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温卫发〔2021J 46 号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温州市属图竞品牌学科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 

各市属医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锚定“五大新

坐标”，再创发展新优势，奋力打造“医疗高地”，打响“医在温

州”品牌，特制定《温州市属医院品牌学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Ji》霹 
2U ：霆 4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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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属医院品牌学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品牌学科的能力和水平是医院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医院

医疗、科研、教学整体水平的反映，事关医院的综合竞争力和美

誉度。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锚定“五大

新坐标”，再创发展新优势，奋力打造“医疗高地”，打响“医在

温州”品牌，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 

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服务

需要为根本目的，深入实施“十大品牌”学科建设：通过三年行

动，建设一批医疗质量高、服务态度好、人才队伍强、科研工作

新、社会需求大的学科品牌，带动市属医院医疗水平、科研能力

的全面提升。 

建设内容 

（一）临床神经医学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心医院 

2．三年目标：争创省级重点专科，成为省内一流的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医疗中心及脑血管病防治中心；持续做好上海华山医院

神经外科周良辅院士工作站协作单位、国家卫健委高级卒中中心

及脑卒中防治和筛查基地在温州的惠民化等工作。 

3．主要举措 

(1）联动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周良辅院士在温州的院士

工作站，形成集颅脑创伤、脑肿瘤、脑血管病、颅神经疾病、功

能性神经疾病及脊髓脊柱神经外科为一体的大型神经外科中心。 

(2）建立相对比较完善的神经病学亚专科队伍，脑血管病

亚专科、帕金森病及椎体外系亚专科、神经肌肉病亚专科、癫痈

和发作性疾病亚专科等。神经外科计划开展神经导航脑肿瘤手

术；神经内镜手术；颅神经疾病微血管减压手术；脑干和脊髓手

术；脑血管搭桥手术；脑血管病血管内介入治疗；颈动脉内膜切

除手术。 

(3）加强人才培养，3 年内新增硕士 4 名、博士 1 名，争

取申报国家课题 1-2 项，省级课题 3-4 项；每年举办 1-2 次省

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办 4-5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争取申报

发明专利 1 项，新型实用专利 10-15 项。 

（二）心血管内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心医院 

2．三年目标：将心血管内科打造成为区域医疗中心，力争成

为省内一流的心血管病内科临床医学中心，成为区域疑、难、危、 

重症诊治中心。 



3．主要举措 

(1）利用国家级认证的“胸痛中心”、“房颤中心”、“心

脏康复中心”、 “高血压达标中心”平台，不断完善各中心的建

设和流程改进，加强医联体内单位的双向联系和转诊，增加科室

床位达 80 张以上，科室业务量增加 20-30%. 

(2）启动中国心衰中心建设，并获得国家级认证和授牌。 

启动中国心脏康复培训基地的建设和认证。 

(3）建立心脏导管室，购置心血管病介入专用等大型 DSA 

机，心血管介入诊疗手术量增加 20％以上。购置有创血流动力学

检查监测仪和监护仪、床旁超滤设备、呼吸机、冠脉旋磨仪、冠

脉内超声、心脏电生理标测系统等。 

计划开展体外反搏、房室结消融＋希氏束起搏、冠脉 CT-FFR、 

FF0 封堵、TAV工、无导线心脏起搏、冠脉激光消融术、肥厚性心

肌病射频消融等新技术。 

(4）增加科室人员，增加或引进博士 1-2 名，每年派遣 1-2 

名年轻骨干医生到全国知名或国外医学院校医院进修学习。 

(5）利用上海大学和浙江大学傅国胜教授专家工作站平台

基础，三年内力争申请省（国）自然课题 1 项，省卫健委课题 

3-5 项，发表 Sc I 文章 8-10 篇，申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 3-5 

项。每年举办省级以上继教项目 1-2 次，三年内争取举办国家级

继教项目。筹备建立温州中心医院心血管病实验室、相关心血管

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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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争取 GCP 项目至少 2 项，参加国内多中心研究至少 2 

项。 

（三）肿瘤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心医院 

2．三年目标：以与国科大肿瘤医院合作为契机，建设多元化

的肿瘤诊疗平台，建设包括腔镜等微创手术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在内的多功能、一体化手术室平台，建设肿瘤

