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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建设
临床教学工作会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开展，提升培训
质量，我院于 2016 年 8 月 5 日在浙大科技园会议中心召开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临床教学工作会议 。 参加本次教学工作会议的有医院领
导、科教科、临床带教科室主任及教学秘书，目前在我院规培基地参加
培训的部分选派医院如建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富阳区第三人民医院、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临安市安康医院等的领导和科教科的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我院科教科刘健科长主持 ， 施剑飞副院长从医院概
况、基本条件、组织管理、培训实施等方面介绍了医院住院医师规培临
床教学工作情况。各临床科室主任及大科教学秘书也分别介绍交流了
本科室带教特色、经验 ，也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临床规培学员临床诊断
思维训练。 各规培选派单位代表发言座谈，均表示对我院临床教学带
教工作的肯定，同时表示与我院建立良好的沟通反馈机制 ，共同做好
学员的管理工作。 最后， 刘健科长我院 2016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的新一轮的注册招生流程做了介绍。 （科教科 张雨桐）

高可润博士 2016 年毕业于上海
交通大学，导师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李华芳教授。
李华芳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方
向为精神药理及精神疾病的个体化
治疗。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执行主任，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专家，国
际 神 经 精 神 药 理 学 会 中 国 学 会
（ChCNP）委员，上海市药理学会临床
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英国精神科医
师皇家学院国际会员，获得美国临床
研究协会的 CPI 证书。 承担十一五、
十二五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 （2008， 2012）， 上海市
卫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
培养对象 （2011）， 负责或协调开展
150 余项精神药物的临床研究， 发表
文章 190 余篇。

高可润博士在校期间主要进行精
神疾病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关注于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
从中选择候选基因进行研究，从基因
多态及基因表达的角度研究该信号
通路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相
关性，探索基因多态与抗精神病药物
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关系，为精神
分裂症的病因机制研究提供参考，为
精神分裂症个体化用药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 此外， 高可润博士也接受了
GCP、医学研究伦理原则、精神科常用
量表等培训并通过考核，参与了李华
芳教授主持的多项药物临床试验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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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悠博士是浙江大学王伟教授培养的
博士生。 王伟教授毕业于比利时列日大学，
是中国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领域的知名
专家，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部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 临床心理学 PI、教授、博士生导
师、学位点负责人，浙江大学理学部心理
系（国家重点学科）教授，并同时在浙江大
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及杭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开设专家门诊。王伟教
授主要致力于临床心理学与临床精神病
学领域的研究，包括人格障碍、难治性抑
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的诊
断与心理治疗， 发表国外英文 SSCI/SCI
论著 85篇, 累计五年 IF>100, 他引近 800
余次；为人民卫生出版社等主编 / 主审规
划教材或参考书等 12 部； 主持国家及省
部级科研课题 15项。获 The� 7th� Eysenck�
Memorial� Fund's� Award及国内奖项 3次。

徐悠博士在校期间的研究方向主要
涉及错觉与精神疾病的关系，通过在健康
中国人及 A 簇人格障碍患者中进行
Deutsch 词汇错觉测验， 发现了受试者报

告词汇的数目和意义受其正常或病理性
人格特质的影响；并通过在伴听幻觉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中运用脑电，通过事件相关
电位发现其在处理词汇错觉时早期注意
受到损伤，相关脑区激活改变。 其研究从
人格和皮层两方面探讨了词汇错觉的处
理机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听幻觉。 此外，
徐悠博士在校期间以秘书身份参编的《人
格障碍的基础与临床：案例版》已于 201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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