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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援非国家眼科医生培训调研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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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研援非国家眼科医生培训班学员个人及其国家在
防治失明和视力障碍方面的挑战与需求ꎬ总结培训情况ꎬ
讨论未来如何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眼健康事
业的发展ꎮ
方法:对 ２０２２－０８－０１ / ０８－３０ 来自肯尼亚、赞比亚、尼日利
亚、南非、马拉维、博茨瓦纳 ６ 个国家的 ４８ 名眼科医生进
行培训ꎬ并进行匿名问卷调查ꎮ 问卷包含 １５ 道题目ꎬ包含
所在国家视力障碍及失明方面的挑战及对策、培训满意
度、在非洲建立视光中心的建议三方面内容ꎮ
结果:共发放问卷 ４８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７ 份ꎮ 学员所在
国家在眼病防治中的最大挑战是无法负担的眼部护理费
用(３６.１７％)ꎬ眼科医生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工资很低
(２９.７９％)ꎮ 眼科医生认为建设更多眼科医院(３８.３０％)、
提供更多培训(６５.９６％)最有可能会帮助所在国家和个
人ꎮ 培训组织满意度 ９８％ꎬ内容及讲师满意度 １００％ꎮ
结论:参培学员及其所在国家在眼病防治方面面临诸多困
境ꎬ目前迫切需要建设更多眼科医院ꎬ提供更多培训机会ꎮ
该培训项目学员满意度高ꎬ反馈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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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何

氏眼科共同实施的“一带一路”国家眼科医生培训班于
２０２２－０８－０１ 正式开班ꎬ２０２２－０８－３０ 圆满结业ꎮ 在为期
３０ ｄ的培训中ꎬ来自肯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南非、马拉
维、博茨瓦纳 ６ 个国家的眼科医生完成了 ４４ 节课的培训ꎮ
项目旨在通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眼科医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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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眼科诊疗思维、诊疗理念和手术技巧培训ꎬ提升他
们的职业技能ꎬ填补当地眼科人力资源缺口ꎬ助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眼健康事业的发展ꎮ

目前上述 ６ 个国家及眼科医生在眼病防治方面面临
的主要困境是什么ꎬ如何有效解决ꎬ培训项目的效果如何ꎬ
如何提高培训的有效性ꎬ如何进一步推进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ꎬ以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卫生体系自主发展能力为
目标ꎬ并开展更深层次的中非卫生健康合作ꎬ这些都是当
前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ꎮ 本文以来自肯尼亚、赞比亚、
尼日利亚、南非、马拉维、博茨瓦纳 ６ 个国家的 ４８ 名眼科
医生培训问卷调查和访谈情况为基础ꎬ对当前上述国家在
眼科诊疗方面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及探讨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本研究以参加 ２０２２ 年“一带一路”国家眼科医
生培训班 ４８ 名学员为对象进行匿名问卷调查ꎬ已提前告
知被调查者ꎬ问卷作答内容将可能会被公开发表ꎮ
１.２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调查ꎬ共计 １５ 道题目ꎮ 研究
涉及三个维度ꎮ 维度一:所在国家及眼科医生个人在眼病
方面面临的挑战与需求ꎬ问卷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Ｏ)及国际防盲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ꎬ ＩＡＰＢ)对于国际防
盲的调研[１－３]及相关文章[４－５]ꎬ每个问题包含 ６－８ 个可选
项ꎬ及可补充的选项ꎻ维度二:培训组织、讲师、内容等方面
的满意度调查ꎻ维度三:对我国在非洲开设眼科医院的建
议与进一步的合作意愿ꎮ 问卷旨在了解学员需求的基础
上ꎬ通过进一步优化ꎬ更高质量达成培训目标ꎬ并探讨如何
有效进一步开展 “一带一路” 在眼健康领域的深层次
合作ꎮ
２结果
２.１ 眼科医生培训班学员基本信息 　 培训学员来自肯尼
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南非、马拉维、博茨瓦纳 ６ 个国家ꎬ
其中女 １９ 人ꎬ男 ２９ 人ꎬ见表 １ꎮ
２.２眼科医生个人及其所在国家在预防和治疗失明及视
力障碍方面面临的挑战与所需帮助 　 共发放问卷 ４８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４７ 份ꎬ有效问卷占参训调研学员的 ９８％ꎮ
参与调查的非洲的眼科医生认为ꎬ其所在国家在预防和治
疗失明及视力障碍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眼部护理无法
负担(３６.１７％)ꎬ其次是医护人员短缺(３４.０４％)ꎻ其他四
个选项投票率分别为:医疗设备短缺(１０.６４％)、缺乏政府
的政策支持(８.５１％)、缺乏资金(６.３８％)、缺乏流行病
学数据(４.２６％)ꎬ从图 １ 数据看出过高的眼部护理负担
支出和医护人员短缺是目前学员所在国家面临的最主
要挑战ꎮ

