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应用病例教学法可以达到以下较

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

%可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践#通过病例讨

论方式#教与学互动#有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其独立思

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对病例的编选+讨论内容的精

心设计#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疑#教师需要查

找相关资料#从而有利于促进教师知识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

$

%所有病例均是在医院治疗的患者#均经过临床确诊#病例真

实#教师结合医院临床检验的特点#将患者的临床情况真实再

现给学生#让学生早接触临床#易于激发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

产生浓厚的兴趣)$

9

%血液学检验与临床联系密切#对患者的

基本信息+病情及治疗情况#以及需要进一步做的相关检查进

行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运用能力#对血液病骨髓象的

正确诊断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在高职高专血液学检验教学中应用病例教学方

法#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检验技能#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培养勇于创新的实用型检验专业

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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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标本库是系统收集和存储人体正常和病理血液

样品及疾病病理类型+临床分期+治疗效果和预防等方面信息

的平台)标本库为临床提供了重要的病例原始资料#对病例回

访追踪+疗效观察很有帮助#同时也是临床教学+科研的重要基

础条件)依托于临床检验标本库的医学检验实验教学是提高

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实验教学

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医学生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效果'

"

(

)因

此#逐步建设和完善临床检验标本库不仅有利于疾病诊断+治

疗和预防#而且对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

!

临床检验标本库的建设

@0@

!

背景与存在的问题
!

临床检验标本库尤其血清标本是标

本库包含的内容之一)欧美等发达国家均已建立了完备的各

种标本库'

!89

(

)我国标本库建设始于
!%

世纪
.%

年代且各地发

展不平衡#在标本库的建设内容上多以肿瘤库的建立较多'

#81

(

#

针对血清标本库的建设还比较少)

@0A

!

相关管理
!

首先做好临床检验标本库管理制度设计#加

强临床检验标本库的宣教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笔者制订了

,标本采集程序-,标识和可溯性程序-,标签管理程序-,设备使

用和保养程序-,标本库的管理制度-等多部标准操作规程

$

R̂ &

%文件#且有专门的标本库管理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定期接受培训和学习相关知识#切实管控好临床

检验标本库的每一工作环节#提高标本保存质量)

@0B

!

建设内容
!

本院作为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具有人

才+技术和设备优势#是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医疗机构)医院检

验科每天样本量巨大#其管理与存放十分复杂#传统的检验标

本库通常只负责标本的收集+冻存和销毁#很多临床+科研工作

者无法及时收集需要的临床标本)本室建立的临床检验标本

库不仅是标本的储存场所#而且能为临床+教学+科研提供方便

快捷的资源)

@0B0@

!

基础设施与设备
!

根据标本库建设要求#库房面积现

有
/%F

! 左右#其中微生物标本有独立保存空间#内设中央空

调及专用电源#

f/%b

超低温冰箱
1

台分别用于存储各类标

本#

f!%b

冰箱
#

台用于短期保存标本#液氮用于保存菌种+

细胞)常规设备含有超净台+离心机+

-&

管+标本保存盒+条码

打印机+扫描仪+电脑等)

@0B0A

!

标本收集与保存
!

血浆标本使用
#FQ

肝素钠抗凝

管#离心后吸取血浆
%0#FQ

分装&全血标本使用
$FQ

乙二胺

四乙酸$

-X:+

%抗凝管#分装于
$

个
-&

管中#每管
"FQ

&体液

标本应在无菌条件下收入无菌螺口冻存管
f/%b

保存&病原

生物标本应在无菌操作下分装入无菌螺口冻存管
f/% b

保

存)分装好的各类标本均使用条码编号后用扫描仪扫至标本

保存管理系统)条码内容信息含量丰富#包括姓名+性别+年

龄+民族+病史+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住院科别+住$下转插
!

%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6>WQ@IS=J

!

X=E=FI=B!%"#

!

Y;G0$1

!

Z;0!$

"

基金项目!皖南医学院
!%"9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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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号#临床诊断#标本类型#入库时间#标本数量#存放位置#出

库时间#使用人#保存人等$各类标本按扫描顺序放入对应的

盒#架及冰箱$

!%"%"

!

系统运行
!

标本的信息化数据库包括以下几种功能%

标本信息编辑#导入导出统计学分析#

&'(

查询#图像管理#系

统维护#报告打印&始终做到同步数据&确保信息完整#查询方

便&为临床教学#科研及时提供所需要的各类数据$

!%"%#

!

质量控制
!

标本库工作人员应加强标本库的保养和维

护&每天认真填写冰箱温度记录表&确保冰箱温度控制在
)*

+

内&冰箱若出现故障应及时把标本转移到备用冰箱&避免标

本反复冻融导致基因组
,-.

#

/-.

和蛋白质的降解&同时立

即报告医学工程部进行维修&并认真填写冰箱维修档案$科室

应建立定期随机抽检机制&对所保存标本的质量进行鉴定$

$

!

标本库的建设与实验教学紧密结合

$%!

!

传统的检验标本库建设与实验教学
!

由于医学院校培养

的医学生以后大多数的工作对象是患者&因此应当尽量采用人

体标本制作教学课件$在标本采集保存过程中&遇到具有临床

疾病代表意义的标本如典型的血液病病例&将其血液标本推片

染色制成示教玻片&且可以根据标本库中血液病分型即时找到

相关标本&供学生学习'再如遇见病原生物标本如细菌#真菌#

寄生虫等&可将其染色制片&根据标本库中病原生物分类即时

找到相关标本&供学生观察病原生物的形态特征$随着实验教

学改革的深入&对于临床常见疾病标本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制

作&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又可以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和实验操作能力$

$%$

!

数字标本库的建设与实验教学
!

虚拟数字标本库是一种

基于计算机虚拟原型系统的全新的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方法&

它为实验教学#技术交流#共同研究#协同工作提供了网络平

台&可充分调动参与者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从各方面#各细节进

行仔细观察#学习和掌握$对于临床上少见但有疾病代表意义

的检验结果如骨髓细胞形态#尿液有形成分形态#寄生虫卵#体

液成分#病原生物形态等&在收集#制作这些标本的同时将其通

过显微镜拍照成数字图片&建立完善的形态学实验教学网络数

字标本库&其应用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教学内容#方法

和手段$数字化标本库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实验教学不再

受限于有限的实验室&可以随时在家中或寝室通过网络进行学

习和交流&实现全部学生同时学习并互动&有利于学生自主和

远程学习能力的培养&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方式的要求(

0

)

$通

过数字化标本库这种教学手段的运用&能够给学生以直观的印

象&加深对临床疾病的理解&提高教学效率并获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

"

!

小
!!

结

!!

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医院应该在我国临床标本建设与应用

研究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按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指导意

见+&教学医院应该结合自身和区域优势&整合资源#统一规划#

集中建设#突出特色和优势&分门别类#逐步建设与完善临床检

验标本库&不断提升临床检验标本库的包容性#多样性和丰富

程度&做到共建#共有#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以及无序临床

标本库建设&促进临床诊疗服务质量和教学能力水平的不断提

升$临床检验标本库的建立&库内各类标本科学有序的管理不

仅为临床#科研提供标本和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医学检验教学

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素材$医学实验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延伸

和补充&承担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

$

)

$随着本校实验教学改

革的深入发展&建立和完善临床检验标本库&做好临床标本库

内标本与医疗科研#教学的衔接工作&将传统和现代教学手段

结合起来&合理配置教学资源&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有助于提

高医学实验教学质量&促进医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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