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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是指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因事制

宜*因人制宜地将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估等

组成要素进行不同的组合#使之成为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变化

需要#适应不同类型和高层次人才需要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0%

(

)

当前#随着高等医学院校的快速发展#医学研究生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0=

(

)

针对目前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点招收的研究生生源主要为跨

学科*跨专业就读的特点#以积极发挥导师团队及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为切入点#将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和质量

评估等组成要素进行不同的组合#探索多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

融合与创新#最终实现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现将实施情

况及体会报道如下)

A

!

指导跨学科新生+提前确立培养目标

一般而言#研究生复试录取至入学报到前后有近
A

个月的

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导师组拟在每年三月份

前#为新一届的研究生初选大致的研究方向)这些学生通过复

试后#各导师就应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要求和兴趣#指导他们

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并让他们即刻着手检索文献*阅读文献*

学写综述并进行课题设计等)

B

!

改进专业课程设置+优化课程内容

应届非检验本科毕业生是目前我校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

研究生的主要来源#其对临床检验诊断学所涉及的各种医学检

验技术可以完全说是个,门外汉-)为此#导师组编制一套现代

检验诊断技术系列#将生化检验技术*免疫检验技术*临床基础

检验技术*临床输血技术*临床微生物检验技术等汇编成专业

课教材系列#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要求#可进行单独一对一或

小组教学#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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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加强研究方向相关检验技术培训

导师组指定一名副高以上职称的检验人员担任研究生教

学秘书#组织协调研究生教学与指导工作)依据其各自与临床

实践接触的多少和研究方向#相对地*有目的性地加强其在某

亚专业的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方面的培养#并注重其感兴

趣的检验技术方面的培养#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出现理论分数

高而实践能力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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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临床教学体系

为满足国际化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作者引

入和借鉴了
9:c$'$)@

质量管理体系#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

过程为中心#全体人员参与#实施科学*规范和有效的临床教学

质量管理#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实习教学管理的各种质量体系

文件#如检验科研究生岗前教育*见习轮转计划*各专业组规范

化培训*学生出科$组&考核*科室专题讲座培训*学生考勤制

度*毕业论文带教*年度优秀研究生评选*年度优秀带教教师评

选*教学基地与学校定期交流等十余个管理程序%还有与之配

套的入科教育签名表*学生档案登记表*实习轮转安排表等
%(

种记录表格'

'

(

)这些质量体系文件的建立#为检查*评价研究

生实习过程和全体带教教师教学目标完成情况提供了系统评

估依据#也为研究生圆满完成学习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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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临床教学质量管理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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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教学管理层次
!

研究生培训的关键在于规范化#教

学基地成立规范化临床教学管理组织体系#即教学办主管
0

教

研室主任
h

教学组长组成的三级临床教学团队#确保临床教学

工作的层级管理)教学办主管负责岗前纪律等培训及见习情

况的督导检查%教研室主任负责学生入科教育#依据不同院校

来源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案#检查培训计划的执行情

况#定期征求研究生*带教教师和院校主管教师的意见#并及时

解决临床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出现的各种问题%各专业组长$带

教教师&负责制定该室组轮转的培训目标*培训计划*培训方

案#临床带教工作实施管理和教学质量的控制#配合专家组对

出科$组&进行考核评估)规范化的临床教学管理组织体系是

开展临床教学工作的前提#是教学团队提高学生毕业实习质量

的有力保障)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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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教师带教意识
!

强调教师的带教意识#促使教师参

与带教管理是现代临床教学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一种高效

的管理模式'

A

(

)作者认为促使教师参与的关键是激励#要使每

一位教师清楚自己在组织中的自身价值和作用)作者每年都

让研究生离院前无记名对全科每位教师带教情况进行绩效评

估#评估成绩与教师的奖金挂钩#采用检验科全体教师参与的

方式共同制定#并在每一年度临床教学总结会后进行持续改进

的各岗位规范化带教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方案)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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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教师素质
!