在个人层面ꎬ被调查者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工资很低
(２９.７９％)、医疗设备不足(２５.５３％)ꎬ群众护眼意识不足
(１９.１５％)、缺乏足够的培训来提升自己(１９.１５％)以及超
负荷的工作(１０.６４％)ꎬ见图 ２ꎮ 工资很低、医疗设备不足
及群众防盲护眼意识不足ꎬ是造成参与调查的眼科医生工
作的最大挑战ꎮ 在这一问题中ꎬ不信任医生 / 护士 / 其他医
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投票率为 ０ꎬ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被调查
者所在医院的医患关系ꎮ

对于当前所在国家面临挑战的有效解决对策ꎬ参与学
员认为ꎬ主要途径包括:建设更多的眼科医院(３８.３０％)、

　 　表 １　 参加“一带一路”国家眼科医生培训班学员基本信息

组别 人数 男 /女(人) 年龄(ｘ±ｓꎬ岁)
肯尼亚 １７ １１ / ６ ２９±３
赞比亚 ３ ２ / １ ３６±２
尼日利亚 ６ ４ / ２ ３４±１０
南非 ２ ０ / ２ ３８±１２
马拉维 １７ １１ / ６ ３４±６
博茨瓦纳 ３ １ / ２ ４４±４

图 １　 所在国家在预防和治疗失明和视力障碍方面面临的挑战ꎮ

图 ２　 非洲各国眼科医生在日常工作面临的挑战ꎮ

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２９.７９％)ꎻ其次是建立更多
的视 觉 中 心 ( １０. ６４％)、 开 展 更 多 的 流 行 病 学 研 究
(８.５１％)、政府支持(８.５１％)ꎬ见图 ３ꎮ

对于医生个人而言ꎬ更多的培训机会(６５.９６％)是他
们迫切需要的ꎬ政府政策支持(１０.６４％)、低息贷款开启职
业生涯(６.３８％)、便携式眼底相机(６.３８％)、更多的研究
机会(６.３８％)也有一定帮助ꎬ见图 ４ꎮ
２.３培训开展内容及满意度调查　 为了解决以上困境ꎬ在
培训中ꎬ何氏眼科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ꎬ传授应
用性强的创新技术及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诊疗理念ꎮ
２８ 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眼健康发展现状及眼科未来发展
趋势和前景、中国特色眼健康服务模式及眼科新进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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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对所在非洲国家失明和视力障碍的预防和治疗有帮助的
对策ꎮ

图 ４　 非洲眼科医生在日常工作中最需要的帮助ꎮ

科亚专科理论、白内障手术操作等专题ꎬ为学员开展了在
线讲座、专题研讨与手术远程观摩ꎮ

除了专业知识ꎬ此次培训还开设了特色文化交流课ꎬ
“云上中国视觉游”直播活动ꎬ眼科专家从视觉科学的
角度解读中国建筑及城市美景ꎬ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眼科医生感受中国文化及视觉科学的魅力ꎮ 在学术交
流中讲好中国故事ꎬ促进了解ꎬ增进友谊ꎮ 此次开展的
“一带一路”国家眼科医生培训班项目是商务部援外培训
计划项目ꎬ对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眼科医生的执业
技能、提升当地的眼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ꎬ对加强中国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眼健康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图 ５ 显示了参培学员对课程的满意度ꎮ 学员中 ３４ 人
(７２％) “完全同意”本次课程组织的很好ꎬ１２ 人(２６％)
“同意”本次课程组织的很好ꎬ１ 人(２％)选择“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ꎮ 认为“讲师学识渊博”的“完全同意”人数计
３９ 人(８３％)ꎬ“同意”人数 ８ 人(１７％)ꎬ“既不同意也不反
对”的人数为 ０ꎮ ２７ 人(５７％)完全同意“培训内容很有帮
助”ꎬ“同意”人数 ２０ 人(４３％)ꎬ“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的人
数为 ０ꎮ
　 　 学员对于课程组织、讲师教授及课程实用性三个方面
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ꎮ 在最有帮助的课程中ꎬ学员通过排

　 　

图 ５　 学员对培训满意度的构成比ꎮ

序进行选择ꎮ 排在前三的分别为“医疗资源有限地区疾

病诊疗新技术”“儿童视力筛查”“视网膜病变致盲的增长

趋势”ꎮ 针对“最感兴趣的主题”这一问题ꎬ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眼保健模式和保健模式”“眼科护理技术的新进

