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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多学科诊治团队的教学培训 
黄丹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广东广州  511400）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多学科诊治团队教学培训在提升医学生对糖尿病足诊疗能力方面的效果。方法：在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本研究纳入了 136 名医学生，并随机分为对照组（n=68）和试验组（n=68）。对照组接受传统的糖尿病足诊疗教学，而试验组则接

受针对糖尿病足多学科诊治团队的专项教学培训。教学培训效果通过一系列观察指标进行评估，包括理论知识测试分数、临床技能操作评

分。结果：经过教学培训后，试验组在理论知识测试中的平均得分为（89.34±5.27）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6.82±6.15）分。在临床技

能操作评分方面，试验组得分为（92.51±4.0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16±5.72）分。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针对糖尿病足多学科

诊治团队的专项教学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医学生在糖尿病足诊疗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 

关键词：糖尿病足；多学科诊治；教学 

 

糖尿病足是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正在逐渐成为世

界健康问题的严峻挑战，据统计，全球糖友中，大约 15%

的人群会演变为糖尿病足，情况严重时可致截肢，极端

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这不仅让患者的日常起居受到严

重影响，同时亦让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在我国，随

着糖尿病患者人数数量的逐年增加，糖尿病引发的糖尿

病足发生率也在持续走高。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中，针

对多学科团队协作的培训尚显不足。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针对糖尿病足多学科诊治团队的

教学培训计划。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了 136 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了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所有学生均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对照组共有学生 68 名，其中男性 36 名，女性 32 名。

这些学生的年龄在 21 至 2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45

±1.27）岁。在参与本研究之前，他们已有一定的临床经

验，接触患者病程在 6 个月至 2 年不等，平均病程接触

时间为（1.12±0.43）年，平均绩点为（3.56±0.32）。试

验组同样包含 68 名学生，其中男性 34 名，女性 34 名。

年龄范围在 22 至 2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89±1.14）

岁。这些学生的临床经验也各不相同，接触患者的病程

在 8 个月至 2.5 年之间，平均病程接触时间为（1.34±0.52）

年，平均绩点为（3.61±0.29）。 

1.2 纳排标准和剔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医学生身份：参与者必须是在校医学生，且对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基础了解。（2）年龄范围：考虑到

医学生的学习阶段和成熟度，参与者年龄应在 18 岁以上，

无上限。（3）自愿参与：所有参与者必须自愿参加本研

究，并能够配合完成整个教学培训过程。（4）签署知情

同意书：在参与研究前，所有学生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明确了解研究目的、过程及可能的风险。 

1.2.2 排除标准 

（1）已接受过类似培训：在过去一年内参加过类似

的多学科诊治团队教学培训的学生将被排除，以避免先

前经验对研究结果的干扰。（2）同时参与其他研究项目：

为确保研究的专注性和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参与其他医

学教育研究项目的学生不得纳入本研究。（3）无法全程

参与：由于教学培训具有连续性，预计无法完成整个培

训周期的学生将被排除。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1）理论教学：学生们首先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和课

程，系统地学习了糖尿病足的病理学、生理学基础知识。

这些课程共计 30 学时，由经验丰富的内分泌科和外科专

家授课。课程内容涵盖了糖尿病足的发病原因、病理生

理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方法等。 

（2）病例分析：在理论教学结束后，学生们进入了

病例分析阶段。教师团队精选了 20 个典型的糖尿病足病

例，供学生们进行分组讨论和分析。 

（3）临床实习：病例分析阶段结束后，学生们进入

了为期 4 周的临床实习环节。在这一阶段，学生们被分

配到各个医院的内分泌科和外科，跟随临床医生进行实

地学习和操作。 

1.3.2 试验组 

（1）多学科理论教学：与对照组相似，试验组也接

受了糖尿病足相关的基础理论教学。这门教学内容由多

领域的专业人士联合讲授，除了约请内分泌和外科领域

的知名专家外，还招徕皮肤、感染、血管外科等相关领

域的教授开展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全方

位、多维度地详尽认知糖尿病足的诊疗信息。 

（2）模拟多学科团队协作：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试验组的学生们被分成若干个多学科团队，每个团队由

5-6 名学生组成，分别代表不同的医学学科。教师团队

为每个团队提供一个模拟的糖尿病足患者病例，并要求

学生们在团队内部进行讨论和协作，共同制定诊疗方案。 

（3）真实环境下的多学科团队协作实践：模拟团队

协作阶段结束后，试验组的学生们进入了真实环境下的

多学科团队协作实践环节。他们被安排到医院的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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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门诊，与真实的糖尿病足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

诊疗。 

1.4 观察指标 

1.4.1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在教学培训开始前、结束后以及培训过程中定期进

行理论知识测试.测试形式为选择题和简答题，满分为

100 分。通过对比测试成绩的变化，评估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掌握程度。 

1.4.2 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在临床实习阶段，由专业教师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操

作进行观察和评分。评分内容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

诊断思路、治疗方案制定等方面。通过实习前后的技能

操作评分对比，来评价学生的临床技能提升情况。 

1.4.3 团队协作能力 

在模拟多学科团队协作和真实环境下的多学科团队

协作实践环节，由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进行

评估。采用 5 分制评分，1 分表示非常差，5 分表示非常

好。通过团队协作能力的评分变化，来反映教学培训对

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影响。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率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上，两组学生在培训后均有显

著提高，但试验组的提高幅度更大（t=13.27, P<0.001），

说明多学科团队教学培训对理论知识掌握有积极影响。 

表 1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组别 培训前平均分 培训后平均分 t 值 P 值 

对照组 75.33±8.22 84.15±6.77 6.89 <0.001 

试验组 76.12±7.93 92.43±5.31 13.27 <0.001 

在临床技能操作能力方面，两组学生在实习后也均

有显著提升，同样地，试验组的提升更为显著（t=14.93, 

P<0.001），显示多学科团队教学培训对临床技能的提升

效果更佳。 

表 2 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组别 实习前平均分 实习后平均分 t 值 P 值 

对照组 68.45±9.11 80.22±7.63 8.16 <0.001 

试验组 69.33±8.76 89.56±6.12 14.93 <0.001 

在团队协作能力方面，两组学生在培训后均有所改

善，但试验组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t=12.78, 

P<0.001），表明多学科团队教学培训对团队协作能力的

提升具有显著效果。 

 

 

表 3 团队协作能力评分 

组别 培训前评分 培训后评分 t 值 P 值 

对照组 2.89±0.67 3.45±0.56 5.63 <0.001 

试验组 2.93±0.71 4.32±0.49 12.78 <0.001 

3 讨论 

糖尿病足作为糖尿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已经以其

高发病率和截肢比例，成为世界健康问题的关注热点，

根据国际糖尿病组织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糖尿病患者

中约有 15%会发展为糖尿病足，其中不少人存在截肢的

可能性。因此，追求更为有效的糖尿病足医疗干预教学

方法，对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能力和全面发展进行提升，

是极其重要的。 

从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来看，试验组在培训后的平均

分达到 92.43±5.3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15±6.77。在

临床技能操作能力上，试验组实习后的平均分为 89.56±

6.1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22±7.63。团队协作能力的

评分也显示，试验组在培训后的评分达到 4.32±0.49，明

显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多学科团队教学培训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多学科团队教学培训在提升医学生对糖尿病足的理

论知识掌握、临床技能操作、团队协作能力方面均表现

出显著优势。这种教学模式值得在医学教育中进一步推

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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