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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检学生室内质量控制能力的培养方案设计与实践"

张静文!付凤洋#

!李红丽!孙双凌!佘玉罕!孙
!

环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

$

!!

摘
!

要"

!

临床生化检验是检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高度自动化&智能化!所以做好质量控制至关重要!质控图和数理

统计一直是其质量控制"

a3

$的重要手段%笔者利用学生群体性的特点!将单一实验模拟视作临床的重复性检测!从而获得累积

数据!完成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评的相关分析和统计!以此培养医检学生的质控意识和质控知识的综合应用和操作能力!取得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临床检验#

!

质量控制#

!

生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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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验是在人体正常的生物化学代谢基础上#探讨

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其病理过程中出现的特异性生物化学标

志物或体内特定成分的改变#从而为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监

测*药物疗效*预后判断和疾病预防等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的

一门学科'

$

(

)医学检验的任务是为临床提供准确*及时的检测

结果)目前临床生化检验已经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为确保检

验结果准确可靠#把分析误差控制在预期水平#临床实验室必

须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

(

#所以如何培养医检专业学生的质控

意识和质控能力#是医学职业教育中的重要环节)笔者以本校

医检专业大专学生为对象#对医检专业临床生化检验室内质量

控制能力的培养方案进行了实践研究#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

果)现将做法阐述如下)

A

!

确定实验方案

本校医检专业临床生化检验学习时间为
@(

学时#除了进

行相关实践技能训练外#还有大量的理论学习#理实比例大概

为
$k$

#每学期实验项目
$)

!

$%

个)要想让学生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不但掌握熟练的实践技能和基本理论#还要养成质量控

制意识#具备质量控制能力#难度很大)经过不断摸索#利用学

生群体性的特点#本课题组以每次实验教学为切入点#以目前

国内临床检验最常用的质控判断规则000

VGCF

<

NHJ

质控规则

为突破口#学做一体#培养学生质控图绘制和分析能力#熟悉质

控规则#养成质控意识)

B

!

临床
>GOG

K

#XG;;,;

<

C

$

>#X

%质控图绘制训练&

C

'

绘制质控图必须累积项目数据#与临床每日都进行项目重

复检测不同#学校里每一个实验项目每学期都只做一次#似乎

不满足重复性条件下进行项目数据累积#但学生具有群体性#

如果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每次实验#全班学生在同一个实验

室用相同的实验条件#对同一个血清同一个项目进行测试#其

结果视作重复性数据)当然#教学时必须讲清楚二者的差异#

以免学生混淆重复性条件的概念)本校医检大专班每班人数

均在
4)

人以上#每个人代表一天#相当于分析批长度为
%*E

#

所以每次实验#设计让全班学生对同一血清同一项目做两个复

管#其中复管
$

模拟视作暂时累积数据$相当于累积
4)J

以上

的数据&#用于计算暂定靶值$

1

&和标准差$

IB

&#确定质控限)

复管
%

模拟视作临床日常项目质控数据#用于绘制
>#X

质控图

$相当于临床连续五十余天的常规质控&#用
$

%U

作为警告规则#

$

&U

作为失控规则对每日质控结果进行单规则质控判断)本阶

段重点是加强学生实验规范操作#熟悉质控参数的计算#学会

>#X

质控图的绘制方法及判断)此阶段中凡是质控结果超过

%U

质控限必须进行单独的技能培训#在此压力下#学生开始关

注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有了初步的质控意识)本阶段一般需要

%

!

&

个实验项目来完成训练)

C

!

QGCF

<

NHJ

质控规则训练&

D

'

学生基本学会
>#X

质控图绘制之后#应用临床常用的

QGCF

<

NHJ

规则学习质控判断)本阶段重点是熟悉目前临床常

用的
QGCF

<

NHJ

质控规则#学会常规质控分析)此阶段中凡是

质控结果超过
%U

质控限者#则继续进行单独的技能培训#学生

的实验能力和质控意识都进一步增强#质控图的绘制也愈加熟

练)这个阶段大约需要
&

!

*

个实验项目)

D

!