高质量的检验医学人才#离不开高

素质的检验教师队伍)高素质的检验教师不仅仅是起点高的

人#而且是一定能坚持终身学习*不断自我更新的检验教师)

为提高科室中青年教师的综合素质#作者一是通过鼓励外出研

修*继续深造*参与各种教学等方式#帮助其提高专业水平*拓

展知识领域*提升知识层次%坚持教研室每人每年度采用多种

方式如多媒体教学形式等参加专题综述答辩考核竞赛#帮助带

教教师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督促带教教师及时掌握该专业的最

新进展%安排硕士以上学位的带教教师参加大学双语课堂教

学#每年至少指导一名实习学生毕业论文#每年至少指导一名

学生翻译一篇外文文献#以督促带教骨干锤炼教学语言#加强

语言修养#提高研究能力)多年的学生意见反馈表明#全科室

带教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在逐年大幅度上升)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检验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起步

较晚'

E0@

(

)作者借鉴
9:c$'$)@

质量管理方法对临床教学过程

进行管理#对现行的临床教学基地建设和教学管理模式进行不

断探索)相信只要全体检验同行共同努力#在加强临床师资队

伍建设的同时#坚持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不断完善

临床教学质控体系#持续改进临床教学模式#必定$下转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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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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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涂片可见破碎红细

胞&出凝血
'

项正常%

9:

二聚体阳性&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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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尿含

铁血黄素定性实验'糖溶'酸溶血实验均为阴性&血小板相关

抗体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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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阳性反应%

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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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阳性反应%其他项目正常%提示血小板减少症%于
%*

月
+

日行第一次骨穿检查%形态特征见表
%

&诊断意见!骨髓粒'红

两系增生良好%巨核细胞量不增多%未见产板巨%血小板明显

减少&

!!#

!

治疗经过
!

给予抗感染'地塞米松
%(<

6

$

H

冲击'输血小

板等治疗%结果仍发热'血小板不上升%贫血进行性加重%并出

现肉眼血尿%

%*

月
%%

日复查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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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

中%患者病情加重%出现上腹部疼痛%

$0

提示胆囊炎&

%*

月
%'

日下午出现抽搐%指脉氧下降%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

遂行第二次骨穿检查%形态特征见表
%

&诊断意见!易见有核

红细胞'破碎红细胞'嗜多色性细胞%球形红细胞约占
%58

%且

见微球红细胞%结合血片考虑
007

&

%*

月
%;

日组织会诊%参

照骨髓报告%结合病情进展表现%诊断为(妊娠急性血栓性血小

板减少性紫癜%胆囊炎)&经终止妊娠'血浆置换'抗感染等综

合治疗%

&2I

后血小板回升到
(*)%*

+

$

,

%

+;I

后查血小板为

++)%*

+

$

,

%继续治疗%病情明显好转%其他辅助检查指标逐渐

恢复正常%于
%*

月
1*

日病愈出院&

表
%

!!

两次骨髓检查形态特征

组别 第一次 第二次

取材涂片染色 良好 一般

骨髓增生 明显活跃%

D

$

.J2!&K%

活跃%

D

$

.J1K%

粒细胞系统
粒系各阶段细胞均可见%晚幼粒及分叶比例偏高%

形态正常

原粒以下可见%分叶核比值偏高%部分细胞可见少量

中毒颗粒及空泡变性%偶见双核杆及双核中幼粒细胞

红细胞系统
早幼以下阶段细胞均可见%比例正常%偶见双核红&

成熟红细胞大小不一%易见小红细胞'破碎红细胞

早幼以下可见%晚幼红比值偏低%少见双核红

及花瓣状细胞%成熟红细胞大小不均%易见嗜多色性细

胞%可见
3:L

小体及卡
:

博环

淋巴细胞 占
%;!(8

%均为成熟型 比值偏低%形态正常

巨核细胞
全片见

11

个%其中颗粒巨
%2

个%裸核
2%

个%

未见产板巨

全片见
2(

个%其中颗粒巨
%(

个%裸核
;

个%

亚小巨核
1

个%产板巨
%

个

血小板 明显偏少 极少见

"

!

