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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对于检验系本科学生而言!如何把握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使所学知识既

能符合临床需求!又使学生在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及实验设计等多个方面也能受到启发!是教学者急需解决并

值得思考的事情$授课过程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各个小问题激发学生自己提问题!独立思考!从

被动听讲升华到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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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细胞学作为一门较为新颖的课程#开始于

@)

世纪
:)

年代初期#随着国内脑脊液细胞收集器的

不断研制+改进+完善和国产化#在
@)

世纪
()

年代中

期又有相关专著的相继出版#我国脑脊液细胞学检查

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提高#受到临床工作者们的重视#

使得脑脊液细胞学检查进一步普及&

在教学中#特别对于检验系本科学生而言#如何

把握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使所学知识既能符合临床需

求#又使学生们在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及实验设计等

多个方面也能受到启发#是教学者急需解决并值得思

考的事情&

A

"

教学活动过程

""

由于脑脊液细胞学这门课程需要基础医学和临

床医学等多门课程的铺垫#所以在实验内容的选择和

取舍方面要注意深度和广度的结合#重视将近年来国

际+国内有关学术组织推荐#且为临床广泛应用的标

准方法作为实验内容&在删除一些陈旧的实验的同

时#兼顾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下仍具有实用价值#不

需特殊设备#所得结果较为可靠的实验方法&以脑出

血的鉴别来示教#研究表明#一个完整的教学活动过

程包括明确教学目的#任务计划#确定学生原有水平#

设计教学课程#实施教学和教学评价
:

个方面$

'

%

&

A7A

"

明确教学目标
"

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脑出血鉴别

的方法和临床意义&

A7B

"

分析任务
"

根据教学目标#通过幻灯+提问等一

系列措施#将脑出血的各个知识要点加以分解并显示

出来#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实现&

A7C

"

确定学生原有水平
"

通过先期的生理学+人体

解剖学等课程的铺垫#评价和测定学生接受脑脊液细

胞学这门课程的能力#结合非智力因素等综合评价#

达到设计教学目标&

A7D

"

设计课程
"

运用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学习规律和

教学规律的研究$

@

%

#设计教学目标#看是否将教学目

标转为行为目标&'

'

(说明通过教学后#学生能做什

么*'

@

(规定学生行为产生的条件*'

8

(要规定符合作

业的标准&见图
'

&

A7E

"

实施教学
"

实施教学时#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

要素!呈现教材+学生反应+强化和校正反馈$

8

%

&下

面#以脑出血的鉴别进行讲解和示教&在临床上#经

常会送检血性脑脊液#而且#血性脑脊液是鉴别出血

性和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

?

%

&明显

的血性脑脊液促使临床医生要想到蛛网膜下腔出血

或脑出血的诊断&但在穿刺顺利的情况下#要鉴别血

性脑脊液是腰椎穿刺外伤还是真正的出血有时是困

难的&所以一些学者提出了常规的检查鉴别方法#见

表
'

&

图
'

""

完整的教学过程结构

""

从表
'

看出#这种鉴别方法只是一般理化检验方

法#在常规检查中#可以简便而快速地鉴别&在教学

中#就应该适当切入一些问题#如在真正出血者的脑

脊液中#会出现哪些改变呢.-这种带有启发性的提

问#常常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并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

说出现嗜中性粒细胞或吞噬细胞#这时就应该因势利

导#放出红细胞吞噬细胞+含铁血黄素吞噬细胞的幻

灯片来#从而讲述出血各期脑脊液细胞学的改变&首

先#从病理方面讲述#当脑血管破裂引起出血#一旦进

入蛛网膜下腔以后#必将引起软脑膜的一系列病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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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相应的脑脊液细胞学改变#因其刺激并非致病菌

所致#故与一般感染性疾病的脑脊液细胞学有所不

同$

&

%

&其次#将出血分为早期+数日#停止以及病理情

况下的未有止等不同阶段进行讲述$

:

