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ＷＳ
２９６）

△［通信作者］卢庆华，Ｅｍａｉｌ：１４０６６４６４７９＠ｑｑ．ｃｏｍ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２月第４５卷第１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４ ·技术·方法·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人际心理治疗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孙菲菲　卢庆华△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　分析近１０年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研究文献动态，为我国该领域科研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通过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限定主题词段为“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检索出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人际心理治疗领域文献，应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纳入的８９５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人际心理治
疗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发文量的增长呈现波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在该领

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关键词分析显示近１０年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研究热点按出现时间先后和持续时间依次
集中在人际心理治疗、抑郁、认知行为治疗、协同护理等方面，关键词突现结果显示近１０年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研
究前沿趋势为团体人际治疗、指导性自我帮助等方向。结论　人际心理治疗相关研究稳步发展；我国学者应关
注国际核心机构科研动态，掌握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为我国人际心理治疗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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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心理治疗（ＩＰＴ）是由 Ｋｌｅｒｍａｎ等［１］提出

被很多研究证实的一种短程、限时和操作性很强的

心理治疗方法；起初用于改善抑郁症患者的人际关

系和社会功能，从而阻断抑郁症状与人际问题间的

恶性循环，最终达到抑郁症状缓解的目的。它强调

人际关系和社会因素在认识和治疗各种心理障碍

（尤其是抑郁症）中的作用［２］。我国人际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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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在发展阶段，了解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前沿，能够指导研究者更好地把握研究方向。

ＣｉｔｅＳｐｃａｃｅ软件是陈超美团队研发的一种可视化
文献计量研究工具，可用于分析某一研究领域在一

定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动向，其所能够进行

的关键词图谱绘制、聚类分析等可以使我们更直观

地了解各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趋势并以可视化

的方式呈现［３］。本文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梳理近１０
年我国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方向，

以期为国内学者进行人际心理治疗研究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选择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Ｉ）引文索引数据库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核心合集作为数据来源检索，限定主题词段
为“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为保证文献质量，
检索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１年 １月－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语
种限定为英语，文献类型限定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ｅｔｔｅｒ、Ｒｅ
ｖｉｅｗ。去重及删除会议通知等不相关文献后，最终
纳入检索到的８９５篇文献。
１．２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软件对数据格
式进行转换，将纳入文献记录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导
出。参数设置方面，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单
个时间切片设置为１年，节点类型为作者、机构、关
键词，年被引频次最高阈值为 ５０，剪切方式选择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法，得到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知识图
谱，进行突现词检测。图谱中节点代表作者、机构、

关键词，节点字体越大表示作者或机构发文量越

多，或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连线和网络密度分

别表示合作关系和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关键词中

心性越高，表明关键词的影响力越大，围绕该关键

词的研究越多。聚类分析是把相近的主题词进行

归纳聚类，反映该研究领域各个研究主题的组成情

况。聚类平均模块值（Ｓ）＞０．５，网络模块值（Ｑ）＞
０．３，表明聚类分析合理。

２　结果

２．１　发文量
国外人际心理治疗相关文献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发文量在 ２０１１年发文量为 ５６篇，２０１２年发文
量１０４篇，自２０１３年及以后总体发文量呈上升趋
势。见图１。

图１　人际心理治疗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２．２　发文机构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得到节点数为 ２９４，连线数为

５５８，密度为０．０１３的机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
２），其中哥伦比亚大学（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最
高产的，发文量６２篇，排名第二位的是阿姆斯特丹
自由大学（ＶｒｉｊｅＵｎｉｖ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发文量５９篇，排
在第三位的是纽约精神病研究（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Ｉｎｓｔ＆Ｈｏｓｐ）发文量 ３９篇。其余，多伦多大学
（ＵｎｉｖＴｏｒｏｎｔｏ）（３３）篇、宾夕法尼亚大学（Ｕｎｉｖ
Ｐｅｎｎ）（３２篇）、匹兹堡大学（Ｕｎｉｖ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３２
篇）、哥 伦 比 亚 理 工 大 学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
ＣｏｌｌＰｈｙｓ＆Ｓｕｒｇ）（３１篇）、华盛顿大学（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３０篇）、罗切斯特大学（Ｕｎｉｖ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２７
篇）、罗特格斯州立大学（Ｒｕｔｇｅｒｓ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２５
篇）。由此说明这 ３所机构在人际心理治疗的研
究中发文量较多、学术科研力量较强。而由图可看