中心实验室平台、化疗药物配置中心、内镜诊治中心平台，临床

抗肿瘤药物试验平台和人工智能（ IBM WATSON）平台和远程服务。 

3．主要举措 

(1）完善肿瘤学亚专科建设，新建胸部肿瘤外科、腹部肿

瘤外科、结直肠肿瘤外科、介入等科室，继续开展肿瘤康复、疼

痛专科门诊，日间放化疗病房（门诊），肿瘤随访登记室等相关

学科：不断深化和完善多学科预防、诊治团队（MDI）机制。 

(2）购置高清内镜主机及配套镜子 2 台、ECu1 台、彩超 6 

台、1. 5 磁共振 1 台、64 排 Cli 台、容积调强型直线加速器 1 

台、高清腔镜 4 台、 3D 腔镜 1 台。建立信息系统，并与国科大

肿瘤医院建立远程信息系统，包括远程影像诊断、检验、病理诊

断、放疗、会诊等。 

(3）不断引进并开展新技术，如腹腔镜 NOSES 手术、腹腔

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腹腔镜肝肠联合切除术；肿瘤内科开展无

呕病房，及基于分子检测的实体瘤靶向治疗、I GRI 引导 SBRT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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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放疗技术等。 

(4)3年内新增硕士 10 名、博士 2 名，争取申报国家课题 

1 项，省级课题 6-10 项；每年举办 4-6 次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举办 6-10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争取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3-6 

项。 

（四）感染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心医院 

2．三年目标：争创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或区域专病中 

心，成为省内一流的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建设大型感染性疾病 

诊治中心；传染病突发应急救治中心；传染病血液透析中心。 

3．具体举措 

(1）针对目前相对弱势项目，进一步加强感染科实验室技 

术平台建设，特别是未知或不明原因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力

等；开展深入分枝杆菌临床研究，实施耐多药肺结核优化治疗、 

非结核分支杆菌肺病的个体化治疗，提高耐药结核及非结核分支

杆菌肺病的治愈率，改善预后；探讨结核病患者肺部菌群、肠道

菌群结构及多样性变化，并寻找特征菌群，对治疗效果进行预测， 

从而达到精准用药。逐步形成传染病血液透析中心。完善气管镜

下诊治；逐步建立传染病内镜诊治中心。积极开展分子诊断、基 

因诊断新技术运用于临床，以提高诊断率；建立现代感染病重症

监护室（ ICU) ，进一步提高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在加强感

染性疾病基础研究的同时，开展新发、突发传染病病源微生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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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平台、发病机制研究等，建立感染性疾病个性化综合治疗

体系，使感染科综合治疗水平跻身国内一流等。 

(2）加强人才培养，3 年内增加医师 20 名左右，正高 1-2 

名，硕士毕业研究生 4-6 名，增加博士毕业研究生 1 名。每年派

遣 2-3 名年轻骨干医生到国内外知名院校进修学习。引进 1 -2 

名科研人员，全面建成感染病实验室，加强感染性疾病的临床与

基础研究。 

(6) 3 年内争取申报国自然课题 1 项，省级课题 3-5 项、 

市级科研课题 8-15 项；每年举办 2 次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

办 3-4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承办省级学术会议 1 次；3 年内

争取申报发明专利 3-5 项。 

（五）妇产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人民医院 

2．三年目标：立足浙南区域妇科、产科专病中心，打造妇女

全生命周期治疗保健体系，力争创建省级重点专科；建立妇科良

恶性肿瘤的微无创诊治及康复中心；将产科发展成为特色鲜明的

本地区标杆专科，突出产科质控中心的作用与地位；持续推进生

殖医学中心建设，成为温州地区一流的生殖专科。 

3．具体举措 

(1）打造妇女全生命周期的治疗保健体系，覆盖妇女一生

中从出生、儿童保健、青春期、生育期、围产期、绝经期、老年

期各个阶段疾病的精准诊治和保健康复。 



(2）完善妇科的亚专科建设。推行快速康复理念（ERAS), 

推广子宫良性肿瘤的微波消融和介入栓塞、完善单孔腹腔镜及经

自然通道内镜手术，积极推进日间病房等微无创治疗手段；建立

恶性肿瘤的 MDT 团队，推进盆底诊治中心规范精准治疗；建设子

宫内膜异位症诊治中心，建立由妇科、产科、生殖、泌尿、普外

专家组成的 MDT 团队、全面推广和规范内异症的长期管理策略。 

(3）加强产科亚专科建设，加强及扩大已有的优势项目；

推进智慧妇幼建设；初步打造“母婴友好”医院：继续打造产

后整体康复中心。 

(4）推进生殖专科建设，开展生殖新技术、加强不孕不育

及复发性流产专科特色建设。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3 年内增加硕士 9 人，增加博士 3 

