关实践能⼒。“学校+企业+医院”联合的形式不但可以更好的确保项⽬的可实施性，

还可以有效的增强收益学⽣的就业竞争⼒。 

关键词  医学影像技术  校企医结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教育部⾼等教育司组织有关企业⽀持⾼校共同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项⽬。根据《教育部⾼等教育司关于

公布有关企业⽀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项⽬申报指南（2019 年第⼀批）的函》要求，笔者在单位⽀持下向

企业提交项⽬申请，有关企业对申报项⽬进⾏了遴选并向社会公⽰。2019 年 12 ⽉ 19 ⽇，《教育部⾼等教育

司关于公布有关企业⽀持的 2019 年第⼀批产学合作协同育⼈项⽬⽴项名单的函》公布，笔者申请的新⼯科

项⽬“校企医结合的医学影像专业的新⼯科建设”获批，项⽬编号为 201901022018。应《产教融合研究》杂

志邀请，现将有关申报⽂件进⾏整理，形成本⽂。 

⼀、项⺫相关背景和基础介绍 

医学影像技术是利⽤专门成像机制的设备，以⽆创性⽅式获取⼈体内部结构信息的学科[1]。其中包括 X

线成像技术(含 X 线透视、摄影，DSA 和 CT)、MRI 技术、超声成像技术、核医学技术等。随着现代医学与

⾼新科技的结合，医学影像技术较传统的放射技术发⽣了根本的变化。影像技术正处于⼀个迅猛发展时期，

CT、DSA、MR、CR、DR、介⼊放射学、⼲式激光打印、数字⽹络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放射科

的原⼯作格局，其内含不断扩⼤。如何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影像技术⼈才，是⽬前医学影像技术教育⾯

临的问题[2]。 

西南科技⼤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从 1994 年开始培养计算机⼈才，现有研究⽣培养学科包括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级学科硕⼠授权点，其中计算机应⽤技术是四川省重点学科）、软件⼯程（⼀级学科硕⼠授

权点）、教育技术学（⼆级学科硕⼠授权点）和计算机技术（⼯程硕⼠授权点）。现有本科⽣专业包括软件⼯

程（“国家卓越⼯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四川省特⾊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四川省卓越⼯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专业，四川省特⾊专业，学校“8111 品牌”专业）、信息安全、医学影像技术。 

学院现有全职教师 132 ⼈，其中教授 15 ⼈，副教授 39 ⼈，教师中有博⼠ 56 ⼈，6 名教师获得海外学

位，16 名教师有⼀年以上海外学习⼯作经历。有国家建材局“突贡”专家 2 ⼈，四川省“突贡”专家 2 ⼈，四

川省学术带头⼈后备⼈选 5 ⼈，绵阳市“4+3”⾼端成长型战略新兴产业领军⼈才 4 ⼈，省市级优秀教师 5 ⼈。

有博⼠⽣导师 1 ⼈，硕⼠⽣导师 31 ⼈。有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 93 ⼈。另外，学院从董事单位等聘请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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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 ⼈，科研⽔平⾼、实践经验丰富的兼职教授、副教授 30 ⼈。 

学院有优良的科研教学平台，包括四川省互联⽹健康服务融合⼯程实验室、四川省智能电器与智能系

统⾼校重点实验室、绵阳⽹络融合⼯程实验室、绵阳⽹络空间安全重点实验室、四川省计算机应⽤实验教学

⽰范中⼼、软件创新“8111 品牌”实践基地。在学校内还共享国家⼤学科技园、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等平

台。学院教师在计算机软件软件、嵌⼊式技术、信息安全、知识⼯程、计算机⽹络、⾼性能计算、机器视觉、

虚拟现实、医学影像技术等⽅⾯有较强研究能⼒，相关研究成果⼴泛应⽤在政府、军队、国防科技⼯业和区

域经济建设的众多⾏业。近五年承担科研项⽬ 180 余项，其中国家 863 计划、科技⽀撑计划、国家⾃然科

学基⾦等 15 项，纵横向科研经费 5600 余万元。发表学术论⽂ 500 余篇，其中 SCI、EI、ISTP 收录 153 篇，

出版专著及教材 37 部，获省部级科技奖 2 项，授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45 项。 