出节点之间的连线数较多，连线数表示节点之间的

联系，连线数量越多表示节点之间联系越密切，由

此可知各机构之间的联系较密切，合作意识较强。

图２　机构共线知识图谱

２．３　作者情况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得到节点数为 ３５１，连线数为

５５８，密度为０．００９１的作者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
图３），其中 Ｐｉｍｃｕｉｊｐｅｒｓ发文量３４篇，其次 Ｊｏｈｎｃ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发文量 ２３篇、Ｄｅｎｉｓｅｅｗｉｌｆｌｅｙ发文量 ２３
篇、Ｌａｕｒａｍｕｆｓｏｎ等位列其后，由于各个学者相互
交流与合作，在知识图谱中形成了几个子网络结构

中，较为显著的是以 ＪｏｈｎＣ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为首的一个
网络结构、以 Ｐｉｍｃｕｉｊｐｅｒｓ首的一个网络结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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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ｉｓｅｅｗｉｌｆｌｅｙ首的一个网络结构，图中显示几位
高产作者合作较少，主要表现为学者 Ｄｅｎｉｓｅｅｗｉｌｆ
ｌｅｙ、Ｌａｕｒａｍｕｆｓｏｎ、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ｍｃｂｒｉｄｅ、Ｊａｍｉｆｙｏｕｎｇ之
间存在学术交流与联系，但与其它发文量较大的学

者（如 Ｊｏｈｎｃ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Ｐｉｍｃｕｉｊｐｅｒｓ等）合作较
少；单独节点的学者较多，如ＮａｎｃｙＬＴａｌｂｏｔ、Ｌｅｖｅｎ
ｔｅＫｒｉｓｔｏｎ等。

图３　作者共线知识图谱

２．４　基于关键词共线、聚类、突现的研究热点图谱
分析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得到节点数为 ３９４，连线数为
６８８，密度为０．００８８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将高频关键词（３４个）及其中心性进行统计排
序（见图 ４，表 １）。排在前 ５位的高频关键词有
“人际心理治疗（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５６３
次）、“抑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３３６次）、“认知行为治
疗（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４４次）、“随机
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２１４次）、

“心理治疗（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１５０次）。而中心性
排名前５的是“临床试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０．２０）、
“心理健康服务（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０．２０）、
“产后抑郁（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０．１９）、“照护
（ｃａｒｅ）”（０．１８）、“执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０．１８），在
关键词知识网络图谱的基础上，得到如图５所示关
键词聚类网络图谱。图中呈现了７个聚类 “青少
年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产后抑郁（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述情障碍（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认知行为治疗（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进食障碍（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抑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协 同 护 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ｅ）”反映了人际心理治疗的研究热点。每个聚
类由多个紧密相关的关键词组成，图中序号越小，

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Ｑ＝０．７２０８，Ｓ＝８７４３，
说明聚类合理。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在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ｒ”中用对数似然率算法，得到关键
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图４　人际心理治疗关键词共线知识图谱

表１　人际心理治疗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群体 主要关键词 聚类大小 聚类平均轮廓值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Ｙｏｕｔｈ，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ｔｒ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３９ ０．８８５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ｕｉｃｉｄｅ ３５ ０．８９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ｗｏｍｅｎ，ｔｒａｕｍａ，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ｒｅｖｉｅｗ ３４ ０．８３７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ｌｏ，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３３ ０．８０５
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ｕｇａｎｄａ，ｓｅｌｆｈｅｌｐ，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０．８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 ２８ ０．９１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ａｒｅ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ｂｅｓｉｔｙ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ｏｏｄ ２７ ０．９１４

