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检验教育!

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血液学检验的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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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教学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检验医学人才#临床

血液学检验是我国高校医学检验类专业基础课程体系的必修

课程之一#作者就在循证医学理念下#就目前临床血液学检验

教学中的体会和认识进行探讨阐述#使得大多数学生在学习阶

段就接触循征医学#从而对医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起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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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概述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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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是
1#

世纪
4#

年

代在临床实践中迅速发展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一门新兴学科和

医学模式#是系统地搜寻*评价和应用当前研究成果的医学方

法#并以此作为临床决策的依据)其主要是慎重*准确和明智

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客观研究证据#结合医生的个人专

业技能和临床经验#充分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把三者完美

地结合制定治疗措施#将最正确的诊断*最安全有效的治疗和

最精确的预后估计服务于每一个患者'

$

(

)其目的是促进临床

医疗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医疗质量)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将
V2.

学列入了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美国
9#b

以上的医学院校开

办了
V2.

课程)最有说服力的临床试验证据应来自于国际

公认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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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严格进行的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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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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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牛津正式成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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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网#其目的是为
V2.

实践提供可靠的证据及系统

评价#这极大地推动了循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从网络上可得到

)=>EBA8C

图书馆服务#网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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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成员国循证筛选基本药物其卫生政策和体制研究

联盟提议循证制定卫生管理政策&

V2.

的方法和原理已经成

为发达国家政府卫生部门制定疾病指南的可靠参考依据)

V2.

证据和
)=>EBA8C

系统评价结论已成为解决临床争议的

最高级别证据#

V2.

课程已成为国外许多医学院校医学生的

必修课#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临床各科医师及全科医师继

续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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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血液检验引入
V2.

的理念

V2.

又可分为两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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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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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根据患者疾病的资料#通过求证*寻

证*验证*用证的过程#经过综合分析对疾病作出诊断和制订最

佳的防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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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检验医学或称循证实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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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实验室以各种方法和手段

$如使用各种现代最先进的检测仪器和诊断试剂%寻找疾病的

客观物证$包括形态学的*功能和物质变化的*定性的*定量的

等%#提供有力,证据-的过程'

+

(

)是针对临床中具体问题而进

行的证据考验*证据评价以及结合临床实践而进行的证据应

用*及应用后的效果评价)/临床血液学与检验0$简称血检%是

一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拓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素质的重

要基础课程)研究对象为血液和造血组织#血细胞的来源*增

殖*血细胞的流变学等&包括造血检验及基本方法*白细胞和红

细胞检验及基本方法*血栓及止血检验及它们的临床应用#要

求学生掌握临床血液检验常用技术和实验方法)除血检外#其

他检验学科的机体实验指标如血清胱抑素
)

检测也需开展

V2.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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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目前在大多数检验医学学生在学习阶段对循

证医学也不甚了解#更谈不上主动培养学生实践循证医学的能

力#这是当今教学中必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血液检验教学中可以应用循证医学思维开展教学#诊断

某一血液疾病#然后通过讨论*收集相关实验证据信息#而这些

证据中#最有力度的就是客观性强血液学的实验检查)如贫血

中的缺铁性贫血#不管物理体征如何支持该疾病的诊断#最主

要要有血清学及骨髓等相关铁的实验室检查作为证据)一旦

有了这样的证据信息#鉴别诊断也随着容易解决)故在
V2.

的理念下#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投入于问题的证据寻找中#通

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

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实验

检测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得到充分质量考证之外#同时在检

验仪器应用的同时#也许循证医学地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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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他们一种思

维方式)

V2.

重视证据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患者的特点及特

定需要#将评价结果应用于临床诊疗&对临床决策的应用效果

进行追踪和再评价#修正失误#发现更好的方法#进一步完善证

据并提高自己的临床技能和水平#为临床诊疗与科研提供最有

价值的证据)如网织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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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的检测#不仅对

贫血的类型鉴别#对贫血的疗效都是很好的评价筛查手段之

一)溶血性贫血#网织红细胞高达
#31#

或更高#急性失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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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织红细胞达高峰#

1

周后恢复正常)典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网织红细胞百分比常低于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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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髓增生功能良好

的患者#在给予有关抗贫血药物后#网织红细胞在
I

周左右可

达高峰#例如缺铁性贫血*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治疗前#

*CD

仅

轻度增高$也可正常或减少%#给予铁剂或维生素
2

$1

*叶酸治疗

后#用药
+

"

"&

后#

*CD

开始上升#

9

"

$#&

达高峰#

1

周左右#

*CD

逐渐下降#表明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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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理念下临床血液检验教学改革

V2.