学院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从 2013 年开始招⽣，与绵阳市中⼼医院、绵阳市四〇四医院、绵阳市第三⼈民

医院、四川省科学城医院等单位联合开展本科⼈才培养⼯作。培养具有基本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影

像技术和智能医学影像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德智体美劳良好综合素质，掌握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专业技能、

医疗健康⼤数据智能分析技术与研究⽅法，能在医疗卫⽣机构及相关研究机构、医疗设备⽣产企业、辐射防

护领域从事医学影像学检查、医学影像设备管理与维护、医学影像图像处理、数据分析与研究、医学影像设

备技术⽀持和销售、环境辐射监测与评价、辐射防护及相关宣传教育⼯作的复合型⼈才。 

⼆、项⺫特⾊与创新 

⽬前，有较多关于培养医学影像技术⾼素质⼈才的研究和讨论[3][4]，很多学者认为拥有理、⼯、医等⽅

⾯的复合型⼈才更是⽬前国内医疗⾏业迫切需要的[3]。因此本⽂提出以下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的专业建设⽬标

及创新点。 

（⼀）建设⽬标 

秉承学校“共建与区域产学研联合办学”理念，充分发挥四川省互联⽹健康服务融合⼯程实验室、四川省

⼤数据分析⼯程实验中⼼、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研究室、嵌⼊式技术实验室、智能计算与模式识别实验室在

医疗健康领域的研究基础，开展校地、校企、校医合作，依托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向医疗卫⽣服务⾏业，

协同培养理⼯医学科交叉融合、具有计算机科学和医学影像技术学相结合的复合型⼈才。 

（⼆）创新点 

在⼈⼯智能相关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本⽂提出的建设思路的主要的特⾊和创新是： 

1．基础理论加上实践教学的⽅式来推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学⽣培养。 

2．以和企业合作的形式来强化学⽣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相关实践能⼒。 

3．学校+企业+医院联合的形式不但可以更好的确保项⽬的可实施性，还可以有效的增强收益学⽣的就

业竞争⼒。 

三、项⺫建设⺫标 

秉承学校“共建与区域产学研联合办学”理念，充分发挥四川省互联⽹健康服务融合⼯程实验室、四川省

⼤数据分析⼯程实验中⼼、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研究室、嵌⼊式技术实验室、智能计算与模式识别实验室在

医疗健康领域的研究基础，开展校地、校企、校医合作，依托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向医疗卫⽣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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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培养理⼯医学科交叉融合、具有计算机科学和医学影像技术学相结合的复合型⼈才。  

四、项⺫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建设内容 

培养具有基本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影像技术和智能医学影像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德智体美劳良

好综合素质，掌握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专业技能、医疗健康⼤数据智能分析技术与研究⽅法，能在医疗卫⽣

机构及相关研究机构、医疗设备⽣产企业、辐射防护领域从事医学影像学检查、医学影像设备管理与维护、

医学影像图像处理、数据分析与研究、医学影像设备技术⽀持和销售、环境辐射监测与评价、辐射防护及相

关宣传教育⼯作的复合型⼈才。需要确保具备以下能⼒： 

1．知识⽬标 

（1）掌握与医学相关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命科学、⾏为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和科学

⽅法，并融会于未来的学习和医学实践，掌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 X 线机、CT、MRI、DSA、核医学、放射治疗等影像学设备的基本原理、设备性能以及基本

操作技能，掌握医学影像学范畴内各项检查技术、医学图像后处理及计算机的基本理论，熟悉有关放射防护

的⽅针、政策、法规和具体防护⽅法。 

（3）掌握临床流⾏病学、医学统计学和医疗数据分析的有关知识与⽅法，了解医学影像学各分⽀学科

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2．技能⽬标 

（1）具有熟练操作影像⼤型设备的能⼒，掌握医学影像学范畴内各项检查及治疗技术（X 线机、CT、

MRI、DSA、核医学、放射治疗等），掌握各类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能熟练运⽤