人，鼓励在职人员读研读博提升学历，计划选派 2 名优秀学科骨

干人才赴国外进修学习。 

(6)3年内争取申报国家级课题 1-2 项，省级课题 3-8 项；

每年举办 4 次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办 6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

班； 3 年内争取申报发明专利 10-18 项。 

（六）消化内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人民医院 

2．三年目标：以消化微创、胃肠动力诊治、粪菌移植等为主

攻方向，深入功能性肠病的基础、动力、粪菌移植等研究，成为

浙南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消化内科，继续建设微生态治疗中心及亚 



专科。 

3．具体举措 

(1）开展消化道早癌筛查，消化道早癌内镜下剥离技术 

(ESO）治疗，胆胰管结石震波及激光碎石治疗，阑尾结石取出， 

责门失迟缓症、乳膜下肿瘤等疾病的内镜下治疗， Tips 治疗。 

继续发展消化道动力检测及治疗，对消化动力性和功能性疾病深

入研究其机制及治疗方法。研究肠道微生态，深入开展粪菌移植

技术治疗肠道菌群失调、功能性肠病、炎症性肠病等为主要专业

发展方向。 

(2）加强人才培养，计划 3 年内新增硕士 2 名，鼓励在职

人员读研读博提升学历，新增博士 1名，选送 2-3 名赴国内外知

名医院进修。 

(3）三年内计划申报省级课题 3 项，国家级课题 1 项，每

年举办 1次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办 2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3 年内争取申报发明专利 7-9 项。 

（七）骨伤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三年目标：争取成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以骨质疏松性疾

患、老年退变性骨病、骨创伤性疾患为发展方向，培育运动医学、 

足跺外科等亚专科发展。建设省内一流、特色鲜明的骨关节炎治

疗中心、创伤中心、运动医学中心。传承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

优势，建成集预防、治疗、康复三位一体的研究型中西医结合骨 



伤科。 

3．具体举措 

(1）以上海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依托，继续完善骨科

亚专科队伍的建设（脊柱、关节、创伤、运动医学），开展老年

骨质疏松及骨关节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筹备组建老年骨关节炎

治疗中心，完善骨关节炎的全流程阶梯治疗。发挥中医特色干预

早期骨关节炎疾患，通过矫形截骨手术、单深置换手术治疗中期

患者，采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治疗晚期患者，逐步引进并开展导

航或机器人辅助下的关节置换术等。 

(2）以运动医学中心为平台，建立交叉学科，充分优化资

源融合配置、优化服务模式，凝练特色临床研究方向。与北京望

京医院运动康复中心深度合作，并充分依托其技术优势，加强运

动风险评估、运动能力测定和医学运动康复，开展运动处方，构

建精简、高效、快速、完善的赛事急救运作模式，打造“从试点

到示范”的“体医融合”跨学科发展样板。 

(3）夯实现有骨科领域的各类微创治疗手段：脊柱椎间孔

镜手术、关节镜手术、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骨折微创治疗。发展

膝、肩、跺关节镜手术，开展关节镜下软骨修复术等。继承并发

扬传统中医药，研发外治膏药，精进正骨手法、水针刀、水针刀、 

银质针、穴位注射等中医特色疗法。 

(4）三年内增加硕士 3 人，增加博士 1 人，市名中医 1 人， 

计划申报省级课题 6-8 项，国家级课题 1-2 项；每年举办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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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办 2-3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3 年内

