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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实验课中血红蛋白测定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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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实验诊断学/课程中#有一定量的实

验课安排#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操作能力#为今后从

事临床和科研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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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QG

&测定是.实验

诊断学/实验课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以往常规教学

用到的方法是氰化高铁血红蛋白$

QZ,/

&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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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方法是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Z,7Q

&推荐使用的
QG

测定

方法#也是中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推荐的常规方法#一切常规

使用的方法#都要用该法进行校正(但该方法试剂中的氰化钾

$

R,/

&为剧毒#含
R,/

的废液应经除毒处理后排放方为妥

善(然而#学生往往缺乏生物安全防护意识#且教学实验室缺

乏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导致较多
R,/

废液的排出进而污染

环境(为此#笔者收集了
!&&

例患者的血常规标本#用月桂酰

硫酸钠$

7X7

&

5QG

测定法与
QZ,/

法同时测定
QG

浓度#对照

比较#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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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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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例血常规标本全部来自本院门诊及住院

患者的静脉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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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其
QG

浓度最低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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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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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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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

法
!

精确配制的
QZ,/

转化液(使用中国科学

院血液学研究室提供的
QG

参比液#制定标准曲线#用
?"!

分

光光度计比色#测定
QG

的氧化产物
QZ,/

在波长
%@&>9

下

的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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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75QG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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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L5"!&&

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的配套试剂为
QG

溶血素$

7aXV2X̀ 7L-

&(使用

?"!

分光光度计测定
QG

的氧化产物
7X75QG

在
%%%>9

波长

下的吸光度值#并通过与加入样品前稀释液的吸光度进行对

比'计算(试剂须储于干净的环境中#防止阳光直射#适宜温度

为
%

#

'&W

#在失效期前使用#密封后的使用期限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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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77!'#&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以
3Y<

表示#均数间比较采用
8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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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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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7X75QG

法与
QZ,/

法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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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常规标本中

的
QG

浓度#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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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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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血常规标本
QG

分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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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例血常规标本#以
1L5"!&&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测定结果为准#根据其浓度不同分为
'

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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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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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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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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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为第
'

组(将
"

种方法

测定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

种方法在
'

组之间
QG

测定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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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是一门由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桥梁

学科#是一门以检验项目的临床应用为目的#使学生掌握临床

思维#运用实验结果服务临床的综合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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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

测定是其

实验课中的一个重要教学部分(以往该部分教学都是采用国

际标准化的
QZ,/

法#其原理是将红细胞破坏#放出
QG

#经氰

化后#变性
QG

转换为
QZ,/

#再利用光源测定吸光度#以波长

%@&>9

测出实际浓度值(但所用试剂中
R,/

为剧毒#对教学

过程中的教师及学生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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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可能

对实验室周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同时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在一些学校#有些教师常把污染严重的实验或实验中可能

产生污染物的部分内容予以删减甚至取消#有的则改为口叙#

或简单地介绍这些实验要用到的剧毒'有害物或放出的有害气

体或产生的有毒废液'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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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师不愿教#因而学生

也就不敢动手做危险的实验#结果既达不到.实验诊断学/的教

学要求#而且与培养高素质的临床医学生的教学目标背道而

驰(为此#本文探讨了一种新的实验教学用
QG

测定方法#即

7X75QG

测定法#原理即是在稀释的血液中加入溶血素#使红

细胞中的
QG

被释放出来(

QG

在
7X7

的作用下#二价铁转变

成三价铁#并与
7X7

结合形成
7X75QG

#测定
7X75QG

在
%%%

>9

波长下的吸光度值#并通过与加入样品前稀释液的吸光度

进行对比进行计算(

从表
!

