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科与实验室管理·

重庆市病理检验技术人才需求及现状分析

郝　坡
１，孟凡萍２，邓晶荣１，肖忠华１，王　静

１，牟凤林１

（１．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万州４０００２０；２．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庆万州４０４０００）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０１．０６５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０２

　　随着新的临床检验项目不断推出，临床医师在疾病诊断、

疗效判断、临床决策等方面对其信赖程度大幅度提高。病理诊

断作为较为可靠的疾病诊断手段之一，在临床医疗实践中起着

重要作用。病理诊断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一支过硬的病理检验

技术队伍。而制片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病理医师做

出正确的病理诊断［１］。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理论、

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迫切

需要一批技术过硬的病理检验技术人员。

１　基本情况调研

１．１　调研目的　了解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病理检验技术人才现

状和行业对病理检验技术人才的需求情况。

１．２　调研对象和范围　以医院病理科和医学检验相关公司领

导及相关科室人员作为调研对象，综合考虑医院数量和级别，

以确保调研结果可信度。共调研医院１８家，其中三级医院４

家、二级医院１１家、乡镇卫生院３家；万州区医院７家，周边区

县医院６家，主城区医院５家。调研企业４家，其中重庆市３

家、成都市１家。

１．３　调研方法和内容　自行设计问卷，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走

访、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２］。调研内容包括病理

检验技术岗位工作人员结构组成、职称、学历分布状况，未来

３～５年内机构对病理检验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及其对相应岗位

技能、基本素质的需求。

２　调研结果

２．１　有无病理科室和病理技术岗位　１５家二级及以上医院

均设有病理科，其中１１家设有病理检验技术岗位（占７３．３％）；

三级医院均独立设置了病理诊断和技术岗位；乡镇卫生院均未

设置病理科，故无病理技术岗位。３家公司（医学检验中心）设

有病理科，１家试剂公司未设置病理科。

２．２　病理检验技术岗位人数和本专业毕业生人数　１５家设

有病理检验技术岗位的医院中，有１～２名技术人员的医院有

９家（占６０．０％），３～５人的医院有２家（占１３．３％）；５人以上

的医院有１家（占６．７％）。３家乡镇卫生院无病理检验技术人

员。３家设有病理科的公司中，２家公司病理检验技术人员有

３～５人，１家超过５人。被调研的所有单位病理检验技术岗位

人员均为非本专业毕业生，均为护士、无医学背景或无学历人

员等经短期培训或跟师学徒转岗而来。

２．３　职称、学历分布和病理检验技术岗位对专业和学历的要

求　病理科技术人员职称以初级为主，中、高级职称者明显缺

乏。学历以专科为主（占 ４４．４％），其他依次为中专 （占

２２．２％）、本科（１６．７）、无学历（１６．７）。认为必须本专业的占

５．６％，认为最好本专业、相关专业也可以的占８８．９％，认为对

专业无要求、任何专业都可以的占５．６％。７２％的单位认为专

科毕业生已可满足要求，２２．２％的单位认为需要本科毕业生，

５．６％的单位认为仅需中专毕业生。

２．４　未来３～５年对病理检验技术人才需求情况　６６．７％的

单位需求１～２人，２２．２％的单位需求３～５人，５．６％的单位需

求在５人以上。

２．５　对病理检验技术工作人员素质、能力的要求　就素质而

言，９４．４％的受调查对象认为需要崇高的职业道德修养、扎实

的专业知识、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情绪，８８．９％的人认为

除了上述素质之外还需扎实的基础知识，５５．６％的人认为除上

述素质之外还需较好的医学知识和医学人文修养，４４．４％的人

认为从事病理检验技术工作应具备上述所有基本素质。就能

力而言，８３．３％的人认为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较好的应变能

力、处理问题的能力及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４４．４％的

人认为需要精湛的业务素质和观察分析的科学思维能力，５０％

的人认为除上述能力还需较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１１％的人认

为还需外文阅读能力。

２．６　影响病理科发展的因素　９４．４％的人认为是人员素质和

能力，５０％的人认为是人员学历层次，７７．８％人认为是仪器设

备；除上述因素外，６６．７％的人认为还应包括医院环境，７７．２％

的人还应包括单位管理制度。

３　讨　　论

３．１　现状分析

３．１．１　开设病理检验技术专业的学校少导致专业人才奇缺　

目前，国内开设病理检验技术专业的学校非常少，仅哈尔滨医科

大学大庆分校开设医学检验（病理检验）五年制本科专业，仅山

东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健康职业学

院开设医学检验技术（病理检验）三年制专科专业或方向。重庆

市目前尚无院校开设该专业。全国为数不多几所学校培养的极

少量人才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病理检验岗位对人才的需求。