展ꎬ如 ＡＩ 辅助筛查设备”和“外科实用技能”ꎬ同时对“眼
科学理论”“中国的卫生系统”等主题也表现出了浓厚的

兴趣ꎮ
学员中 ４６ 人表示愿意把课程推荐给朋友及同学ꎬ４７

人全部表示愿意继续参加何氏眼科组织的其他培训ꎮ 他

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培训课程ꎬ本次培训切实增加了眼科诊

疗团队对眼健康系统、技术、预防、管理和护理的理解ꎮ 学

员们对课程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课程内容方面ꎬ希望可

以按照专业划分参与者ꎬ针对性设计不同的课程ꎻ可以将

更多关于儿童视力筛查的内容加入到课程当中ꎬ并可以利

用虚拟手术等方式帮助提升授课效果ꎬ以及能够实际使用

培训中心提到的各种先进的机器ꎮ 从时间安排上ꎬ学员希

望能够在日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进行ꎬ以便兼顾日常工

作与培训效果ꎮ 此外ꎬ学员还希望能够进一步访问何氏眼

科集团的大学及眼科医院ꎬ希望每年都能有机会让非洲同

胞更多地访问中国ꎮ 希望培训后讲师能够分享幻灯片ꎬ培
训最好能够提供证书及一些奖学金ꎮ
２.４ 在非洲建立视光中心的建议 　 当问及何氏眼科计划

在非洲开设视光中心时ꎬ参加培训的非洲眼科医生普遍表

示ꎬ所在当地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视光中心ꎬ他们非常期待

这一天的到来ꎬ并愿意更深入的参与其中ꎮ 有非洲眼科医

生建议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分别设置视光中心ꎬ３ 位医生同

时提出农村更需要建立眼科医院ꎬ博茨瓦纳、马拉维、肯尼

亚等地区都迫切需要ꎬ同时他们对这一机构充满期待ꎬ包
括:齐全的人员配备ꎬ包括眼科护士、眼科医生、验光师和

低视力治疗师ꎻ有国际上领先的技术和设备ꎻ充分调研并

设计一个非洲眼睛护理模式ꎬ让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ꎻ可
以培训更多的非洲眼科医护人员ꎬ并能为已有的工作人员

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ꎬ确保提供高质量的眼科治疗及护

理ꎮ 其中 ２１ 人(４５％)表示想参与到何氏在非洲的眼科保

健中心项目、２０ 人(４３％)表示想参与设计适合非洲国家

的眼部护理模式并参与在非洲的具体实施、１５ 人(３２％)
表示想在非洲何氏总部医院工作ꎮ
３讨论

本次国际眼科医生培训班利用线上平台ꎬ实现在线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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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专题研讨和手术远程观摩ꎬ给我国眼科医生培训也提

供了新的思路ꎮ 有学者对我国眼科医生培训的效果进行

评价和探讨[６－７]ꎬ但对于国际眼科医生培训方面还鲜有报

道ꎮ 近年来ꎬ卫健委防盲治盲培训基地相继开设“国际眼

科医生培训学院”“防盲治盲培训基地”移动学习平台ꎬ旨
在整合国内、国际现有资源ꎬ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型培训

平台ꎬ培养具有国际诊疗水平的眼科医生ꎮ 可有效解决我

国眼科医生培训中面临的诸多挑战ꎬ例如因缺少实践操作

机会而导致动手能力难以提高、培训内容重知识轻技能、
缺乏完善的培训途径等[８－１０]ꎮ 对于我国眼科医生培训时ꎬ
医院和教育机构应为眼科医生提供如模拟手术训练、临床

实习等更多的实践机会ꎬ以提高眼科医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ꎮ 同时ꎬ培训的质量还与师资力量密切相关ꎬ需要积极

引进优秀的眼科教育人才ꎬ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

学水平ꎮ 并不断创新培训模式ꎬ例如利用远程医疗技术开

展线上培训ꎬ为基层医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ꎻ建立眼科

医生交流平台ꎬ促进医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ꎮ 除

此之外还应注重全面素质的培养ꎬ包括医德医风、沟通技

巧、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ꎮ
视力和眼睛健康受损会影响一般健康和福祉ꎬ进而影

响生活质量[１１]ꎬ视力障碍会减少就业前景、教育机会和成

果ꎬ导致或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困ꎬ对人类和社会经济都

有深远的影响[１２]ꎮ 非洲在预防和治疗失明和视力障碍方

面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ꎬ资料显示 ２０１５ 年ꎬ在全球范围

内ꎬ与失明一样ꎬ５０ 岁及以上人群因白内障造成的视力障

碍比例在高收入地区最低(从 １４％到 １６％不等)ꎬ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从 ３２％到 ３４％不