可看出用
7X75QG

测定法及
QZ,/

法分别检测
!&&

例临床标本中的
QG

#所得结果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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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显示#

"

种测定方法在不同
QG

浓度下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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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75QG

测定法所用的所有试剂均对人体无毒害#且为进

口原装#无需人工配制#省去了实验前制备试剂以及实验后污

物处理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经实验结果证

实#其
QZ,/

法无显著差异#完全满足了实验教学的工作需要(

笔者希望本文能引起从事医学教育工作的同行们对环保的重

视#考虑能否将该章节的实验方法内容进行调整#希望能为保

护自然环境以及保证学生和教师的身体健康贡献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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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中#实验室检查在临床诊断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它能提供重要的客观诊断依据#在一些疾病的诊断中甚至

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实验室检查在诊断工作中的重要性#培养

优秀的检验医学学生符合现代医学的特点#也是符合一切以患

者为中心的根本要求(那么#在扩招背景下#怎样促进检验医

学学科建设以培养出优秀的实验室工作人员1

@

!

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在培养优秀学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

师资队伍建设应放在学科建设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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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结构建设
!

著名的教育家周培源先生说过#一所大

学办得好不好#水平如何#其决定因素之一就是这所大学教师(

因此#在临床医学对检验医学提出更高要求的今天#引进与培

养高学历教师势在必行(高学历的教师有较扎实的理论知识'

较强的科研能力'较活跃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发展潜力巨大(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们还要从事一定量的辅助教学工作#这

使他们在正式成为教师之前就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从而在从

学生向教师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更加顺利#更容易理解和把握本

专业讲授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以最佳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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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招热潮未减的今天#积极培养和引进高学历人才#

对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学改革都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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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建设
!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所应遵循

的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是对从

业者工作态度的基本要求(教师的职业道德#不仅影响学生世

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更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

影响学生的成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医学院校教师

更应该抵挡住各种诱惑#谨记自己肩上的责任与义务#矢志不

渝地坚持以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宗旨#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以严谨的工作作风'科研作风影响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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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制度建设
!

检验医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

新方法'新技术更新周期不断缩短#教师也应该不断更新自己

的知识结构#以满足临床与教学的要求(目前#中国普通高等

院校检验专业大多数实行的是,系科合一-的体制#临床'教学'

科研几乎占据了教师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他们没有时间'更

没精力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建立一套完善的继续教育体制

将有利于改善这种状况(派选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名牌大学

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还能使临

床工作干得更得心应手)

'

*

(

@#C

!

培养高水平学科带头人
!

高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是

否拥有一流的教师#教师队伍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拥有在国

内外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学科带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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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的影响

力往往决定本学科的影响力#培养高水平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建

设的重要内容(在扩招的新形势下#高等医学院校应该积极培

养与引进学科带头人#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

围#促进学科发展#增强学科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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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研能力
!

教师是学校的人才资源#是提高学校教

学水平和科研实力的关键因素)

%

*

(科研能力是评价一所大学

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学校要把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坚

持以人为本#以教师为中心#树立尊重人才'崇尚学术'视教师

为学校发展第一资源的观念#为教师的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

环境#引导教师全面'可持续发展)

$

*

(同时#完善科研激励机

制#鼓励广大教师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高水平科研基

金资助项目#学习新的理论与技术#提高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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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教学水平
!

教学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在轻松愉快的

环境下让学生掌握知识#是授课教师的责任(检验专业教师大

多数不是专职教师#在教学课时不多的情况下怎样提高教学水

平是摆在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提高教学

水平不是某个老师的事#而是整个部门的事(听高年资教师授

课'举行教学比赛'收集学生意见等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A

!

实验室建设

在实施
"!

世纪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高校实验室不仅是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基地#也是反映学校教

学'科研'管理水平的标志)

?53

*

(检验医学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

学科#配备高质量的实验室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基本保证(

A#@

!

硬件建设
!

检验医学实验室应该包括两方面#即学校的

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室和附属医院检验科(临床检验诊断学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投入要求能够满足学生完成一些经典的和

基础的实验#而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与应用多在附属医院检

验科的临床实验室#这不仅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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