图５　人际心理治疗关键词聚类图谱

突现词（Ｂｕｒｓｔ）是指较短时间内使用频次较高
的关键词，可用于预测该领域研究发展趋势［４］运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突现词探测功能，共探测到２５个突变
术语（图６）。突变强度最大是“健康（ｈｅａｌｔｈ）”（５．
５３；其次是“合作研究计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５．３３）；排在第三位的是“详细目录（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４．６８）。而近３年来突变强度较大的关
键词包括：“指导式自助（ｇｕｉｄｅｄｓｅｌｆｈｅｌｐ）”（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暴饮暴食症（ｂｉｎｇｅ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团体人际治疗（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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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２０１７－２０２０）“联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滥用（ａｂｕｓｅ）”（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图６　人际心理治疗突现词排序

３　讨论

本研究以近１０年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核心
数据合集中收录人际心理治疗相关研究文献作为

研究对象，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结果分析，人际心理治疗
的发文量呈稳步增长趋势，由此可知人际心理治疗

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已成为

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人际关系研究热点作者和地区，具有学术影响

力的作者群体集中体现了某一学科研合作的趋向，

通过对发文量较高的作者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国

外人际关系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近１０年发文量最
高的是Ｐｉｍｃｕｉｊｐｅｒｓ（３４篇），以荷兰阿姆斯特丹维
利大学的 Ｐｉｍｃｕｉｊｐｅｒｓ教授为中心的研究团队，研
究内容涉及人际心理治疗、抑郁症、生活压力、认知

行为疗法、指导式自助等多个方面，在人际心理治

疗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高产作者发文量 ｍ为最高
产作者发文量 ｎｍａｘ的一半，具体公式为 ｍ＝

０７４９）［５］。对本研究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间最高产作者
的发文量为３４篇，则计算后 ｍ＝５．４，取最大整数
为６，则本研究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应为 ６篇，
核心作者群应完成该领域专业论文数量的一半，国

外人际心理治疗领域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共计 ３４８
篇，约占３９％，未达到发文数量的一半，表明核心
研究团队尚未形成。从研究结果看研究人员的合

作性不足。这表明高产学者在人际心理治疗的研

究上沟通合作意识不足，学者们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

发文量排名位于前１０位的机构主要是学校，
少部分为医院，合作多见于同一学校不同部门之

间，不同学校之间的合作较少。今后应加强不同学

院之间的合作，加强学院和医院之间的合作，加强

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研究的深度，提高研究者对人际

心理治疗领域的关注度，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可持续

发展，以便在更广阔的领域推广应用。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中内容的核心凝练，其出现

频率较高就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６］。词汇

频次是指从对象文件中抽取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研究热点，节点中心度是

指在网络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节点中心度的大小，中

心度越大，说明这些词汇在该领域研究中与各个主

题的关联性越强，是联系各个主题的重要关联词

汇［７］。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以关键词共现分析为基

础，将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通过聚类统计学的方法

简化成数目相对较少聚类的过程［８］。本文通过关

键词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人际心理治疗的研究热点

进行分析，以探求国外人际心理治疗的研究热点主

题。

高频关键词和聚类分析示，近１０年国外人际
心理治疗的研究热点动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人际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协同护理。

人际心理治疗该方向包含的高频关键词主要

有肥胖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产后抑郁、进食障碍等。

具体的动态改变体现在人际心理治疗开始是用于

治疗抑郁症，后来经过临床试验，随机对照试验，结

果表明，可适用于多种不同的临床心理治疗，如，

Ｂｒｉｇｈｔ［９］研究纳入４５篇文章，研究人际心理治疗围
产期（从怀孕到产后１２个月）心理困扰的有效性。
结果表明在人际心理治疗是预防和治疗孕期及产

后妇女心理困扰的有效干预措施尤其显著减少抑

郁和焦虑症状以及改善社会支持、提高患者满意度

和适应能力方面是有效的。ＴａｎｏｆｓｋｙＫｒａｆｆ［１０］对
１１３名因饮食失控和高体重指数的青春期女孩的
随访，结果显示人际心理治疗可预防肥胖和暴饮暴

食的成年人体重增加，尤其是在心理社会问题增多

的人群中。在有高度社会适应问题或特质焦虑的

青年中，人际心理治疗与体重指数的改善相关。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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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方面，关键词动态的改变主要体

