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验医学0的教学进行分析和探讨'

EBD

!

教学对象分析
!

现阶段教学对象均为医学检验五年制本

科四年级学生#均以全国统招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高分段录

取#基础好#素质高#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求知欲强'

学生入学后#在前期公共基础,基础医学及见习时学习临床医

学和实验诊断学的学习中均表现得十分刻苦努力#对基础知识

与基本技能的掌握很好#学习成绩优良'在学习/军事检验医

学0课程前#学生已经进行了三年半的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的

学习#学习了与本课程联系较密切的/生物化学0,/微生物学0,

/生理学0,/病理学0,/病理生理学0,/病原生物学0,/分析化

学0等课程#也经半年的临床见习#了解一些临床疾病基本知

识#因此#具有一定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在学本门课

程前#已经上完
*

"

.

的/临床基础检验学0课程#其他的检验专

业课程也都有所接触#所以已经具备检验专业的一些相关理论

知识和部分实验操作技巧#成为学习/军事检验医学0课程的必

要保证'

EBE

!

避免与临床基础检验学重复教学
!

/军事检验医学0虽然

针对的是野战条件下,特殊环境下和高新武器致伤的检验#但

其是在临床基础检验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技术也是依托

临床基础检验学的检验技术'因此#在教学内容上要避免与临

床基础检验学内容的重复'在个别章节的教导过程中#尤其应

注意特定环境$如高原,寒区,热区等%中检验项目的选择及检

测过程中的特点'由于学生已经学过临床基础检验学的内容#

因此在设计具体检验项目时#对具体的操作细节可以复习式地

讲授#重点是阐明进行此项目的原因和意义#并引导学生进行

分析和讨论#展开互动式教学#活跃课堂气氛#激励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EBF

!

注意培养学生的军事素质及应对能力
!

/军事检验医学0

课程的开设#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军事素质#使其具备在各种军

事条件下开展医学检验的能力#成为具有扎实军事医学理论和

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军事检验医学0人才#正确地对各种检验

结果作出合理#恰当的解释#为战时军事临床医学治疗提供诊

断咨询服务#帮助临床将检验数据应用于诊断治疗和预防工作

中去#提高新军事变革中军队的卫勤保障能力'现今检验技术

飞速发展#不断出现功能强大的大型仪器#同时也不断出现小

型化,便携式的检测仪器'在军事和突发事件$如地震%中#作

者更关注这些小型化,便携式的检测仪器及相关的快速检测技

术#这些也在本门课程中有重点的讲授'在野战或灾害等特殊

环境下#由于条件限制#可能一些检验项目无法开展#这就需要

检验人员的应对能力'因此#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中也注意以及

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培养在特殊环境下的应对能力#如在仪

器受损或电力中断情况下#如何以手工操作代替仪器操作#开

展相应的检验项目'

EBG

!

注意突出重点#联系临床
!

/军事检验医学0涉及的教学

内容很广#但教学课时较少'如野战内科疾病的军事医学检验

和野战外科疾病的军事检验医学包含了大量内容#但各自只有

*

个学时的教学'如果要将野战内科或野战外科疾病的治病

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诊断和特殊检验都讲到#首先时间不

够#再者学生会认为讲课内容过多#导致无重点'因此#在教学

设计和课堂讲授时#一定注意时间,内容的设计安排#重点讲授

在特殊环境下的检验项目的制定,开展和意义&同时#在讲授具

体检验项目时#要多联系临床实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思

考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率'对一些特殊环

境#如寒区,热区,高原等作战时#现阶段还没有制定标准的检

验程序和项目选择#在讲授过程中可以进行讨论式的教学#引

导学生思考#分析实验室检查应开发哪些预警检测指标!即伤

到什么程度不能再从事这些特殊环境作业#如何在本军建立系

统性的针对高原环境作业的准入标准等等'

通过以上的/军事检验医学0课程教学分析,总结#希望能

更清楚地发现问题#以便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加以改正#提高

教学质量'同时#也看出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中也教师有了更高

的要求'教师应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及学生的背景情况#高标准

设计和实施本课程#注重对学生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知

识的/三基0训练#并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条件,教员队

伍建设等多方面不断改革和完善#加强知识结构体系的整体优

化#教学内容上的横,纵向联系#教学模式上突出/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0的素质教育理念#狠抓教案及课件质量'所

有任课教师必须认真书写教案#精心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

不断更新视频,动画,图片等#将先进的,准确的,灵敏度高的,

实用的分析方法教给学生'同时#要求教师通过不断联系临

床#扩充自己的临床知识和应用水平#并通过查阅文献掌握学

科的前沿知识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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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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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确判断及治疗$有文献报道#检验科
$",

的检验结果误差与

质量差错发生在检验标本的采集与运送阶段&

!

'

$据统计#不合

格检验标本发生的原因
#),

与护士采集标本相关&

(

'

$为采集

合格血液标本#现就本院护士采集不合格血液标本的原因进行

分析#并制定对策#报道如下$

!

!

原因分析

!+!

!

患者因素
!

患者的饮食%起居%精神状态是保证检验参数

质量的重要因素#而护士往往对患者在留取标本前的注意事项

交待过于简单#致使患者对检验标本采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

识不足或存有偏差$!