%

&出血早期#可

见大量红细胞与明显的嗜中性粒细胞反应'图
@

(&这

种反应性的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在发病后数小时内出

现#

@

"

8J

达高峰#

'

"

@

周消失&随着嗜中性粒细胞

的下降#激活单核细胞增多#在出血后
@

"

8J

#常可见

嗜中性粒细胞和激活单核细胞的共存&约在出血后

数小时至第
8

天即可出现红细胞的吞噬细胞'图
8

(#

被吞噬的红细胞很快失去颜色#而变成空泡&出血后

&J

开始可见含铁血黄素吞噬细胞#

=

"

')J

可见胆红

素吞噬细胞&

表
'

""

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腰椎穿刺外伤脑脊液的鉴别

项目 蛛网膜下腔出血 穿刺外伤

压力 增高或正常 正常

外观 三管为均匀血性
首管或最后一管

稍为血性#余无色

上清液 发黄 无色

红细胞计数和红细胞压积 各管均相同 每管均不同

白细胞计数 早期即明显上升
白细胞和红细胞

成比例#

'

"

=))

凝块形成 无 偶可发生

在高间隙重复穿刺 与首次腰椎穿刺相同 常常转清

图
@

""

嗜中性粒细胞反应

图
8

""

红细胞吞噬细胞

""

若脑脊液中吞噬细胞内红细胞均消失#仅见含铁

血黄素及胆红素吞噬细胞#则示脑出血已停止'图
?

(&

图
?

""

含铁血黄素吞噬细胞

""

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除讲述各阶段病理过程外#

要和学生们讨论分析在各个阶段脑脊液发生变化的

机制#进一步提出问题$

=

%

&如果一次出血后未停止或

再次出血会有什么样的细胞学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吞

噬红细胞或含铁血黄素细胞#这些细胞出现在脑出血

的什么阶段等$

(

%

&通过讨论#可以激发学生就要讨论

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加深学

生对所学的知识的理解*经常讨论还可以培养+锻炼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反应的灵活性&

A7F

"

教学评价
"

教学评价实际上是按照教学目标来

确定教与学的效果$

9

%

&这时可以通过总结性测验或

随堂测验等多种方法测试学生们掌握课程的情况&

B

"

结
""

论

""

通过以上教学过程结构的建立#以及在实际教学

中各个环节的掌握#提示不仅要运用各种形之有效的

教学#而且要结合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在授课过程

中#协调各环节之间关系#适当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掌握课时进度$

')

%

#从而达到最终目标#让学生们喜欢

这门课程#从一个又一个小问题的激发他们自己提问

题#通过看书或上网等多种形式弄通弄懂#从被动学

习升华到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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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探讨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癌细胞在向组织深

部及器官外浸润转移过程中造成正常组织损伤与破

坏#导致相关炎性因子诱导肝细胞分泌相应的
)

'>

%%5

+

)

'>%%_

等急性时相蛋白增多$

':

%

&

?

例患者在

接受根治性手术及术后辅助化疗后复查指标较前均

有明显下降#可能是经相关治疗造成肿瘤细胞被大量

杀死#引起免疫反应降低#炎性反应减弱#从而使
)

'>

%%5

+

)

'>%%_

等在血清中的表达水平降低&但当患

者出现复发转移时#相关指标水平再次升高&而
%[*

指标在术前
%[*

明显升高的
?

例胃肝样腺癌患者中

的变化规律和上述
@

种指标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由

此可见#

%[*

和
)

'>%%5

+

)

'>%%_

综合反映了肿瘤

的侵袭和转移程度#是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有价值

的血清学指标#三者联合检测可为临床诊断与判断预

后提供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

%[*

+

)

'>%%5

及
)

'>%%_

水平升高

是胃肝样腺癌的重要血清学特征#

8

种指标的变化综

合反映了胃肝样腺癌病情进展的严重程度#对胃肝样

腺癌的术前评估+疗效评价及预测胃肝样腺癌复发与

转移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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