所学的知识从事以医学影像设备为主的医学设备管理、维护、应⽤技术开发。 

（2）具有与病⼈及其家属进⾏有效交流沟通的能⼒，具有根据病⼈具体情况选择使⽤恰当的影像技术

的能⼒，具有与医⽣、护⼠及其他医疗卫⽣从业⼈员交流沟通的能⼒。 

（3）掌握医学影像信息的采集、分析和信息处理的技能，熟悉医学影像技术前沿技术的基本知识，具

有医疗数据分析和研究的能⼒，能够利⽤图书资料、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医学问题，获取新知识，能⽤⼀门外

语阅读医学⽂献，具有⾃主学习和终⾝学习的能⼒。 

（⼆）实施路径 

1．对学校现有实验室进⾏改造升级，满⾜医学影像实践教学的相关需求。 

2．对已经存在的相应课程进⾏梳理和系统化。 

3．对于还不满⾜要求或者实践环节不⾜的课程进⾏整改和调整。 

4．通过校企联合资源共享，建设校内外实践基地，建成校内专职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平

⼯程教育师资队伍。 

5．通过校内校外实践基地，为学⽣提供校内校外实践的条件和机会，同步增强学⽣的⼯程实践能⼒。 

五、项⺫预期成果 

以校企医合作的形式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建设项⽬，初步的预期成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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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少⼀篇相关的教育改⾰论⽂。 

2．完成⾄少⼀项相关的教育改⾰项⽬⽴项。 

3．通过实践环境建设，搭建医学影像相关实践平台，满⾜⼀个班级⾄少 30 位同学同时开展相关技术

的实践活动。 

4．强化本科学⽣的医学影像相关技术的实践能⼒，提⾼毕业后的就业竞争⼒。 

5．提升毕业学⽣的就业率。 

六、项⺫实施计划 

1．对学校现有实验室进⾏改造升级，满⾜医学影像实践教学的相关需求。 

2．对已经存在的相应课程进⾏梳理和系统化。 

3．对于还不满⾜要求或者实践环节不⾜的课程进⾏整改和调整。 

4．通过校企联合资源共享，建设校内外实践基地，建成校内专职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平

⼯程教育师资队伍。 

5．通过校内校外实践基地，为学⽣提供校内校外实践的条件和机会，同步增强学⽣的⼯程实践能⼒。 

七、经费使⽤规划 

预计的经费使⽤情况： 

1. 差旅费⽤：20000 元整，⽤于交流和培训过程中产⽣的差旅费⽤。 

2. 课程改造费⽤：20000 元整，⽤于课程改造中产⽣的费⽤。 

3．耗材，通讯，邮政等杂项费⽤：20000 元整。 

以上经费使⽤，根据实际划拨的经费数量可能会进⾏调整。 

⼋、结语 

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学⽣培养中，理论知识以及实践实习等各个环节需要学校、医院、企业在内的各

⽅条件⽀撑，因⽽，在⼈⼯智能相关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论⽂提出的建设思路主要的特⾊和亮点⼀是基础

理论加上实践教学的⽅式来推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学⽣培养，⼆是以和企业合作的形式来强化学⽣的医

学影像技术专业相关实践能⼒。学校+企业+医院联合的形式不但可以更好的确保项⽬的可实施性，还可以

有效的增强收益学⽣的就业竞争⼒。 

编辑：李楠 

 

基⾦项⺫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项⽬（201901022018）：校企医结合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建设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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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practice each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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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schools, hospitals, companies such as the condition of support, therefore,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apid development toda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nking and a bright 

spot is the bas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teaching to promote students cultivate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the 

second is in the form of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related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school, enterprise and hospital can not only better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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