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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临床检验工作人员经常采集于各类患者的血液'体

液'分泌物等标本#使用各种检验仪器和化学试剂来进行检测#

还要接触各种消毒液'毒性废物#这些对人体都有一定的危害*

处理含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6/

&'乙型肝炎病毒$

-./

&和

丙型肝炎病毒$

-0/

&的血液和其他体液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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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报道医学院学生发生一次职业暴露的概率达

#>$DA

#

#

!

%

次高达
'#$"A

#医学院校应加强学生的防护教

育*作为临床实验室操作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特别是

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在进行临床检验实验教学时#是开展实验室

生物安全防护教育的最佳时期*如何正确处理好教学效果与

生物安全之间的关系#规范教学中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相关制度

和政策#实施生物安全防护行为#培养学生的生物安全防护意

识#也是临床检验实验教学中应当重视的问题*以下结合实际

谈谈临床检验实验教学中生物安全防护教育的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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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实验教学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

国内外实验教学中发生职业暴露事件并不罕见#据
YFM9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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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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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医学生针刺伤发生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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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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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在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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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中有
#%$#A

发生职业暴露事件*

临床检验实验教学过程中师生不可避免地直接接触各种

标本#包括人体的各种分泌物'排泄物'体液'血液等*一方面#

为了使学生有充足练习采血的机会#有一部分血液标本是学生

间相互采集而来的#可能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学生提供的标本

应该是安全的#但近年笔者对新生体检中发现
-./

携带者#

而且还有一些如痢疾'腮腺炎等季节性流行疾病#这也使得学

生提供的标本也不是绝对安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临床检验

实验教学的需要#很多实验阳性标本只能来自临床患者*其

实#学生的标本及临床标本均是有已知和潜在危险的标本#这

就对临床检验实验课生物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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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实验教学中生物安全防护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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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淡薄
!

通过对本校高职医学检验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有
DDA

的学生对职业暴露后的处理不清楚#有

'1A

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具#有
D%A

的学生对

自我防护措施仅仅是了解*部分学生对无菌观念认识不足#把

实验课当做理论课的附属品#参加实验课往往是上课不认真'

无菌操作不彻底'实验用后的菌液直接倒入下水道等#曾有报

道某医学院校曾发生过伤寒杆菌示教标本试管破碎造成污

染(

%

)

*可见#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令人担忧*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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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防护制度不完善
!

实验室管理还不够完善#调

查问卷中#

('A

把课本等资料带入实验台#

D%A

的学生会在实

验中经常或偶尔使用手机#

#%A

的学生偶尔在教室里吃东西*

虽然国家已经颁布了多项实验室管理的法律法规#但对于实验

教学中的生物安全问题还不够重视#没有制定专门的'具体的'

可操作的实验教学生物安全防护规则*目前#对于实验教学中

可能涉及到生物安全问题的操作没有统一的标准#医疗废弃物

的分类及处理也没有形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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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防护设备不足
!

前几年#临床检验教学实验室

生物安全防护设备简陋#只有医学实验室所用的白大衣#并且

未对生物学实验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理*为了贯穿生

物安全教育#目前#实验室配备了防护服'防护帽'手套和废弃

物处理设备*但是#防护设备仍然较少#还缺乏如生物安全柜'

防护眼镜'高压灭菌锅等基本的生物安全防护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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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实验教学渗透生物安全防护教育的具体实践

针对以上存在的实验室教学的生物安全问题和现状#结合

临床检验实验教学实际情况#将生物安全内容渗入到实验教学

中#使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在学校时就应形成生物安全意识#满

足临床医学检验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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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防护准备

D$B$B

!

开展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培训
!

只有提高了专业教师的

安全意识才能培育出具有高度安全意识的学生*首先要加强

专业实验教师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熟悉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

律法规'实验室管理办法'实验室标准操作手册$

,V2

&'安全手

册'仪器设备操作手册等#了解生物安全的新知识和新技术#通

过生物安全培训获得合格证书*实验教师在授课的同时结合

本专业的特点#向学生灌输自我防护的知识和无菌操作观念#

不断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带领学生到临床医院实地参观#了

解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标准建设和管理#规范的样本处理过

程#生物安全柜的正确使用#废弃物的处理流程及学习各种有

关生物安全的法规文件*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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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康档案和接种疫苗
!

在临床检验实验教学中#

在采血实验中#防止健康学生与
-./

携带者发生交叉感染#

建立健康档案#了解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在进行特殊实验操作

时进行防护知识指导*学生在接触专业实验课之前#要求专业

授课教师'实验教师以及学生接受乙型肝炎疫苗接种*

D$C

!

实验中防护

D$C$B

!

规范生物安全规章制度
!

