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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检验专业实习生参与的日常检验工作日益增多，由

于实习生与临床医护人员间及病患人员的沟通不畅而引发的

矛盾也出现了许多。检验医学实习生的带教教师往往比较重

视检验操作技能、检验质量控制及检验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忽

略了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临床检验实习这个环节对

于检验专业学生的教育是极其重要的，是把课堂上获取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在反复的检验实践中转化为临床工作能力的重要

一步。在这个阶段，除了强调实验室操作技能，增强实习生的

动手能力之外，还应该充分利用医院的医疗环境，注重培养实

习生的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１］。临床免疫检验实习是检验医

学专业学生实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本院检验科临床检

验实习带教情况，浅析临床免疫检验实习带教中注重学生检验

与临床沟通能力培养的相关问题，从为什么，做什么，如何做三

个方面进行阐述。

１　为什么要进行检验与临床沟通

１．１　注重检验与临床沟通是循证医学的要求　循证医学要求

任何医疗决策需要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这就要求临床和实验

室有良好的沟通［１２］。检验科陈旧医学检验模式是以检验结果

为目的，以标本为中心，只见标本不管人；现代检验医学的学科

发展理念是以疾病诊治为目的，以患者为中心，检验结果应与

临床资料综合分析。例如临床糖类抗原ＣＡ１２５主要与女性卵

巢肿瘤高度相关，但该指标在女性生理周期、子宫内膜异位症

时也会升高，了解了患者相关信息，就不会对检验报告单上的

数字错误解读。只有改变脱离临床现状，加强检验与临床沟

通，才能发现、回答临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并完善检验项目的

临床正确应用。

１．２　医院管理及当前医患关系要求注重检验与临床沟通　当

前患者的法制观念及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医疗服务质量

的需求越来越高，医疗纠纷日渐增多，如何预防医疗纠纷及怎

样减少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成为近年来医院管理方面研究的

热点之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的“举证倒置”要求检验

人员必须注重检验与临床沟通［３］，认真听取临床对检验的意见

如检验结果与患者的临床表现不相符、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急

诊检验报告的及时性等，通过良好的沟通，避免医疗过错。卫

生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试行）》对检验科管理要求体现在质

量及服务满意上，要求患者、医师、护理人员对检验部门服务满

意度大于９０％，管理的核心就是沟通，良好的沟通是和谐、服

务满意的基础［３］。医院检验科检测 ＨＢｓＡｇ有化学发光定量

和酶联免疫定性两种主要方法，有位患者因家庭成员有乙肝

史，每年都检测乙肝，酶联免疫定性检测 ＨＢｓＡｇ是阴性。在

本院检验科取消酶联免疫定性方法后，该患者经化学发光定量

检测 ＨＢｓＡｇ２．０１ｍＩＵ／ｍＬ，是阳性，推翻了他以前所有的检

测结论。感染科医师看了检验报告后认为检测结果有误，在这

种情况下，检验科临床免疫检验人员及时与患者和感染科医师

沟通，解释化学发光检测方法的敏感性提高，及时为患者重新

抽血复查并加查 ＨＢＶＤＮＡ，最后证实该患者是乙肝，化解了

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

１．３　检验与临床沟通是检验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美国

的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３］，在２５项与临床检验学密切关联

的知识与能力中，８项是关于人际关系技能，５项是关于信息交

流技能。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岗宣言》指出“所有医

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Ｓｃｈｗａｒｚ在《开展临

床与实验室对话》中指出“一个实验室医学工作者没有与临床

沟通和对话的能力是不能生存的”［３］，强调沟通是实验室医学

工作者生存的要素，是实验室管理的要素。我国医学教学模式

中缺少医学生与患者、同事等沟通能力的人文教育培养。现代

化高精端的仪器阻断了检验医生与临床医生的交流。目前，无

论在校课堂教育，或是在职实习教育，检验医学应该改变过去

不重视检验与临床沟通的教学现状。检验专业实习生作为即

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实验室医学工作者，除强化规范化操作及全

面质量控制外还应注重检验与临床沟通的培养。

２　检验与临床沟通中要做什么

检验全过程分为分析前、中、后三个阶段，由于检验科的

“四化”使得分析中差错率逐渐减少，但分析前、后差错率相对

较高。４６％～６８．２％的误差出现在分析前，１８．５％～４７％出现

在分析后，分析中产生的误差不足１５％
［４］。为了提高分析前、

后的质量，重视检验与临床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环节

中，需要与三个主要对象进行沟通：护士、医生、患者，面对不同

的对象进行沟通的主要内容不同。

２．１　与临床护士的沟通　临床护士在分析前的质量控制中是

一个重要环节，患者准备、标本采集、标本信息核查、标本转运

这四个环节均由护士来完成。标本采集的质量直接决定检验

结果可靠性，护士采血时直接从静脉注射管中抽血或者在患者

输液近端或同侧取血等情况，由于标本被稀释，这可导致免疫

检验项目结果误差，甚至错误结果。临床免疫检验实习带教

中，和实习生讲解清楚分析前相关事项如标本采集时间、标本

采集量、标本条码打印与贴管、不同免疫检测项目共标本管、特

定项目标本采集方式、标本转运时间等，从而可与临床护士进

行有效沟通，保证临床标本的正确采集，促进检测质量的提高。

２．２　与临床医生的沟通　检验医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１９０３·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３４卷第２２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２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教学课题资助项目（ＧＪＨ２０１０００３）。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１９９９＠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分，在临床诊治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检验的一小步，临床内科