讨
!!

论

"!!

!

典型的
007

表现为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精神
:

神经症状三联征&若同时具有发热'肾脏损害则

为五联征*

%

+

&临床通常以三联征或五联征诊断
007

&本病例

入院时%临床症状少%无既往病史%实验室初步常规检查形成的

结论也对
007

诊断不明确&血小板减少症是妊娠常见的并发

症*

2

+

%临床易诊断为妊娠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给予常规治疗

而出现病情进展性加重&国内文献资料报道%妊娠合并
007

病例基本是在妊娠中晚期可见%本例出现在初次妊娠早期%明

显症状在病情急性期出现%干扰因素多%与吴少玲等*

1

+报道
%

例为症状明显的早期妊娠合并
007

相比%本例初诊也难以确

定为
007

&

"!"

!

第一次骨髓象分析%未符合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诊断

特征*

%

+

%第二次骨髓象与第一次比较%从粒细胞系统的变化%证

实感染存在%红细胞系统的变化%符合微血管性溶血性贫血诊

断%产板巨生产血小板
%

颗"全片见一个#说明巨核细胞有成熟

障碍%导致血小板减少&在患者未出现精神
:

神经症状时%短时

间内骨髓象分析提示
007

诊断%为临床确诊提供可靠依据并

赢得治疗时间&因此%对于罕见急性血液病%短时间连续骨髓

象分析对病情变化的诊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

+ 张之南
!

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E

+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

社%

%++%

!

2(*!

*

2

+ 何静媛%邵勇
!

妊娠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研究进展*

L

+

!

实用妇产

科杂志%

2**5

%

2'

"

+

#!

(1*:(12!

*

1

+ 吴少玲%赵新东%赵洪国%等
!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伴妊娠
%

例*

L

+

!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2**1

%

+

"

'

#!

21;!

"收稿日期!

2*%%:%2:*+

#

"上接第
%&+%

页#

能将检验事业临床教学工作推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

%

+ 杨元宵%徐爱琴
!

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讨*

L

+

!

中国中

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5

%

;

"

%*

#!

%2;+:%2&*!

*

2

+ 付文玉%王晓萃%庄文欣
!

遵循医学教育规律探讨多样化研究生培

养模式*

L

+

!

医学教育探索%

2*%*

%

+

"

;

#!

&'(:&'&!

*

1

+ 刘桂香%李治淮%白咸勇
!

拓宽就业为导向的基础医学研究生培养

新模式*

L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5

%

%5

"

1

#!

%%1:%%'!

*

'

+ 李莹%陈学飞
!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分析*

L

+

!

高等教育研究%

2**;

%"

2&

#!

&*:&(!

*

(

+ 陈曲波%庄俊华%黄宪章%等
!

建立检验医学继续教育评价体系的

实践与探讨*

L

+

!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

%

2(

"

+

#!

;1;:;1&!

*

;

+ 零恒莉%雪丽霜%杨晓娅
!

妇产科研究生在产房实习带教方式探讨

*

L

+

!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

%

+

"

'

#!

2*;:2*&!

*

&

+ 王淑翠%郭清%刘乐%等
!

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机制创新和实践

探索*

L

+

!

医学教育探索%

2*%*

%

+

"

'

#!

'&%:'&1!

*

5

+ 姜润生%张开宁%唐月华
!

卫生事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

践与探索*

L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

%

%5

"

'

#!

%%(:%%&!

*

+

+ 黄晓华%蔡竹%左云飞
!

欧洲研究生教育对检验专业研究生培养的

启示*

L

+

!

医学教育探索%

2**5

%

&

"

2

#!

%&(:%&;!

"收稿日期!

2*%%:%%:2(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2

年
&

月第
11

卷第
%'

期
!

CMNL,O4EPH

!

LQ>

R

2*%2

!

S=>!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