规章制度是实验室安全管理

的基础#医学教学实验室虽不属于医疗机构实验室#但实验仪

器'设备'器材'实验标本等基本一样#医学教学实验室理应参

照-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

)

*因此#医学教

学实验室要认真作好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管理规范'程序文

件的制定与落实#负责检查监督生物安全的落实情况#这样生

物安全才有保障*

D$C$C

!

加强个人防护意识
!

模拟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设立

清洁区'污染区#让学生在模拟生物安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训

练#明确不同样本'不同试验可能的传染性及防范措施#那些实

验操作会产生气溶胶或喷溅物#那些病原微生物会通过气溶胶

传染#哪些操作要戴手套'防护口罩'穿防护服等*在临床检验

实验课中要求学生按检验流程中做好个人防护#自用物品'课

本等应放在清洁区#禁止在实验室做与实验无关的事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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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意交叉感染#接触任何标本要戴手套$必要时佩戴两副手

套&#各种实验室用品应按规定放置#保护实验室台面'地面及

物品表面不被血液'体液'排泄物直接污染*在实验操作过程

中始终贯穿无菌操作理念#例如#静脉采血必须/一人一针一管

一带0#微量采血应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片0#酒精棉球必须用

镊子取#严格遵守规范的操作程序#减少操作失误造成的危险*

任何实验操作后应按
d-V

推荐的/六步洗手法0正确洗手*

D$C$D

!

重视实验室设施投入和管理
!

对于临床检验实验教学

的实验室应当配备相应的生物安全防护器材#如!生物安全柜'

防护服'高压灭菌锅'废弃物分类垃圾收集及处理设备*实验

室用过的仪器设备要及时消毒#对反复使用的玻璃器皿#如试

管'移液管'烧杯等#都要有专人进行统一的清洗干燥灭菌(

D

)

*

D$C$E

!

建立生物安全意外事故的处理
!

实验操作过程中难免

会出现实验室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临床阳性标本不慎洒溢在

台面'地面和其他表面%采血操作中不慎皮肤刺伤%分离标本时

离心管发生破裂等*要求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一旦发生以

上实验室事故#应及时上报带教老师#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相应

的应急处理*

D$D

!

实验后废弃标本的处理
!

实验垃圾应与生活垃圾分开存

放#由学校统一机构和部门进行处理*例如#进行临床检验实

验操作时#在实验室配备有/生物危害0标志的黄色垃圾袋和利

器盒#让学生将实验过程中的废弃物按类别丢弃#标本'使用的

棉签'棉球'一次性手套'防护帽等直接丢入黄色垃圾袋中#采

血针等损伤性废物应丢入利器盒中*载玻片'玻璃试管'吸管

等实验器材由实验室管理老师统一清洗消毒*实验结束后必

须脱下实验服#不得穿着离开实验室#受污染的实验服要先消

毒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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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教学效果评价

E$B

!

考核要求
!

临床检验实验教学中开展生物安全防护教育

的具体实践中#以参加临床检验实验学习的医学检验专业学生

为调查对象随机进行了问卷调查#针对临床检验实验室生物安

全知识和技能的状况#了解他们对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

的需求*在临床检验实验考核中贯穿生物安全防护教育#将防

护意识纳入实验技能考核的标准#例如将是否正确穿戴防护设

备'无菌操作观念#实验废弃物的处理等作为考核知识点*

E$C

!

教学反馈
!

对试卷和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DA

学生认为

在校期间开展生物安全教育是必要的#特别融入到临床检验实

验教学中是可行的*结合专业实验教学开展生物安全防护教

育#学生在学习临床检验技能的同时能提高安全意识#培养良

好的实验室操作行为习惯和操作规范#取得较满意的教学效

果*为了取得更大的教学效果#可以开展第二课堂#举办生物

危害'生物安全措施'实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讨论会#让学生

查阅资料#教师指导总结进行讨论等各种形式(

(

)

#可以使教育

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

总之#生物安全防护教育涉及多个方面#是一个艰巨而重要

的任务*临床检验实验中开展生物安全防护教育取得预期的效

果*应将这种防护教育渗透到其他医学检验课程的实验教学

中#按检验工作流程建立包括生物安全防护教育的实验教学体

系#这将使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学生职业暴露的概

率降低#防护意识逐渐增加#以更快适应临床检验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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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间检测
-0/!3Y7

结果的可比性以上#相关性低#

不利于医院间检测结果的互认#不利于患者在不同医院间转

诊#增加了丙型肝炎患者的就医成本*

总之#

-0/!3Y7

检测需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进行操作#各

检测试剂盒质量可靠#患者固定在同一医院进行
-0/!3Y7

感染'治疗情况监测是可靠的*同时#亟待各试剂厂家建立溯

源体系#以实现自下而上的量值溯源(

"&

)

%急需国家制定
-0/!

3Y7

标准毒株#以实现行至上而下的量值传递*最终实现不

同检测系统可比性#实现医院间
-0/!3Y7

检测结果的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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