以患者为中心#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出发#提出问

题#寻找并评价证据#综合分析后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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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的角度来看#

V2.

教育观是一种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

的教学方法#是以证据为核心的教育观#主要体现在,以问题为

基础的学习-$

@

B=NIC?:NA7C&ICAB868

M

#

W2]

%上)应用
W2]

原

理#结合
V2.

以问题为开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设计了以病

例为引导的教学方式$

>A7CNA7C7DH&

G

#

)2R

%运用于临床血液

检验的教学改革中'

!

(

)经过前期精心和周密的准备后#在每次

的授课中#将选好的与本节课理论授课和实验授课内容密切相

关的一个的典型病例#将病例全部展示给学生#对病例资料按

照主观资料*客观资料描述为主线#同时注意病因
c

症状
c

部

分实验室检查
c

诊断一条线内容&最后#启发学生根据所学的

内容进行分析问题)如问学生是否可以对所提供的病例进行

初步诊断1 其中哪些实验室检查是该病诊断的重要依据等等1

这就要求学生上课时认真分析与思考病例#最后在实验报告中

详细分析整理自己的思考结果)老师要重视学生问题培养#巧

妙提出问题*敢问'

9:%

(

#指导病例的设问难易要适中#并富有启

发性'

4

(

)经过在临床血液检验的病例式教学#发现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了#但是#

V2.

强调重视证据#但不否定医学实践中

经验的作用#但重视证据可消除个人主观经验总结中的非科学

成分#从而更有助于指导临床实践&在临床教学中应用
V2.

思想#学生不仅学会充分利用循证医学的网络资源#而且能树

立勇于探索的意识和信心#有目的地进行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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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要求从日新月异的医学发展中获取最新*证据级别

最高的临床研究#以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是一种新式高效

的终身学习的教育模式#对临床医学包括医学检验专业等方面

也起积极推动作用'

$#

(

)根据医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予以循序

渐进*深入浅出的循证医学教育#以培养学生自主性*探索性#

从而强化严谨思考问题和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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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教育中#实验课教学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搞好实验课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是医学教

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血液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的核

心课程#是以检验方法为手段#分析和研究血液和造血器官的

病理变化#阐述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生机制#协助诊断*疗效观察

和预后监测的一门学科'

1

(

)其中骨髓铁染色主要用于缺铁性

贫血和非缺铁性贫血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

细胞化学染色方法之一#也是血液学检验课程重要的实训项目

之一)其染色原理是!健康人骨髓中的储存铁主要存在于骨髓

小粒和幼红细胞中#骨髓中的铁在酸性环境下与亚铁氰化钾发

生普鲁氏蓝反应#形成蓝色的亚铁氰化铁沉淀#定位于含铁的

部位'

+

(

)常规骨髓铁染色方法较为繁杂#需配制的
1##

M

"

]

亚

铁氰化钾溶液属饱和溶液#须不断搅拌以加速亚铁氰化钾溶

解#尤其在冬季时尚须加温助溶&加浓盐酸时#须倍加小心以避

免对操作人员造成损害)由于亚铁氰化钾不稳定#在水溶液中

易被氧化或络合物的配位体发生改变$呈绿色#酸化后尤为明

显%而失效#故要求临用时新鲜配制)这样#必然耗去工作人员

大量精力'

'

(

)目前常规骨髓铁染色方法在许多医院已被简化

的方法所替代#且取得较好的效果)简化铁染色法避免了每次

称量*饱和溶液难充分溶解*加浓盐酸等烦琐步骤#省时省力省

试剂#又保证了灵敏度'

'

(

)且常规染色方法中骨髓片要用甲醇

固定#以防止有核细胞形态的溶解*破坏)简化法省去甲醇固

定步骤#染色方法更简单省时*省试剂)其成熟红细胞和有核

细胞形态完整#结构清晰'

"

(

)将简化骨髓铁染色法引入实训教

学中#试剂易配制*使用安全#少污染#学生易于掌握#并且节省

了实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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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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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级
+

个年级

的学生共
1"$

名#每年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采用

教材中实验方法$常规骨髓铁染色方法%进行骨髓铁染色#实验

组采用简化铁染色方法进行骨髓铁染色)

A3B

"

方法

A3B3A

"

教材中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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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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