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2022年版)

眼科培训细则

眼科学是研究视觉器官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诊断、治疗、预防的一门医学学

科,在临床上,目前主要包括青光眼、白内障、角膜与眼表疾病、葡萄膜病、眼底病、
斜视与小儿眼病、眼视光、眼眶病、眼整形等亚专业。

一、培训目标

遵循总则的要求,以六大核心胜任力为导向,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专业

能力、病人管理、沟通合作、教学能力和学习能力,能够独立、规范地承担眼科常见

病多发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
为实现上述培训目标,眼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采取分年递进的形式进行,

具体要求如下。
第1年:接受综合性临床能力的培训

完成与眼科学专业相关临床学科的轮转培训,在上级医师全程监督与指导

下,以掌握“病人接诊、临床思维、诊疗决策、医疗文书书写与基本操作技能”等临

床通用行医能力为目标,实现医学生向临床医师的转变。
第2年:接受眼科学专业的基础培训

能够将第1年轮转所获得的通用行医能力,在上级医师的部分监督与指导

下,熟练应用于眼科专业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治过程;掌握“有眼科学专业特色的

病人接诊、临床思维、诊疗决策与基本操作技能”等行医能力。掌握本专业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方法,尽快从整体上胜任眼科住院医师的临床工作,为独立行医打

好扎实的基础。
第3年:接受眼科学专业的强化培训

通过完成一定数量的眼科病例诊治工作,基本能够独立处理眼科常见病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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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诊治。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上级医师的沟通协作,具备解决本专业部分复杂

与少见临床病例的能力,掌握自我学习与研究的方法,实现能独立从事眼科临床

常见问题诊疗工作的培训目标。

二、培训方法

培训总时间为36个月,其中含3个月机动。培训采取在眼科各专业及其他

相关科室轮转的形式进行。通过管理病人、参加门急诊工作,参加各种教学活动,
完成规定数量的病种和基本技能操作,学习眼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规范地书写病

历等医疗文书,认真填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记手册》。低年资住院医师参与

见习/实习医生的眼科临床教学工作,高年资住院医师指导低年资住院医师。
第1年为感知期(综合性临床能力的培训)(12个月)。初步了解眼科学及常

见的眼部疾病,为进一步系统学习打好基础。主要完成相关科室的轮转,其中,应
有一定的时间(如每周1.5~2.5天)跟随高年资医师参加眼科普通门诊的工作。

5个月后,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参加眼科急诊值班,并轮转以下眼科各部门:门诊部、
门诊治疗室、眼科急诊室、辅助检查室(视野、超声、超声生物显微镜、荧光素眼底

血管造影、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眼电生理检查等),及参加眼科显微手术实验室训

练。住院医师还应轮转与眼科疾病密切相关的其他科室,包括神经内科、内分泌

科和急诊科;每个科室轮转1个月,共3个月;具体安排根据各培训基地的情况而

定,原则上在第1年完成。
第2、3年为系统培养期(24个月)。在眼科各个亚专业组轮转培训。全面系

统地掌握眼科学知识和技能,着重将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每年参加

手术患者管理工作至少9个月(包括日间手术),月均管理出院患者10~20例。
轮转以下眼科各亚专科:验光、眼睑泪器病、白内障、青光眼、角膜与眼表疾病、斜视

与小儿眼病、眼眶病与眼整形、眼底病、眼外伤、葡萄膜病,参加门诊和病房的手术。

3年期间到基层实践基地参加防盲工作2个月,了解基层眼病发生情况,参与

基层扫盲工作。轮转科室及时间安排,见表1。

表1 轮转科室及时间安排

阶段 轮转科室 轮转时间

第1年(共12个月) 急诊科 1
神经内科 1
内分泌科 1
眼科检查(视光/其他检查)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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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阶段 轮转科室 轮转时间

眼科治疗 1
眼科门诊手术 2
眼科门诊诊室 2

第2、3年(共24个月) 青光眼 2
晶状体病 2
角膜与眼表疾病 2
斜视、弱视与小儿眼病 2
眼外伤 2
玻璃体、视网膜病 4
眼睑、泪器和眼眶病 3
葡萄膜和巩膜疾病、神经眼科疾病 2
防盲工作 2
机动 3

  合计 36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一)第1年感知期(12个月)

1.相关科室轮转(共3个月,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急诊科各1个月)
(1)轮转目的:有针对性地强化与眼科密切相关科室的轮转,加强住院医师对

眼与全身性疾病密切相关的认识,使住院医师能够从眼部的特征判断全身疾病的

可能性,以减少全身疾病的漏诊。
掌握:神经系统检查方法及相关影像学诊断,常见急症的诊断与抢救方法,培

养急症抢救思路。
了解:与眼科相关的神经系统病变;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身及眼部并发症的

诊断标准、并发症及处理原则。
(2)基本要求:相关科室的学习内容只要求疾病种类,不做例数要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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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轮转科室及学习内容

轮转科室 学习内容

神经内科 颅内占位病变、脱髓鞘病、三叉神经病变、面神经病变

内分泌科 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急诊科 心电图检查及认读、心肺复苏步骤、创伤包扎固定及搬运技能、急腹症临床表

现与处理原则、颅脑损伤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2.眼科各亚专业轮转(共9个月)
(1)轮转目的

掌握:眼的解剖、生理知识;远、近视力检查、眼压测量的方法;裂隙灯活体显

微镜、直接检眼镜的使用方法;验光;手术显微镜的使用和维护方法;眼科手术室

的工作程序;通过动物眼的训练和模拟手术训练;眼科显微手术基本技术。
熟悉:眼科常见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
了解:眼科常用检查的操作方法和临床意义;门诊治疗和小手术。
(2)基本要求

