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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各医学院即

将毕业的大学生都会安排临床实习#使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

前#更多地了解相关知识#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运用#并付诸于实

际操作中#在运用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循环往复#不断

地更新知识#提高自己)随着自动化的提高#临检中心更多地

应用先进医学仪器设备#并不断更新#但并不意味着手工操作

被淘汰#很多项目还是使用手工操作来检测'

%

(

)手工项目的检

测对于学生来说#各方面要求更严格#怎样使医学检验实习生

们更好地进行手工操作项目的检测#作者在带教医学检验实习

生实践过程中根据带教经验#尤其是手工操作项目#总结了以

下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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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态度

针对目前
?'

*

@'

后学生的特殊状况#主动动手能力的减

弱#首先要从思想上能够意识到目前的工作要做到积极主动#

在真正的实践中才能够发现问题#了解各项目的检测原理*结

果判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针对操作中每一步骤的要求及

规范程度#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初始工作时的意识状态#为以后

从事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操作

细节#任何一个步骤的不规范操作都会影响实验结果#进而影

响患者)因为每一项检测针对的都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医

学工作中是不允许犯错误的)有一点点的差错都会影响到患

者的心身*治疗#甚至是生命)因此#从重视工作态度入手是至

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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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原理%检测过程

检验项目的检测#结果的正确分析#检验原理的认识是至

关重要的)每一步骤的进行都与原理分不开#只有了解实验原

理才能够对整个实验步骤作出分析#将每个步骤的影响因素降

到最小#保证实验的成功进行)在检测操作时#每一步骤紧密

联系#熟知项目检测步骤#使实验紧密进行#不能因查询实验步

骤影响实验结果)对于实习生来说#熟知检测过程才能够发现

及分析结果时每一步骤的操作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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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基本操作

进入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验的成功与

失败与检测者对实验的原理及具体操作是否规范有着直接的

关系#对于基本操作的规范训练#李丽华等'

#

(在临床带教的方

面也特别注重#本人在实际带教中遇到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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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液器的使用
!

垂直滴加与斜角度滴加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而不同的角度对实验结果又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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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头使用
!

虽然目前医疗机构都使用一次性物品#污

染的概率明显降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进行规范操作的时

候#污染问题不可避免)加样头不允许手直接接触#当在装载

加样头时#换戴干净一次性手套#避免戴着已接触患者标本的

手套进行加样头的装载)加样时#不能接触到加样头的下端#

以免引起污染#影响结果判断)

E&E

!

试剂的使用

E&E&C

!

试剂平衡
!

每个检测项目试剂都有适宜的保存条件#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够维持试剂的稳定性#进而才能保证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但是低温保存的试剂在使用时要将试剂

平衡到室温#也就是说要由低温上升到室温有一个过程#每一

项实验试剂要求平衡温度时间不一#要根据试剂要求及实验室

室温条件具体对待#也有可能对其要有所验证及规定)如果不

将试剂平衡到室温即开始使用试剂#那么试剂就不能维持其固

有的性质而导致实验的失败)

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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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被板的使用
!

手工定性项目的检测#通过酶标仪来

读取结果#除酶标仪的因素外#包被板的清洁程度对于实验的

成败扮演者重要角色#在拿取包被板时#要避免接触包被板底

层#尤其不能裸手#以免手部汗渍等黏附包被板#导致酶标仪扫

描读数不准确)在洗板时#不能将包被板浸入水中#导致包被

板底部干净程度降低#影响结果)

E&E&E

!

实验结束后读数时间
!

不同实验滴加终止液后对扫描

结果有不同的规定时间#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其扫描读数)如

果不能按时扫描读数#反应时间过长#导致结果的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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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量控制

%

项实验的成功完成#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内部质量

控制起着关键的作用#每批检验都必须与质控品一起进行#只

有在符合质控规则在控的规则下#检验结果才是可信的)检验

实习生刚刚开始接触实际操作的时候#对于质控的认识微乎其

微#因此要进行质控知识的培训#从规则及判断*分析失控原因

及纠偏过程*纠偏记录的完成)失控后的处理很重要#在失控

的时候#相对应的一批检验标本必须进行抽检或重新检测#在

这方面要做到严谨#严格要求学生#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在对影响因素分析时#要多方面考虑#实验前*实验中*实验后

影响着每项实验的成败#实验前患者标本的留取规范*实验中

各种影响因素*实验后的分析至关重要#要培养学生的质量控

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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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在判断结果时#有很多影响因素#要结合具体临床情况进

行综合判断#在滴加终止液以后#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行酶标

仪读数)酶标仪读数时#首先判断空白对照*阴性对照*阳性对

照*质控品扫描结果是否符合要求#从而判断此包被板实验有

效性)如果同批包被板阳性对照结果不符合或阴性对照结果

超出范围及质控品未在控#应分析原因#找出影响因素#并进行

纠偏#进行同批实验结果的有效性评价#否则重新进行同批实

验的检测)在其他定性项目结果判断时#要根据阳性对照结果

及临床诊断判断结果)总之#不同检测项目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及判断模式#但是不断加强自己的临床医学知识与检测结果的

紧密结合来判断结果#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针对不同问题#除带

教教师及时发现问题外#更多地教会学生自己考虑*解决问题#

积极思考#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培养学生学术上的严谨*科学*

注重细节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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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因此建议临床标本
Z"̀ <12,

的储存在
X#' Y

以下

环境)

D&E

!

