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科研中获得的新知识。不但充实了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丰

富而新颖，学习氛围更加浓厚，还解决了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

前沿滞后的弊端。

２．２　提升了专业教师素质，教师素质的提高是保障教学质量

的基础。“给人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作为专业带教教师，

不仅需要有很好的耐心和责任心，还需要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

平和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教师只有从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

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

不断的跟踪国内外的前沿知识，查阅大量的文献获取新知识。

教师获得的新知识越多，视野就越开阔，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就

越透彻，讲课的效果也就越好。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才能获得前沿的信息和知识。这就促使

带教教师亲身参与科研工作，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

知识运用能力和整体素质，因此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提升教师

的整体素质，还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２．３　提高了医学检验人才培养，通过科研和教学的有机结合，

培养了一批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学生。近年来，学

生科研小组成员直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项目及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

同时在导师指导下申报大学生科研课题项目。２０１３年获得有

９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公开发表论文多

篇，获得大学生挑战杯和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多

项。２００９～２０１３连续五届毕业生当年就业率均超过９６％，毕

业生应届考研率大于３５％，而且就业单位质量高，毕业生深受

用人单位和学生报考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好评，也受到国内同行

的普遍欢迎与好评。

３　小　　结

　　我国著名学者钱伟长曾经说过：“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

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

育，没有灵魂的教育”［８］。这充分说明在大学生教育中教学与

科研相互依存的关系。教学和科研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二者互依互存，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体现在科研创新教学的

内容，更新和深化教学内容，推动教学质量。目前，社会对大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医学检验专

业实施科研与教学的有效结合，对于培养高素质医学检验人

才，对于医学检验专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从整体上提升医学检

验专业的办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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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习带教的新思路

毛达勇，程多智△，谢　飞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检验部，湖北十堰４４２０００）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８５４０２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是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业学

生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１］，该课程也是医疗机构临床实验

室检验专业从业人员最多的一门亚专科。主要研究疾病的发

病机制、疾病过程中的临床生物化学变化、检验方法学的评价、

检测结果的临床意义和按循征医学合理选择相关检验指标等，

实践性强，动手操作多。经过了十余年的理论和实习带教，觉

得学生经过３年的理论学习后，１年的实习成尤为重要。结合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普遍存在的人才输出与市场需求对接不清

晰的问题［２］，以及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３］，通过教学改

革，摸索出一套实习带教的新思路，现报道如下。

１　学习职业道德，考试生物安全

　　职业道德和生物安全是入科前教育两大永恒的话题，每个

学生在进入临床生化实习前都要进行职业道德和生物安全培

训，培训后考试满分为合格，不合格者再学习再考试，直到合格

后方可进科实习。良好的职业修养是每一个学生必备的素质，

良好的职业道德是每一个学生必备的基本品质，要学生知道每

一支试管就是一个生命，每个临床生化工作者每天要审核几千

个检验数据，千分之一的错误只是极小的小概率事件，但对于

这一个患者及其家庭来说可能是大厦将倾的百分之百概率。

生物安全意识必须时刻牢记。入科前教育还包括科室分布情

况、工作流程、规章制度、考勤管理等。

２　加强过程管理，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ＴＱＭ）又称过程控制，指从临床医生开出

检验申请医嘱开始，到实验室检测完成，并将检验结果发至临

床整个过程中一系列保证检验质量的方法和措施［４］。根据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的内涵将其分成：分析前、分析中及分析后质量管理

三个方面。为每位同学指定临床带教教师，带教教师制定一套

详细的带教计划，分别在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易出问题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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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亲自示范，使同学在实习过程中对于全面质量控制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识。检验标本是检验结果之根本，从标本采集、标本

交接、标本处理、标本检验、标本贮存到特殊标本的留取和处理

（如２４ｈ尿液、ＯＧＴＴ、立、卧位醛固酮）等，全面指导，做到每

个标本除了条码以外都有清晰的唯一标识，指导教师随时抽查

学生找出某某标本。室内质控物的溶解、放置、测定、审核及质

控结果的判断、质控规则的选择、失控后的处理和记录等。检

验后标本的储存与销毁时间，储存方法、温度范围、标本类型，

储存记录等。要求对所有标本全过程跟踪，牢固树立质量第一

的观念［５６］。

３　精通一台仪器，旁通各大品牌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大部分工作都被大型仪器完成，如何应

