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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病理专科医师培训细则

口腔病理学（Oral Pathology）是一门以研究口腔颌面部疾病的病变性质、病因、发

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是口腔医学中的重要基础学科。口腔病理学理论既是临床对

口腔疾病正确诊断、治疗的基础，又是联系口腔专业临床与基础医学之间的桥梁。口腔

病理科也是重要的临床科室，口腔病理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口腔颌面部疾病的临床病

理诊断训练为主，辅以相关技术操作培训，结合理论知识学习，使受训者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提高，具有合格的口腔病理诊断技能。与口腔其他专科相

比，口腔病理专科培训更注重对口腔颌面部疾病性质、病因、发病机制、疾病过程及其

临床病理诊断要点的掌握。

受训医师必须完成口腔病理科或临床病理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方可接受本阶段

培训，口腔病理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为 2 年。

一、培训目标

通过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进行口腔病理专科培养，使培养对象掌握常见口腔颌面

部疾病的临床病理诊断，对疑难病例能提出正确的诊断思路和鉴别诊断要点，能够参与

和胜任疾病的多学科诊治中的口腔临床病理讨论，掌握标本取材、常用组织标本处理、

切片、染色及硬组织切片制备、免疫组化及特殊染色等病理技术，了解口腔病理常见疾

病的临床治疗和手术治疗原则；有一定的专业外文资料阅读能力，了解口腔病理学的新

进展、新动态、新知识，提高相关的科研能力并对口腔颌面部疾病研究有所贡献；达到

口腔病理科初年主治医师水平。

二、轮转科室和时间安排

轮转科室或专业 轮转时间（月）

口腔颌面外科 2

口腔黏膜科 2

口腔颌面影像科 2

口腔病理科 18

合计 24

1．理论知识以自学和讨论为主，有部分授课；实践技能通过临床科室轮转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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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其他临床科室保持密切联系，对典型或罕见病例进行学习。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一）口腔颌面外科学

1．轮转目的

（1）理论知识学习：巩固大学本科阶段所学口腔颌面外科学的理论知识，阅读经典

著作及相关文献，参加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学习。

（2）临床技能训练：掌握口腔颌面外科的病史采集、检查方法和病历书写以及各种

申请单的正确填写。初步掌握口腔颌面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

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和处理方法。熟悉口腔颌面外科各项诊疗常规和技术操

作常规。

2．学习病种基本要求

（1）颞下颌关节病。

（2）牙颌面畸形疾病（包括颌骨发育过度 / 不足、牙源性错 畸形、复合性牙颌面

畸形等）和颅面裂疾病。 

（3）头颈部肿瘤性疾病。 

（4）唾液腺疾病。

（5）口腔颌面部感染性疾病。

（6）系统性疾病在口腔颌面部表现。

（二）口腔黏膜科

1．轮转目的

理论知识学习：巩固大学本科阶段所学口腔黏膜病学的理论知识，阅读经典著作及

相关文献，参加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学习（重点在常见多发的口腔黏膜病）。

临床技能训练：

（1）掌握口腔黏膜病的病史采集、检查方法和病历书写，初步掌握口腔黏膜常见

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和处理方法。

（2）掌握复发性口腔溃疡、扁平苔藓、疱疹性口炎、慢性盘状红斑狼疮、口腔白色

念珠菌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原则。

（3）熟悉慢性唇炎、白斑、红斑、天疱疮等疾病的诊治原则。

（4）了解某些全身疾病在口腔的表现，如艾滋病、梅毒等。

2．学习病种的基本要求

（1）复发性口腔溃疡、扁平苔藓、疱疹性口炎、慢性盘状红斑狼疮、口腔白念珠菌

感染、慢性唇炎、白斑、红斑、疱性疾患及其他常见病种。

（2）通过小讲课、病例讨论等，加强对罕见病的认识，提高鉴别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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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腔颌面影像科

1．轮转目的

（1）理论知识学习：巩固大学本科阶段所学口腔颌面影像学的理论知识，阅读经典

著作，参加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习。

（2）临床技能训练：初步掌握常用 X 线检查片位的正常解剖结构识别及常见颌骨疾

病的 X 线诊断。了解口腔颌面部常见疾病的影像学表现，了解各类造影检查的操作过程。

2．学习病种的基本要求

阅读并参与诊断常见口腔疾病 X 线片（牙片、全景片、华氏位、颧弓切线位、下颌

骨正侧位等）、CT 片。（总数＞ 200 例）

（四）口腔病理科

1．轮转目的

理论知识学习：巩固大学本科阶段所学病理学的理论知识并自学相关诊断病理学知识。

临床技能训练：

（1）掌握口腔病理诊断的全过程，包括病理取材、大体标本观察及描述、制片、染

片、镜下观察及诊断、报告过程。

（2）掌握冰冻诊断的全过程。

（3）掌握口腔常见疾病的病理诊断。

（4）掌握常用免疫组化及常用特殊染色技术。

（5）了解分子生物学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

2．基本标准

（1）学习病种及例数要求（18 个月）

疾 病 种 类 例数（≥）

口腔黏膜病 50

颌骨非肿瘤性及肿瘤性疾病 250

唾液腺非肿瘤性及肿瘤性疾病 300

口腔颌面部其他组织来源的肿瘤和瘤样病变 650

其他疾病 300

（2）基本技能要求

基本技能 例数（≥）

外检的肉眼标本观察、取材 800

外检切片阅片 1500

了解冰冻切片的适应证，参与冰冻切片诊断 200

参与疑难病例的会诊预诊及讨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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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能 例数（≥）

参与临床病理讨论，并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完成讨论病例的病理检查报告 5

掌握免疫组化染色及特殊染色在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原则和准确判

断结果的技能

100

（五）科研教学

1．培训期间应结合临床实践开展临床科研，撰写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或文献综述一篇及以上。

2．协助主治医师指导低年资住院医师工作，指导实习医师工作，参与疑难病例讨

论、死亡病例讨论、医疗事故 / 纠纷病例讨论、团队式教学等医疗、教学活动的组织及

病历资料准备。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专业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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