的一大步，是临床内科的“眼睛”。在与临床医生的沟通过程

中，检验人员一方面主动参与，发现异常结果时应及时报告，有

新的检测项目时积极向临床医生宣传介绍。另一方面，检验人

员被动的参与沟通，认真听取临床医生对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评

价及对检验科检测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这种双向的有效

沟通，可很好地促进检验质量的提高。在临床免疫检验实习带

教中，实习生可在与临床医生沟通问题过程中，通过实践的点

滴积累获得课堂上无法汲取的知识，潜移默化中拓宽知识面，

积累临床检验工作经验。

２．３　与患者的沟通　目前，检验科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经常

与患者接触，主要是对患者检验报告的解读、标本如何留取的

咨询等。作为刚刚进入临床的检验实习生，由于临床知识和经

验的欠缺，缺少沟通技巧的训练，对复杂的医患关系无所适从，

在与患者沟通的中，常感困惑，缺乏自信。在临床免疫检验实

习带教中，应向实习生详细讲解如何解读不同的免疫报告单。

在免疫检验报告单中，主要有四类：肿瘤标志物检测报告单、感

染标志物检测报告单、自身抗体检测报告单、激素检测报告单

等。肿瘤标志物解读中抓住一条，肿瘤标志物不是诊断肿瘤的

依据，应联合影像学等检查。感染标志物、自身抗体、激素等检

测基本上是依赖实验室，实验室检测报告左右着疾病的临床诊

断，针对此类报告单解读要根据不同检测方法、其他相关检测

做相应解读。唐氏筛查要向患者讲解孕周、孕妇年龄、母体质

量等数据对风险模型计算的重要性。

３　在检验与临床沟通中如何做

在临床免疫检验实习带教中，可采用讲座、座谈讨论会、墙

报、参与内科查房、健康大讲堂、临床科研、检验通讯内部刊物、

医院内部网络等多种形式，培养实习生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

带教教师采取鼓励式教学方法，多肯定成绩，少批评失误。可

通过建立实习沟通教学小组，当遇到特殊检验与临床沟通案例

时，大家一起讨论，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重点培养

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带教教师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进

行沟通教学，甚至创造出更多的沟通途径，有意识的给机会让

实习生多与临床沟通交流。此外，在检验实习教学中可以采取

有别于课堂教学的方式授课，多开展典型案例分析讨论、采用

ＰＢＬ和ＣＢＬ等教学方法
［１，３］。

３．１　采用检验医学通讯内部刊物、医院内部网络形式，宣传检

验项目、新技术、新业务　在宣传检验新技术、新项目的过程

中，利用实习生在版面设计和电脑绘画方面的优势，组织实习

学生编写检验医学通讯，一方面通过医院内部网站、ＯＡ网邮

件等进行电子版推广；另一方面，定期印刷纸质版。这个内部

期刊的主要内容就是及时的介绍检验新技术和新项目，详细的

介绍检验项目检测方法和临床意义等。纸质宣传资料由实习

生及时的发放到患者和临床医生手中，在这个环节实习生们详

细的了解了检验新技术和新项目的情况，也参与到检验与临床

沟通中。

３．２　采用学术讲座形式进行检验与临床沟通　针对检验和临

床相关的问题，采取把相关临床医生请进来或检验人员走出

去，开展讲座。如“检验标本采集与运送规范”“免疫检验定性

报告单的数字化”“某些免疫检验项目超过检测限进行稀释”

等问题；同时积极参加临床会诊和临床病例讨论及临床相关讲

座，增加临床知识、了解临床医师的要求。在健康大讲堂中，在

带教教师的辅助下，可让实习生走进患者，接受患者的检验咨

询。

３．３　采用“问题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形式　列举出临床

病例的某些实验数据，并给出临床体征及其他检查情况，让实

习生们结合所学的临床知识，综合分析实验数据，做出可能的

临床诊断。围绕疾病治疗中检验项目及数据的临床意义，采取

在教师引导下进行小组讨论的教学形式，培养实习生对检验项

目的选择、检验方法确定、检验结果的解释等方面的临床思维

能力，从而能够进行较好的检验与临床的沟通。在临床免疫检

验实习带教中，针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设置“问题”，培养实习

生检验知识的贯穿。

３．４　实习生参与到临床科研中　在临床免疫实习带教中，可

让学生参与到检验与临床结合的科研中，这既可拓展实习生的

检验知识视野，又可培养实习生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目前，

检测 ＨＢｓＡｇ的灵敏度越来越高，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低水平

ＨＢｓＡｇ的临床检测应用价值”这一命题，让学生在收集临床资

料、综合分析数据过程中，不断与临床沟通，并将研究结果反馈

临床，促进检验与临床合作。

３．５　运用沟通技巧，促进检验与临床和谐沟通　临床免疫实

习带教中，在沟通技巧方面要学生掌握以下要领并在实践中运

用。一是主动热情，微笑服务，应用文明礼貌的语言和规范的

行为举止；二是真诚、尊重和同情，专心倾听，有效表达；三是注

意沟通对象，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四是慎言，在自己熟悉了

解的情况下，给患者科学合理的解释，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要胡

乱解释，切忌好心办坏事。在检验与临床沟通中，适当的沟通

技巧，可让双方沟通畅通、和谐。

总之，检验与临床的有效沟通，可促进标本的正确采集以

及检验结果的正确解读和应用，把实验室单方面的质量控制发

展为全面质量控制，同时实验室也可从临床上获得许多有用的

反馈信息，借此进一步综合评判实验的方法学及其临床价值，

以便不断完善操作规程并推进新项目、新方法的开展与普

及［２］。无论是课堂教育，或是实习教育，检验医学应注重学生

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应多开设一些具有检验特色的沟

通技能培训课程，有针对性地提高检验专业实习生与临床有效

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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