临床常规
_#

分数质控图&

E

'绘制训练并增加质量评价指标

目前临床实验室大多采用双浓度或三浓度质控#所以在经

过前期单浓度质控训练#学生具备一定质控能力后#本课题组

将实验用定值血清配制成高低两个浓度#每个浓度同样做两个

复管#其中复管
$

$高&和复管
$

$低&视作高低两个浓度质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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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暂时累积数据#用于计算高低浓度质控品的暂定靶值$

1

&*

标准差$

IB

&和
_#

分数#复管
%

高和复管
%

低视作临床高低两

个浓度质控品的日常项目质控数据#学生据此绘制出每个学生

所代表的每日
_#

分数质控图#最后用
QGCF

<

NHJ

质控规则进行

质控分析)同时#开始引入
V29

推荐的室间质评方法#即变

异指数得分$

YWU

&来作为学生个体的质量评价指标#并计算每

次室验全班的变异系数$

3Y

&#与国家行业标准进行比较#使学

生明白本次项目实验结果与行标的差距#激发他们的实验热

情#使之更关注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也对检验行业的质量要求

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这个阶段#学生已经很少有质控结果超过

%U

质控限的情况#实验技能大大提高)而且学生通过质量评

价指标#质控意识显著增强#质控判断也愈加熟练#对失控的原

因分析流程比较熟悉#基本具备临床检验一般人员的质控能力

和水平)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期末结束)

E

!

讨
!!

论

%$

世纪是.质量的世纪/#各种质量标准文件的颁布对各

行各业的质量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
WU9$4$+@

!

%))A

,医学实验室
#

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已作为我国的国家标

准#特别是
WU9$4$+@

!

%)$%

版的颁布对临床实验室提出了更为

严格的要求#而核心的工作就是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近年

来我国检验技术飞速发展#各种高精尖分析仪器相继在各级实

验室得以应用#但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的应用还存在缺陷#

一方面是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另一方面是质量控制技术的

培训教育跟不上检验技术的发展'

(

(

)医学院校的医检专业学

生是临床检验的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所以加强在校医学生的

质控培训是迅速提高我国质量控制技术水平的有效方法和途

径#具有重要意义)

室内质量控制是临床检验实验室为了监测和评价本室工

作质量#以决定常规检验报告能否发出所采取的一系列检查*

控制手段'

A

(

)其目的是为了检测和控制本实验室常规工作的

精密度#并检测其准确度的改变#以提高本实验室常规工作中

批间和日间标本检测的一致性)临床生化检验的室内质控因

其项目多#自动化程度高而对整个实验室显得尤为重要)所以

室内质量控制成为了各级院校教学和培训的重点内容)

基于以上检验技术的发展需要#众多的医检专业教师纷纷

开展了相关的教学改革!刘忠明等'

+

(在医检五年制本科中通过

开展质控综合性实验#通过临床生化检验的方法学评价*室内

质量控制*室间质量评价三个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对

质控知识的综合运用和操作能力%该方法可操作性强#内容贴

合临床#但难度太大#并不太适合基础较差的专科医检学生)

周剑涛等'

@

(通过提前讲授质控知识*做重复性实验*引入室间

评价的办法将检验质控技术引入到了中专教学中#但基于学生

基础#以教师讲授为主#有一定效果但显然无法达到临床的要

求)唐新国等'

$)

(把质量控制方法引入医验大专班的临床生化

检验实验教考中#但并未应用于教学实践中)

笔者作为临床生化检验的专职教师#根据教学经验#结合

临床检验实际#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在学校行之有效

的#适用于医检大专层次的室内质量控制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方

案)本方案优点!$

$

&所有训练都嵌合在教学计划的实验项目

中#不影响也不需要改动现有的教学计划%$

%

&训练项目囊括了

目前临床各级实验室的质控方案#学生到了临床岗位更具有适

应性%$

&

&在训练过程中#学生对操作和结果关注度大大增强#

质控意识在不知不觉间植根于脑海#对推动基层医院临床检验

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

&有利于针对性的发现个别学生的

不规范操作并进行及时指导和纠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操作

能力)

室间质量评价是评价实验室常规工作的质量#观察检测的

准确性#建立起各实验室分析结果之间的可比性的活动#在临

床上也非常重要#本方案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目前已经开始

尝试在教学中引入
7D

*

`

*

3Y

*

D[

等室间质量评价指标'

$$

(

#进

一步提高学生综合质控能力)同时#时刻关注临床检验质量控

制技术的发展#比如六西格玛质量控制技术'

$%

(

#也是后期将要

引入的质控新理论)

大专学生面向的主要岗位是基层医院#而我国目前检验水

平极不平衡#很多基层医院检验人员质量控制意识淡薄#质控

能力欠缺#因而对在校大专学生进行质量控制意识和能力的训

练对我国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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