争取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6-10 项。 

（八）康复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医院 

2．三年目标：争取成为国家重点专科及区域诊疗中心，持续

深化特色康复亚专科建设，包括骨科康复、神经康复、脑外伤康

复、吞咽障碍康复、老年康复、儿童康复、心肺康复、重症康复、 

肿瘤康复、产后及盆底肌康复亚专科等。 

3．具体举措 

(1）完善和发展经颅磁刺激技术及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 

（中枢干预技术）、脑机接口技术（从中枢到周围）、颈七位移

术、多模态镜像治疗技术、肌骨超声精准定位技术、表面肌电技

术、功能核磁共振康复疗效评估技术、吞咽功能障碍球囊扩张治

疗技术、影像尿动力检查技术、心肺功能精准评估技术、大型医

用高压氧舱技术等。 

(2）探索医养结合的新路径，并尝试开启以康复科为主的

医养结合新模式，展开与其他大型养老机构的项目合作。 

(3）三年内增加硕士 3 人，增加博士 1 人，培养市级名中

医及市级青年名中医各 1 名。年国际会议交流 5 人次以上，年国

内会议交流 30 人次以上，年进修 2 人次以上。 

(4）三年内计划申报省级课题 4-6 项，国家级课题 1-3 项；

每年举办 2-3 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办 3 次市级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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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3 年内争取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肾病科 

1．建设单位：温州市中医院 

2．三年目标：加强血液净化中心的建设，争取打造设备先进

且技术过硬的大规模的区域血液净化中心。力争打造集医疗教学

科研于一体的、中西医结合特色鲜明的、规模适度、管理规范、 

技术先进的高水准的国家重点专科及区域肾病诊疗中心。 

3．具体举措 

(1）进一步扩大血液净化中心规模，争取打造浙南地区规

模最大的血液净化中心，引进完善的信息管理软件系统，更好地

开展肾脏病中西结合一体化治疗与院后随访。积极开展腹腔镜下

微创腹透置管术，人工血管内屡成形术，经皮血管内球囊扩张术

等新技术，完善专科操作技术种类。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及高级技术人才引进，开展全国名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及工作室建设，深入挖掘传承脉

络与学术精髓，大力培养学术经验继承人。三年内增加硕士 3 人， 

增加博士 1 人。 

(3）加强专业领域的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打造以中西医结

合为特色的区域肾病诊疗中心。三年内计划申报省级课题 2-3 

项，市级课题 4-6 项；每年举办 1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精神科 

1．建设单位：温州康宁医院、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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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年目标： (1）温州市康宁医院 

以发展区域精神卫生医疗中心为目标，创建品牌卓著的全国

标杆性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和浙江省精神卫生副中心。开

发投入使用精神科智能辅助系统、AT 微表情抑郁障碍诊疗应用

技术。大力开展临床医学研究，积极推进将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

用于临床实践。积极做好课题申报工作。瞄准国家级重点项目、 

重大课题和重点基金等高层次和有影响力的课题，逐步提高科研

课题、科研奖励的数量和层次。积极打造省、市级重点专科和特

色专科群。 

(2）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组建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多亚专科同时发展的具有特色的

品牌精神医学科专科队伍和诊疗中心，增强硬件设施和科研平台

建设，使精神医学品牌学科在浙南闽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争取

在省内打响知名度、打造省级区域专病中心。 

3．具体举措 

(1) 温州市康宁医院 

①通过实施学科建设目标和重点专科建设目标管理，在政

策、经费、环境上优先扶持，调动学科建设工作积极性，推动学

科加快发展。按照“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建设原

则，加强现有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内涵建设。对临床心理科、行为

医学科、妇女精神医学科、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进行重点扶持， 

专项给予科研基金，以科研及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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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打造人才梯队，深度与温州医科大学融合，人才互用。到 

2023 年，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总量达到 40 名，争取硕士以上

医师比例达到 12%，博士以上医师达到 4 人；获浙江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1 -2 人，引进实用型人才 10~ 30 名。定期派出专

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出国学习培训，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能 

力 

③积极利用医院现有资源与国内四大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康

宁医院等有影响力的医院合作开展多中心研究合作，利用好加拿

大阿尔伯塔学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课题立项及高质量文章发表。 

(2）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①开展 cpc 睡眠质量评估系统、精神压力分析仪在精神科的

应用、澹妄严重程度量表（DS S）的临床应用、社会认知交互训

练在改善社会认知和社会功能中的应用等新技术。 

②完善人才结构，争取三年新增硕士 6 名，博士 1 名，内引

进全国知名专家一位：三年内力争培养 1 名欧越名医。3 年国内

会议交流 20 人次以上，每年进修 2 人次以上。 

③三年内计划申报省级课题 4-6 项，国家级课题 1 项；每年

举办 1 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举办 1-3次省级继续教育学习

班，举办 2-5 次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3 年内争取申报专利（包

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2-5 项。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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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属医院要将品牌学科建设作为提升医院学科水平、医疗