３．１．２　病理检验技术人员素质偏低　由于开设该专业的学校

少，正规毕业生少，导致很多单位招不到所需人才，只能自己想

办法解决，往往选择护士等医学相关人员，短期跟师学徒培训后

从事病理检验技术工作，甚至没有医学背景或无学历人员也安

排从事病理检验技术工作。本次调研显示病理检验技术工作人

员学历普遍较低，以专科学历为主，中专学历其次，本科学历仅

占１６．７％，且均同时负责诊断和技术工作，无学历人员占１６．

７％。所调查的２２家单位中，多数认为病理检验技术工作人员

具有专科学历即可，对本科及中专学历毕业生的需求较少。由

此可见，病理检验技术专科层次人才是市场需求的主体。

３．１．３　医院没有认识到病理技术岗位的重要性　三级医院建

设标准要求三级医院都应设置独立的病理科，并要求病理诊断

和病理技术分工明确。本次调研发现所有三级医院均设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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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但仅少数医院实现了病理诊断和病理技术的分工，多数

医院病理科工作人员仍是诊断、技术一肩挑，导致病理科总体

实力较弱，尤其是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大部分二级医院设有病

理室，仅个别医院成立了病理科，且从事病理工作的人员平均

为２人，也基本上是诊断、技术一肩挑，导致工作人员工作压力

大，工作效率低，检验质量难以保证，严重影响科室发展。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病理检验技术人才紧缺，医院很难

招聘到所需人才；医院待遇偏低，很难留住人才，相比而言，公

司更容易吸引到人才；医院对病理科重视不足，资源和精力投

入较少，病理科工作场所较拥挤，工作环境较差，导致部分人员

工作积极性不高。

３．１．４　部分人员对病理诊断和技术认识不够　对专业要求的

调研结果显示，多数人认同最好由本专业毕业生从事病理技术

岗位工作，医学检验技术等相关专业也可以，仅少数人对病理

专业认识不够，对病理技术的重要性没有重视，认为病理技术

工作缺乏技术含量，甚至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办该专业，任何

人经过短期培训即可从事相应工作。然而，笔者通过与多名病

理界知名老专家探讨后得知，病理技术要求高、难度大，需要扎

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没有正规培训和多年历练是做

不好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即使能够从事该工作，但在技

术规范性、质量保证、技术应用程度和适应新技术能力等方面

都无法满足临床要求。

３．２　人才需求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规划建设三级甲等医

院的指导意见（渝府发［２０１０］５３号）》提出：５年内全市新增三

甲医院１３家以上，使全市三甲医院总数超过３０家。根据本次

调研结果推算，未来３～５年，大部分三甲医院需要３～５位专

门从事病理技术的人才，总体需求在９０～１５０人左右，而三峡

库区三级医院的需求肯定大于这个数。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现

有二级医院上百家，按照每个医院配置２～３位病理技术人才，

二级医院对病理检验技术人才的需求在２００～３００人左右；中

心卫生院在今后也会设置病理室，也需一定数量的病理技术人

才。在未来３～５年，重庆市可能新增医学检验公司４～６家，

根据调研推算，新增医学检验公司需病理检验技术人才１６～

３６位；如新增病理技术公司３～５家，则需求量又增加１５～５０

人。由此可见，在未来３～５年，整个重庆市对病理技术人才的

需求量在３２１～５３６人左右。此外，就全国范围而言，沿海地区

和国内发达城市居民健康意识较强，对病理诊断和病理技术非

常重视，大型基本都设立了病理科或病理室，故全国需求量是

重庆市需求量的数倍甚至更多。如果医学院校病理专业每年

招生３０～５０人，则该专业可以稳定招生１０年或更长，故该专

业具备长期开设的市场条件。

３．３　综合分析　病理诊断在临床工作中举足轻重，在疾病诊

断、治疗及预后判断中不可或缺。病理技术人员所从事的取

材、制片及染色等工作是病理诊断的基础，具备良好职业素养

的病理技术人员是病理诊断的关键。随着医学的进步及人们

对医疗行业的期望增高，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病理技术人员广

为医院需求。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重庆市及三峡库区从事病理技术工作

的人员职称以初级为主，学历分布主要以大专及以下为主，病

理技术岗位相关从业人员学历的要求以大专学历为主。重庆

市病理专业专家、教授亦一致认为病理技术人员严重不足，而

且需要综合能力及团队意识较强、上岗快的技能型人才，与本

次调研结果相符，说明高职教育在强调专业技术教育的同时，

也应强调职业适应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教育［３１０］。

当前病理技术从业人员学历普遍较低，缺乏系统化培养、

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系统培训，只会操作，对诊断和临床等知识

所知甚少，很难适应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发展需求，势必影

响整个病理学科的发展，故急需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适应新形势

发展的病理检验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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