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的特点。本研究结果显示,混合式教学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提高组织学

教学效果等方面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切片“随时

随地”可学的特点,在理论课教学结束后,给学生们布

置任务,在课后利用手机或电脑在数字切片库中预习

该堂课的典型切片;在实验课上,教师先利用数字切

片库讲解本堂课的典型切片,并且可以随时进行标

注,让学生能更好地把握重、难点。教师示教结束后,
学生先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切不可完全依赖数字切片

库,否则会使显微镜的操作技术逐渐生疏。显微镜观

察玻璃切片结束后,再进入数字切片库进行巩固。课

后学生如有需要解答的问题,可随时下载数字切片进

行标注并发给教师解答,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方式“教、
学受限”的不足。
  目前采用的数字切片库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各章节切片数

量、切片质量及标注清晰度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和提高,需不断补充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切片,这样才

能让学生的“基本功”更加扎实,更加适应岗位的需

要。此外,除数字切片以外,还可以建设组织学在线

学习平台,上传各类学习资源,如微课、教学录像、题
库等,使学生的学习更具有自主性、科学性,进一步提

高教学效果。
科技在不断进步,各种教学技术日新月异,本研

究的教学方法也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作为医学基础

课程的教师,教学观念要不断更新,积极提高自己的

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高

素质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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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管理方案及医务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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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400014;2.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重庆401120)

  摘 要:医学检验科作为医院中重点科室之一,接触临床标本的同时也排放大量医疗废物,是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易感高危科室,为了进一步提高医学检验科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管理,做好科室医务人员在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的预防和保护措施,该文重点从加强专业知识培训、标本检验流程管理、医疗废

物管理、个人防护、重视科室人员及家属的心理状态进行阐述,旨在降低医务人员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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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病毒是人类和脊椎动物的重要病原体,这些 病毒在全世界动物中都很常见,但是其中很少有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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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人类[1-3]。2002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

合征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均由冠状病毒引起并

传播,由此证实冠状病毒可以从动物向人类传播[4-5]。
有文献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出现人与人的传

播,其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6-9],而医务人

员由于接触确诊患者,其也被证实存在感染风险[10],
因此,医务人员的管理和防护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截至2020
年2月9日24:00,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全国现有确诊病例35
 

982例。
其中重庆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68
例(重型34例,危重型22例),其中两江新区确诊人

数为16例,约占重庆市总确诊人数的3.42%。重庆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

治定点医院之一,医学检验科作为筛查疾病的辅助科

室,属于较早接触疫情的科室之一。随着发病人数剧

增,疫情防控对检验人员的需求也迅速提升,科室在

做好患者标本检查的同时还要做好医务人员的防护,
加强消毒、隔离管理,优化标本检验流程等。现将重

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近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患者的标本检查流程、医务人员及家属的心

理状态及应急管理方案总结如下。

1 巩固专业知识理论和防护培训

  自疫情初期,科室组织全科室人员反复学习生物

安全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知识,深入学习诊疗方

案并了解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多次举办关于穿脱防护

服、手卫生、摘戴口罩等防护用品科室培训,成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党小组,从而保证科室每一位

成员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由陌生变为主动

防控。

2 标本检验流程

2.1 检验前 (1)标本运输:标本由医护人员采集

后,密封于2层一次性密封袋后置于专用标本检测

箱,由检验科防护齐全的专人(佩戴帽子、一次性外科

口罩、手套、隔离衣)运送至科室。(2)标本分拣:由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小组专员完成,按照《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实验室检测的生物安全防护

指南(试行第一版)》要求,从双层密封袋中取出标本

时,必须用75%乙醇喷洒消毒[11]。(3)标本处理:离
心前要保证离心标本配平,防止离心过程中试管破

裂;离心标本需静置10
 

min后再开盖,同时对离心机

的台盖用75%乙醇喷洒消毒后进行检验操作。将所

有标本视为具有感染性,如不可避免地需要暴露(如
开盖等),应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

2.2 检验中 (1)参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工作

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合格的医用外科口罩(YY0469-
2011)、医用防护口罩(GB19083-2010)、N95口罩(美
国NIOSH42CF

 

R84-1995)、护目镜等个人防护措施,
并保证操作环境的生物安全[12]。(2)检验时认真观察

标本采集是否合格,对于不合格标本进行登记和临床

沟通,要求临床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第二版)》中的指导进行采

集[13]。对于合格标本,检验中要仔细,以防标本溢洒。
若出现溢洒,先用0.5%~1.0%含氯消毒剂进行覆盖

30
 

min后,再擦拭并喷洒75%乙醇[14]。

2.3 检验后 对疑似阳性的标本给予高度重视和信

息登记,处理后的标本应尽快盖好盖子并放入密封袋

二次防护,处理后废弃物及环境严格进行消毒灭菌。

3 科室防护物资管理

  做好科室防护物资出入库管理,要求全员对口罩

和护目镜等物品合理使用管理。

4 医疗废物处理

  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办法》[15]管理,对接触过感染性标本的

防护用品要求双层封扎,且标识清楚后弃于医疗废物

桶,并用0.5%~1.0%含氯制剂喷洒消毒不少于10
 

min后密闭转运。

5 科室人员个人防护

5.1 工作中防护 (1)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手套、护
目镜等,并对工作环境(实验室地面、物体表面等)用

0.5%~1.0%含氯消毒液严格消毒,每日定时对实验

室区域紫外线照射消毒。(2)实验室人员采用对讲机

沟通并加强与临床的沟通,共同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病因学特点、发病规律、病情变化及其与实验指标

的关系,对于实验结果进行总结研究结论[16]。(3)对
于工作中接触过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护

人员,严格执行14
 

d医学隔离观察,确认无感染后方

可回归岗位。

5.2 生活中防护 (1)为防止医院内交叉感染,医院

已关闭中央空调,科室要求所有人员自备冬装,以防

着凉。(2)院内就餐,采取轮班取餐,人员分批在单独

的清洁区进食,避免人群聚集。(3)每日对工作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供应社会人员给予的水果和牛奶,保
证医务人员的能量供给。(4)要求科室人员采用自驾

或步行方式上班,对于住家较远且没有自驾条件的人

员,采取有车同仁接送制,避免出行过程中与社会人

员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6 重视科室人员及其家属的心理健康

  (1)做好科室人员及其家属的思想工作,增强信

心,安抚情绪,消除恐惧,必要者带其进行心理咨询。
同时,对于家里有儿童的成员进行宣传,正确引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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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儿童的卫生习惯并建立正确的认知。(2)成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党小组,做好防控带头作

用,切实解决科室人员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7 小  结

  据文献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主要传播途径为

呼吸道飞沫传播[9],同时也可通过接触传播[17]、消化

道传播,以及气溶胶传播,但气溶胶传播尚未被证

实[18]。医学检验科作为医院的重要部门之一,虽不直

接接触患者,但是每天要接触大量的临床标本。因

此,本科室要求所有人员做好防护,将所有标本视为

感染性标本,在现有的基础上采取严重急性呼吸系统

综合征时期的经验,将实验室区域进行分区,即清洁

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严格做好生物防护[19],对实验

区域和医疗废物进行严格消毒,注重科室医务人员的

后勤保障与家属心理健康状态,在降低科室人员交叉

感染可能性的同时全力打好疫情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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