服务能力的重要工程来抓，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具

体抓，明确科室和责任人，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和工作任务，定期

通报分析工作进展，强化经费保障和政策激励，统筹推进三年行

动计划的落实。 

强化平台支撑 

力争通过与上海大学、国科大肿瘤医院等的合作平台，提升

医院水平，建立医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合作的基地；鼓励各学科开

展实质性的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医院技术、科研、服务、管理等

方面的提升。 

建立考核机制 

各市属医院要加大对品牌学科建设资金投入，建立重实绩、 

重贡献的激励机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发挥效益。同时， 

我委将每年对品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情

况下拨次年建设资金，建设资金将向考核优秀的学科倾斜。 

加大宣传力度 

各市属医院要加强宣传力度，增加百姓知晓度，增加学科影

响力和辐射范围，切实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改进医疗服务流

程，给患者提供更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提高患者就医满意 

度。 

附表：市属医院品牌学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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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市属医院品牌学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一览表 

学科 年份 
开放床 

位（张） 

门诊病

人（人

次） 

出院病

人（人

次） 

手术病 

人（人 

次） 

三级手

术（人

次） 

四级

手术 

（人

次） 

业务总 

收入（万 

元） 

科室正

高医生

人数 

（人） 

医生中硕

士研究生

人数（不

含在读） 

（人） 

医生中

博士研

究生人

数（不含

在读） 

（人） 

科室医

生中在

读硕士

研究生 

人数 

（人） 

科室医

生中在

读博士

研究生

人数 

（人） 

临床神 

经医学 

2021 年 140 49000 3490 660 220 80 6900 14 25 4 2 3 
2022 年 155 49600 3645 680 210 85 7100 15 27 4 2 3 
2023 年 160 50100 3810 720 220 90 7300 15 29 5 3 3 

心血管 

内科 

2021 年 66 47000 3200 2000 40 10 7600 6 17 1 2 1 
2022 年 66 50000 3800 2400 80 20 8000 6 19 2 2 1 
2023 年 80 55000 4500 2700 120 40 8500 7 20 2 2 1 

肿瘤科 

2021 年 350 31800 11058 4830 902 28 20570 14 30 0 8 1 
2022 年 450 41300 13800 6050 1180 43 25712 17 35 1 9 2 
2023 年 500 53000 17300 7550 1525 65 32140 20 40 2 11 3 

感染科 

2021 年 126 55000 3500 / / / 5500 4 8 0 6 0 
2022 年 126 58000 4500 / / / 6000 4 11 0 4 0 
2023 年 126 60000 5200 / / / 7000 6 14 1 4 0 

妇产科 

2021 年 402 376963 21217 13644 2600 100 28507 17 64 4 21 5 
2022 年 402 414659 23339 15008 3000 120 31358 20 67 5 21 7 
2023 年 402 456125 25673 16509 3300 150 34494 24 70 6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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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年份 
开放床 

位（张） 

门诊病

人（人

次） 

出院病

人（人

次） 

手术病

人（人

次） 

三级手

术（人

次） 

四级

手术 

（人

次） 

业务总 

收入（万 

元） 

稚
敲

A

(
1
 

 

敲

撒
肋
 

医生中硕

士研究生

人数（不

含在读） 

（人） 

医生中

博士研

究生人

数（不含

在读） 

（人） 

科室医

生中在

读硕士

研究生 

人数 

（人） 

科室医

生中在

读博士

研究生

人数 

（人） 

消化内 

科 

2021 年 79 80000 3200 10100 60 40 6700 4 13 1 1 2 
2022 年 79 85000 3400 10800 80 55 6900 4 14 1 1 2 
2023 年 90 90000 3600 11600 100 70 7100 6 15 1 1 3 

骨伤科 

2021 年 172 62397 4517 3026 1184 53 11135 10 30 1 1 0 
2022 年 172 65517 4743 3177 1244 55 11692 10 31 1 1 0 
2023 年 172 68793 4980 3336 1305 58 12276 10 32 2 1 0 

康复科 

2021 年 260 28000 2550 / / / 6800 5 22 1 2 1 
2022 年 270 29000 2650 / / / 7000 6 23 2 2 1 
2023 年 280 30000 2750 / / / 7200 7 24 2 2 2 

肾病科 

2021 年 73 27000 1300 150 / / 4000 3 19 1 S 0 
2022 年 73 29000 1400 175 / / 4200 3 20 1 8 1 
2023 年 73 31000 1500 200 / / 4400 4 22 2 8 1 