等)、大洋洲、东南亚和东亚超过 ３０％ [１３]ꎮ 当前主要困境

在于医护资源匮乏ꎬ卫生投入和治理能力有限[１４]ꎬ以及援

助模式的不适应、队伍建设滞后ꎬ受援国支撑资源不足等

现实问题[１５]ꎮ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ꎬ中非卫生健康合作

以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卫生体系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ꎬ在挑

战中继续大胆探索、开拓创新ꎬ内容更加丰富ꎬ主体更为多

元ꎬ方式更为多样ꎮ 援非医疗队积极开展“光明行动”ꎬ免
费实施白内障手术ꎬ使得更多白内障盲人重见光明[１６－１７]ꎮ
近年来ꎬ中非卫生健康合作不断探索新思路ꎬ在传统医疗

队派遣的基础上ꎬ充实和丰富合作内容ꎬ创新合作形式ꎬ打
造了一批具有品牌影响力的项目和行动ꎬ成为中非卫生健

康合作的新亮点ꎮ
要想从源头上解决这一现状ꎬ就要加强非洲医疗卫生

教育能力的建设ꎬ由纯粹的医疗援助向医疗援助和医学教

育合作相结合的方向转变ꎬ是中非卫生健康合作发展的方

向[１８]ꎮ “一带一路”国家眼科医生培训班项目是商务部主

办的援外培训计划项目ꎬ旨在通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青年眼科医生提供先进的眼科诊疗思维、诊疗理念和手

术技巧培训ꎬ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ꎬ填补当地眼科人力资

源缺口ꎬ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眼健康事业的发展ꎮ
此次ꎬ何氏眼科和沈阳师范大学共同开展的“一带一路”
国家眼科医生培训项目ꎬ是商务部、辽宁省厅商务厅援外

活动的切实之举ꎬ对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眼健康

水平、加强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眼健康领域的

深度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意义ꎮ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ꎬ２０２３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ꎬ共建

“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中国力量ꎬ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

合作平台[１９－２１]ꎬ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对非洲公共卫生援

助取得了重要的成就[２２－２４]ꎮ “一带一路”国家眼科医生培

训班项目是“一带一路”在医疗领域开展合作的一个缩

影ꎬ依托多个医疗项目ꎬ中国与共建国家卫生健康合作成

效显著ꎬ为共建国家培养数万名医学健康人才ꎬ是一种切

实有效的选择ꎮ
匮乏的医疗资源、医护人员数量显著不足、诊疗技术

亟需提高的多重限制下ꎬ造成非洲医生个人面临的巨大挑

战[２３]ꎮ 从个人层面ꎬ在持续接受培训不断提高诊疗水平

的同时ꎬ可以考虑引入智能设备帮助进行诊断和筛查ꎬ以
减轻工作负担ꎬ同时可以在诊疗的同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ꎬ以提高居民的眼健康意识ꎮ 结合培训反馈及总结反

思ꎬ未来在国家眼科医生培训项目中ꎬ针对学员认为最有

帮助的内容———医疗资源有限地区疾病诊疗新技术ꎬ探讨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有限资源ꎬ如何采取创新策略和方

法ꎬ帮助眼病诊疗ꎮ 例如:引入智能眼科技术及设备ꎬ辅助

医生进行疾病诊断和预防ꎬ提高医疗服务的精准度和效

率ꎬ作为在缺乏专业眼科医生的情况下的一种有力补充ꎮ
远程医疗也是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重要手段ꎬ在
医疗资源匮乏地区通过远程医疗技术连接到城市的优质

医疗资源ꎬ为患者提供远程诊断和治疗服务ꎮ 进行相关新

技术推广ꎬ比如在不具备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手术条件的

地区和医院内ꎬ利用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状

体植入术进行白内障防盲治盲工作等手段[２５]ꎮ 对“儿童

视力筛查”“视网膜病变致盲的增长趋势”做更全面讲授ꎻ
针对学员最感兴趣的主题:“眼保健模式和保健模式”“眼
科护理技术的新进展”ꎬ如“ＡＩ 辅助筛查设备”“外科实用

技能”“眼科学理论”“中国的卫生系统”等主题做深层次

的探讨ꎮ 同时加强培训效果的评价与反馈ꎮ 本次培训涉

及问卷调查包含 １５ 个问题ꎬ存在一定局限性ꎬ我们将在接

下来的培训中增加学习过程评价、眼科医疗技术的掌握测

评等内容ꎮ 并尝试按照专业划分ꎬ针对性设计适用于不同

参与者的课程ꎬ尝试利用虚拟手术等方式帮助提升授课效

果等ꎬ并逐步探索对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虚拟－现实手术模

拟系统的微创白内障手术培训模式[１０]ꎬ筹建在非洲开设

眼科医院、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等方式ꎬ协力促进

“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健康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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