现在研究群体以及范围适用性的改变，首先是主要

针对抑郁症患者，其次是针对筛查出可能患有抑郁

症风险的群体，如 ＳＪＥ［１１］在对重度抑郁症患者进
行认知行为治疗后，患者抑郁症状减轻可能与患者

基线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提高，工作记忆

容量提高相关。Ｌｉ［１２］的研究指出通过药物干预治
疗焦虑和抑郁可能会对母婴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为

减少相关副作用对 １１２６篇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采用认知行为治疗干预措施
有助于减少抑郁、焦虑，提高产妇的生活质量。协

同护理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以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为主的护理模式，属于可应用于人际心理治疗领域

的护理相关的理论指导，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它是自

２０１７年以后出现在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的，指通过
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专业团体的合作，跨学科团

队指导照顾者相关知识和技能，鼓励患者参与健康

护理，以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提供心理支持，因此受

到护理届广泛关注［１３］。Ｒｅｕｖｅｎｉ［１４］研究表明经历
过儿童期创伤的妇女在孕期和产后抑郁、妊娠并发

症和不良儿童结局的风险增加，而协同护理对于有

孕期和产后儿童期创伤病史的抑郁妇女是有益的。

Ｇｒｏｔｅ［１５］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象是怀
孕１２～３６周的抑郁症孕妇，结果显示对于患有重
度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实施协同护理

模式有助于缓解围产期抑郁症症状，降低患者产后

抑郁，对减轻患者痛苦，恢复患者社会功能方面具

有更显著的临床效益。

关键词突现结果显示，“协同研究计划（ｃｏｌｌａｂ
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等 级 量 表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和“心理健康治疗（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等突现词出现时间早，突现强度较高，可看
出这三方面是人际心理治疗领域早期受关注的研

究热点，也可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人际心理治疗

的研究计划和调查方面，因此未来研究关注点可关

注人际心理治疗的效果以及人际心理治疗的应用

推广方面。而近３年来突变强度较大的关键词包
括：“指导式自助（ｇｕｉｄｅｄｓｅｌｆｈｅｌｐ）”“暴饮暴食症
（ｂｉｎｇｅ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团体人际治疗（ｇｒｏｕｐｉｎ
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联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滥用
（ａｂｕｓｅ）”可以看出１０年来人际心理治疗研究的适

用对象更为宽泛，未来人际心理治疗将发展到应用

于暴饮暴食症、物质滥用患者。而指导患者自我帮

助、恢复患者社会功能是人际心理治疗领域未来的

重点关注。人际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内容逐渐细化，研究群体从关注精神病患者、围产

期妇女到关注物质滥用人群，研究方式由量表调

查、随机对照试验到干预试验等多种方式，目前较

前沿的研究课题是团体人际心理治疗、暴饮暴食、

指导性自我帮助、物质滥用。说明人际心理治疗成

为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趋势。

目前，人际心理治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且研究较为成熟，本文展示了国

外人际心理治疗研究的分析，可以反映国外人际心

理治疗领域的热点与趋势。未来可基于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相关研究，开展跨机构、跨学科、跨
区域的合作，以促进我国人际心理治疗相关领域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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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能仅仅只学习党史知识，更要洗礼心灵，敬

畏真理，感恩先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代医学生要赓续红船精神的

初心使命，把造福国家与人民的接力棒接好；要继

承长征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要延续大庆精神，敬

业奉献才能富民强国；要学习抗疫精神，众志成城、

人民至上，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４　结语

１９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奋斗、
牺牲、奉献”的党史，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通过

党史教育可以认识到，无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

是医学生誓词，都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

宗旨完全契合。医学专业服务的是百姓疾病痛苦，

医学职业守护的是人类生命健康。作为未来医疗

行业的生力军，医学生唯有学好医学专业技能、提

升自身医德修养、升华医学职业精神，才能担负起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神圣职业使命，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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