!

"未认真告知患者$如(饮食可影响生

化指标#需禁食
!(9

后采血)运动可引起出汗和剧烈呼吸#使

体液的量及分布发生改变#致电解质等升高)采血前
.9

喝茶

或咖啡%吸烟%饮酒#刺激物和成瘾性药物都会产生影响&

%

'

$

!

(

"特殊检查前未对患者交待$如(潜血实验前
%

天禁食动物

血%肉%肝脏及富含叶绿素等食物%铁剂%中药#以免造成假阳

性&

.

'

$

!+"

!

采集血液标本方法不当
!

与护理人员业务不熟练%责任

心不强%落实规章制度不严格%对检验物质质量认识不足有关$

!+"+!

!

标本凝血
!

本院使用的是山东威高集团生产的一次性

使用静脉血样采血针和真空抽血管$常见的原因是(采血过程

欠顺利)

!

次
!

个患者采集多个血液标本#未按先抗凝管#后非

抗凝管的顺序注入)血液注入抽血管后未能立刻与抗凝剂充分

混合)注入抽血管的血液比例过高#造成抗凝剂不足$

!+"+"

!

标本溶血
!

见于采血时不顺利#将多次采集的血标本

混入同一试管中)采集的血液标本未沿抽血管壁流入#当管内

负压过大时#致红细胞受挤压而破裂)血液气泡注入试管内)扎

止血带过紧#时间过长#超过
!4DE

$

!+"+#

!

标本量不够
!

主要是护士对检验项目不了解#血液标

本量不足就送检)其次是技术和对患者血管选择不当无法采集

到足量血标本$

!+"+$

!

标本采集错误
!

本院使用的是
51A

检验信息系统#条

形码感应器污染#致采血管条码标志不清#无法确认)护士未严

格执行规章制度及医嘱查对制度#致使张冠李戴)采集部位不

对#动脉血抽成静脉血)输液的同侧肢体取血#如(输葡萄糖时#

会出现血糖升高的假象)抽血管选错#如(血沉为黑头而使用其

他颜色的抽血管$

!+"+%

!

标本送检不及时
!

由于血液标本离体后血细胞仍在进

行新陈代谢#细胞糖酵解%血清蒸发等#使成分发生变化$随着

温度的增高#酶类会加速变性灭活#血气标本在放置后#细胞不

断耗氧#并释放
&3

(

#使
VG3

(

下降#

VG&3

(

升高#影响检验结

果$如(血
[Q

%

%血气分析等#应在取血
%"4DE

内测定#血糖室

温下每小时可降低
#,

!

!!,

&

)

'

$

"

!

对
!!

策

"+!

!

正确指导患者做好准备&

#

'

!

明确禁食时间!

!"

!

!(9

"及

禁食内容#以避免饮食带来的误差)适当休息后抽取血液标本#

剧烈运动后需休息
!)4DE

再采血#以免出现假阳性结果)采血

过程中应与患者沟通#消除其紧张%恐惧心理#因人在精神紧

张%兴奋时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血清胆固醇增高%血糖增高%红

细胞计数增高)在疼痛刺激与应激状态下#血中的儿茶酚胺显

著上升$

"+"

!

加强教育#加大培训
!

加强护理人员职业道德修养教育#

提高医疗安全意识)加强工作责任心#严格落实规章制度#认真

执行医嘱#严格+三查七对,)通过晨会%教学等形式学习检验标

本采集和保存的有关知识)邀请检验科室技术人员讲解新开展

的业务项目#使护士熟悉检验的目的%用途和意义$

"+#

!

掌握正确采集标本的方法

"+#+!

!

选择最佳采集时间
!

一般应晨起空腹采血#可减少昼

夜节律带来的影响)患者处于平静状态#排除了干扰因素的影

响)易于与正常参考范围作比较$

"+#+"

!

选择合适的采血部位
!

临床上常用肘正中静脉和贵要

静脉#婴幼儿多用股静脉%颈外静脉)不应选择过细的血管)不

可在输液肢体和输液管道抽取血液#以免输液干扰实验结果$

"+#+#

!

防止溶血%凝血%标本错误
!

不可将多次采集的血液标

本注入同一个抽血管)采集的血液应沿抽血管管壁注入)不可

将气泡注入抽血管内)扎止血带不可过紧#时间不超过
!4DE

#

必须用时先将针头刺入血管后松开止血带#等待数分钟后再抽

血&

/

'

)采取抗凝血液标本时#严格控制采血量与抗凝剂比例#血

液注入后要轻轻充分混匀&

$

'

)

51A

检验信息系统#条形码感应

器定期用
/),

的乙醇擦拭#以免标志不清#致检验系统无法识

别#不能进行结果检验$

"+#+$

!

及时送检标本
!

首先要对外勤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相

关知识的培训)其次#标本采集后#护士应迅速通知外勤人员并

指导#使其正确%及时将标本送到检验目的地$

总之#采集合格的标本是检验质量保证的基础#没有高质

量的检验标本#就没有高水平的检验质量$护理人员在其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提高护理人员的认识水平#认真做好标本的采

集工作是保证检验结果正确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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