精神科 

（市七

医） 

2021 年 1100 110196 13021 / / / 21176 15 25 0 2 0 
2022 年 1100 112400 13281 / / / 21600 17 28 0 4 0 

2023 年 1100 114648 13547 / / / 22000 19 31 1 6 1 

精神科 

（温州

康宁医 

院） 

2021 年 1330 124000 14000 / / / 42610 12 44 5 4 2 
2022 年 1300 130000 14800 / / / 44750 14 49 5 5 2 

2023 年 1250 140000 15000 / / / 46988 16 5峨 6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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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年份 

纂

健
生
(
A
)
 

 

省级继 

教班 

（个） 
n
f
l
(
+
)
 

 

举报省

级以上 

论坛 

（个） 

国家级 

课题立 

项（个） 

省级课 

题立项 

（个） 

sc j 
(4) 

核心期 

刊一类 

(4) 

核心期 

刊二类 (4) 
发明专 

利（项） 

实用新 

型专利 

（项） 

本年度科

研项目立

项经费总

金额（万） 

临床神 

经医学 

2021 年 3 1 1 0 0 1 4 3 5 0 4 10 
2022 年 4 1 0 0 0 1 4 3 4 0 4 10 
2023 年 4 1 1 1 1 1 4 3 4 1 4 10 

洲
  

门
内
 

血
材
 
管

于
  

2021 年 2 1 0 1 0 1 2 2 4 0 l 4 
2022 年 2 2 l 1 1 2 3 3 4 l 2 4 
2023 年 2 2 1 1 1 2 5 3 5 1 3 5 

肿瘤科 

2021 年 5 4 0 1 0 2 3 4 6 2 2 40 
2022 年 9 5 1 2 0 3 6 8 12 3 3 60 
2023 年 12 6 1 3 1 5 12 16 20 5 5 100 

感染科 

2021 年 5 2 0 0 0 l 5 2 6 1 6 10 
2022 年 6 2 1 0 0 2 6 2 6 2 7 10 
2023 年 6 2 0 1 1 2 7 2 7 3 7 15 

妇产科 

2021 年 3 4 0 0 0 2 11 7 30 5 15 75 
2022 年 3 4 1 1 1 3 12 8 33 6 17 82 
2023 年 3 4 1 1 1 3 13 9 37 7 20 90 

消化内 

科 

2021 年 1 0 0 0 0 1 1 1 4 2 1 311 
2022 年 1 1 1 1 0 1 1 1 5 3 2 175 
2023 年 I 1 1 1 1 1 1 1 6 4 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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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年份 

纂

恤
生
(
A
)
 

 

省级继 

教班 

（个） 

翼

U
(
+
)
 

 

举报省

级以上 

论坛 

（个） 

国家级 

课题立 

项（个） 

省级课 

题立项 

（个） 

Sc I 
（篇） 

核刊
‘
 
心
一

篇
 
期
类)

  

心

一
一

篇
 
期
类)

  

核

刊
‘
  

发明专 

利（项） 

实用新 

型专利 

（项） 

本年度科

研项目立

项经费总

金额（万） 

骨伤科 

2021 年 3 2 0 0 0 0 3 5 18 0 3 50 
2022 年 3 2 0 0 0 l 4 5 19 0 3 50 
2023 年 3 2 1 0 1 1 4 5 20 0 4 60 

康复科 

2021 年 2 1 3 1 1 2 2 3 9 0 1 5 
2022 年 3 I 4 1 I 2 2 4 10 1 1 10 
2023 年 4 1 5 1 1 2 2 5 11 1 1 20 

肾病科 

2021 年 1 0 0 0 0 1 1 2 5 0 0 50 
2022 年 1 0 0 0 0 1 1 2 5 0 0 50 
2023 年 1 0 0 0 1 1 1 2 5 0 0 60 

精神科 

（市七

医） 

2021 年 1 3 1 0 0 2 30 6 29 2 1 20 
2022 年 2 4 1 0 0 2 30 8 31 2 2 20 
2023 年 4 4 1 1 1 2 30 10 33 2 2 20 

精神科 

（温州

康宁医 

院） 

2021 年 3 1 0 1 1 2 10 5 15 1 0 300 
2022 年 5 2 1 1 I 3 15 10 20 1 1 500 

2023 年 10 3 1 1 1 3 20 10 20 2 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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