对全自动化的仪器分析，提高医学检验专业实习效果尤为重

要，它是培养高素质的检验学人才的前提条件［７］，自动生化分

析仪品牌众多，没有一个人操作过所有仪器，但一个经验丰富

的精通一台仪器的检验师面对一台新的生化仪可以很快独立

操作，是因为他曾经精通过一台生化分析仪。无论是什么品

牌、什么型号的生化分析仪，其原理、操作、维护和保养都是相

似的，其操作界面、操作菜单、操作模式也是相近的，所以只要

精通一台仪器，就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学生进入生

化室实习期间，第１周要安排他专门接收标本和打印条码，在

这几天的时间里他要尽快熟悉生化室的各种标本和各个检验

项目。另外，还要给学生一份１２０道题目的全是关于仪器的原

理、操作、维护和保养的试卷，让学生在这几天内通过学习仪器

手册（可以是中文和英文的）完成并上交答卷，如果有疑问可以

请教教师，也可查阅文献或上网查询。当试卷答案全对后，就

可以进入仪器操作实习，对英文界面的仪器必须所有单词都会

认，所有界面上的指令都懂得。同时还要让学生爱护仪器，清

洁仪器，要让学生知道除灰尘是保养仪器的一部分，因为在比

色过程中如果有灰尘扬起，其中的颗粒物质会吸收、散射和反

射一部分光。还有合理摆放仪器［８］，盖上仪器大盖防止交叉感

染因为在仪器动作过程中，仪器的标本针、试剂针和混匀器的

剧烈摆动会带起一些标本和试剂的气溶胶，如果不盖上仪器大

盖，这些气溶胶就会被工作人员吸收到呼吸道和消化道，引起

交叉感染。

４　学会审核结果，责任重于泰山

　　检验报告单是检验信息的载体、是临床医学的重要客观依

据。从法律上讲，医患关系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法律关

系，检验报告单是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由法律规定并能够产生法

律后果的一种法律事实，是最具法律意义的原始病历的重要内

容、也是医疗纠纷中法庭规定的一种书证［９］。在审核检验结果

时，要核对６个信息：（１）患者的基本信息；（２）标本的基本信

息；（３）检验项目和结果的基本信息；（４）检验人员的基本信息；

（５）检验时间的基本信息；（６）备注内容的基本信息。比较６种

关系：（１）检验结果与临床诊断相符性的关系；（２）反映相同器

官的结果间关系（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和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ＡＳＴ都是反映肝功能的，尿素 Ｕｒｅａ和肌酐Ｃｒ都是

反映肾功能的等）；（３）部分与总体间关系（如总蛋白ＴＰ和清

蛋白Ａｌｂ，总胆红素ＴＢＩＬ和结合胆红素ＣＢＩＬ，磷酸肌酸激酶

ＣＫ与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等），（４）患者结果多参数

间关系；（５）患者样本双份分析结果间关系；（６）患者样本历史

结果间关系。把关３种标本：溶血、脂血和黄疸标本。查看４

种内容：看当日质控结果在控情况、看异常结果的反应曲线、看

当天结果是否正态分布、看危急值是否及时上报并记录。总

之，每一个结果发出前一定要确保该结果的正确性。

５　提问讲座考核，ＢＰＬ实习教学

　　日提问周讲座月考核，每日至少一问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问的内容不限于本学科本专业甚至可以涉及到临床诊断和治

疗中的任何问题，可能是教材中找得到答案的基础东西，可能

是目前医学中的热门和前沿问题，也有可能是各种杂志网站中

讨论的问题，甚至是一篇英文文章或一段英文摘要。回答的方

式可能是口头的也可能是书面的。教师要问学生，学生要问教

师，如果学生没有问题要问，教师可以认为学生全部掌握可以

任意提问。每周讲座大多数由带教教师讲，一个试验的过程、

一个病例的分析、一台仪器的操作、一个新项目的应用、一篇论

文的构思、一个科研项目的申请、一项科研成果的鉴定等，都是

讲座的内容。也给每个学生布置不同内容让学生讲给教师听，

比如血尿肌酐的测定方法、原理及注意事项，心梗标志物测定

的现状，肿瘤标志物联合测定的临床应用，酶学测定的影响因

素等，１５～２０ｍｉｎ的讲座，５ｍｉｎ的答疑和指导，只占业余半小

时以内时间。每月考核形成惯例：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检验

项目的临床应用、仪器的操作、一个综合性试验的设计操作到

完成［１０］、一段时间的体会，一段英文摘要等，考试的成绩作为

平时成绩，为出科考试、毕业考试及实习鉴定提供量化指标。

６　学会沟通交流，提高服务意识

　　让学生深刻理解检验医学的内涵，掌握有关方法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及临床有关知识，能运用基础医学知识解释临床问

题；通过参与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参加临床讲课等途径积累

临床经验，宣传检验知识。

７　建设精品课程，组织网上教学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专业课是本校精品课程，课程网站建成

已有５年，分为８个栏目，首页、课程简介、教师简介、教学大

纲、教学日历、教学录像、教学课件、通知公告，每个栏目内容丰

富，形式独特。另有５个互动栏目：教学资料、作业、答疑、论坛

和网络考试。学生在实习中遇到了问题可以上网提问，对于一

些热点和疑难问题，可以在“网络论坛”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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