①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3。

表3 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病种 最低例数

睑板腺囊肿 10 睑腺炎 10
睑缘炎 5 睑内翻 5
睑外翻 5 上睑下垂 5
泪道疾病 10 细菌性结膜炎 10
翼状胬肉 10 病毒性结膜炎 10
年龄相关性晶状体病 20 细菌性角膜炎 5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 10 虹膜睫状体炎 10
屈光不正 20 共同性斜视 10
弱视 10 角膜及结膜浅层异物 10
眼外伤 5 干眼病 10
过敏性结膜炎 5

②基本技能要求,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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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本技能要求

临床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临床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电解倒睫 5 睑腺炎切开引流 5
睑结膜结石的去除 5 患眼包扎和术后换药 10
眼睑伤口的清创缝合 3 动物眼显微手术缝合 20
泪道冲洗 5 非接触眼压测量 30
结膜、角膜浅层异物取出 10 Goldman眼压测量 5

③手术种类及要求,见表5。

表5 手术种类及例数要求

手术名称 完成最低例数 参加最低例数

睑板腺囊肿切除术 5 15
眼睑外伤缝合术 3 5
眼睑小肿物切除术 5 10

(3)较高要求:在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还应学习以下疾病和技能。

①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6。

表6 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病种 最低例数

病毒性角膜炎 5 真菌性角膜炎 2
角膜先天异常 2 表层巩膜炎 1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5 视神经炎 2

②临床操作技术要求:初步掌握前置镜、间接检眼镜检查方法。

③外语、教学、科研等能力的要求:掌握眼科常用英文词汇,能阅读国内外眼
 

科学文献。可以协助开展眼科临床研究,参与教学科研活动。
(二)第2、3年系统培养期(共24个月)

1.轮转目的

掌握:眼的解剖、组织胚胎和生理生化知识;眼科常见病及部分疑难病的临床

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眼科常用药物的作用机制、用法和不良反应;
眼科急诊(如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眼化学伤和穿通伤)的处置;眼科基本手术技能

和常用手术;全身疾病的眼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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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要求

(1)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7。

表7 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病种 最低例数

角膜基质炎 5 泡性角结膜炎 2
先天性白内障 5 神经麻痹性角膜炎 3
并发性白内障 5 外伤性白内障 5
玻璃体混浊 20 晶状体脱位 5
先天性青光眼 3 继发性青光眼 10
视网膜动脉阻塞 5 视网膜静脉阻塞 1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5 近视性黄斑病变 5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10 黄斑裂孔 5
黄斑部视网膜前膜 5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10
渗出性视网膜脱离 5 牵拉性视网膜脱离 5
球后视神经炎 5 外伤性视神经病变 3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5 低视力 10
屈光参差 5 眶蜂窝织炎 2
非共同性斜视 5 眼球穿通伤 2
眼球破裂伤

 

2 眼眶肿瘤 2
眼球内异物 2 眼化学伤 2
甲状腺相关眼病 2

(2)基本技能要求,见表8。

表8 临床操作技术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球旁注射 30 球后注射 10
间接眼底镜检查 40 前房角镜 20
前置镜 20 眼部超声检查 20
视野检查 20 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 15
眼前后节照相 20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检查 15
眼部

 

CT
 

和
 

MR片的判读 20 眼电生理检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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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显然验光 30 自动验光仪验光 30
视网膜检影验光 30 角膜地形图 5
斜视检查 20 复视检查 10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10

(3)手术训练要求:住院医师应在通过眼科动物显微手术和模拟手术的考核

之后,才能进入临床参加眼科显微手术操作。应当在指导医师指导下完成或参加

手术训练。
第2、3年系统培养期应完成以下手术种类及要求,见表9。

表9 手术种类及要求

年度 手术名称 完成最低例数 参加最低例数

第2年 前房穿刺术 2 10
羊膜移植术 2 5
翼状胬肉切除术 5 10
睑内外翻矫正术 5 10
角膜穿通伤缝合术 2 5
巩膜裂伤缝合术 3 6

第3年 泪道手术 2 5
睫状体冷冻或光凝术 2 5
斜视矫正术  2
手术虹膜切除术  5
激光虹膜切除术  10
小梁切除术  10
白内障摘除术  10
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10
义眼台植入术  5
角膜移植术  2
视网膜复位术  5
玻璃体切除术  5
激光晶状体后囊膜切开术 3 5
激光视网膜光凝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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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较高要求

在完成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学习以下疾病和技能。
(1)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10。

表10 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病种 最低例数

干燥综合征 2 蚕蚀性角膜溃疡 2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5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3
VKH综合征 2 Behcet病 1
Fuchs异色性虹膜睫状体炎 2 视网膜静脉周围炎 2
特发性脉络膜血管瘤 2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3
视网膜母细胞瘤 2 脉络膜黑色素瘤 2
脉络膜血管瘤 2 视网膜色素变性 2
眼球突出类疾病 2 感染性眼内炎 3

(2)临床技能要求:掌握超声活体显微镜、相干光断层扫描、视野、荧光素眼底

血管造影的检查方法,并能出具正确的诊断报告。
(3)外语、教学与科研要求:阅读专业外语期刊和教科书,阅读公开发表的专

业文献并完成文摘总结或读书报告5篇以上。参与带教实习医师和低年资住院

医师。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了解科研选题、设计和具体实施的基本程序,有
条件者可参加临床科研课题组工作并进行病例总结,撰写临床综述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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