溶血*脂血*黄疸的影响
!

血红素可以通过其卟啉环与

5$

P

酶不可逆结合#从而抑制
5$

P

酶的活性#因此从理论上说#

溶血标本对
Z"̀ <12,

的检测有明显的影响)一些实验证

明#各种溶血程度的
Z"̀ <12,

阳性标本进行检测#其结果与

未溶血标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原因之一可能是血红蛋白经

%''Y%'-:C

后#卟啉环已经被破坏#从而不能与
5$

P

酶结合

或血红蛋白已经变性#经过离心沉淀后#待测上清液中仅存其

衍生物)另一原因可能是在提取核酸前#已先用浓缩液经高速

离心沉淀
Z"̀

病毒颗粒并弃去上清#大大减少了干扰物质包

括血红蛋白的水平)

理论上#脂血因素可造成
Z"̀ <12,

的检测结果偏低#主

要原因有!脂血因素导致荧光猝灭#使得荧光信号强度降低%脂

肪或其代谢产物能与
5$

P

酶相互作用#抑制
5$

P

酶的活性#扩

增效率明显降低#导致检测结果降低)但许多实验证明#高血

脂对检测结果也没有产生影响)黄翔等'

@

(通过
!4>

沉淀煮沸

方法发现#当胆固醇小于或等于
%#--89

"

;

#

Z"̀ <12,

检测

水平结果与胆固醇的水平不相关#说明
!4>

沉淀煮沸方法能

有效地去除胆固醇#扩增效率不受影响)尹琦和徐玉婵'

D

(发

现#三酰甘油$

5>

&达
EW&@(--89

"

;

时#对检测结果也没有产

生影响)造成脂血对
Z"̀ <12,

检测水平结果无影响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有些核酸提取方法能有效去除此类抑制因

子%脂血中#

5>

的密度低#血清标本在冷冻或冷藏保存后#经

高速冷冻#离心#容易漂浮在上层#在弃去上清的时候可以去除

大部分%标本处理过程中的多次稀释#干扰作用变得很小)

胆红素对实验的干扰主要在于其本身的光吸收作用#通过

对不同水平胆红素标本的
Z"̀ <12,

测定#未发现有明显的

干扰现象)原因可能也与标本处理过程中胆红素丢失和多次

稀释有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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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提取方法的影响

临床上采用不同核酸提取方法对荧光定量
!0*

技术检测

血清
Z"̀ <12,

结果和抗干扰能力差异很大)不同
Z"̀ <

12,

核酸提取方法对同一临床标本
Z"̀ <12,

核酸提取效

率差异很大)陈晓东等'

%'

(认为#磁珠核酸提取法应该作为首

选方法#其与直接煮沸裂解法和沉淀煮沸裂解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和
'&'W

&%

2!#E'

煮沸裂解法提取效率偏低#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W

&)其中直接煮沸裂解法提取效

率最低#与磁珠核酸提取法相差两个数量级)李金明等'

%%

(发

现#在
Z"̀ <12,!0*

检测时#煮沸裂解法不适合用来处理血

清标本#而应使用核酸纯化方法)梅玉峰等'

%#

(发现#浓缩裂解

液煮沸法在
%'

E

*

%'

W

*

%'

(

*

%'

D 四种浓度范围内#比直接裂解液

煮沸法测量结果高
#'

"

E'

倍)

总之#实时荧光定量
!0*

检测
Z"̀ <12,

的影响因素很

多#应该做到!实验室硬件和软件要达到要求#实验室要通过上

一级卫生部门验收才能使用#从而减少污染%选取合适的核酸

提取方法%未能及时做的标本放置在
X#'Y

以下冰箱保存)

#

&

;

加样枪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

&

;

加样枪不精密*不

准确#所得结果重复性和准确性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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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无小事#对于每一份检验结果都要重视#它关乎到每

位患者的命运#因此做到以上几点至关重要#要培养一个合格

的医学生#使他们成功地走上工作岗位#实习阶段带教老师的

教学是很重要的)因此#带教老师的工作态度*严谨教学及学

术观点等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对于检验实习生#严格

地做到以上几点#这是以后工作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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