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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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结
""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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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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校检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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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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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A3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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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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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滴加
$?]

浓盐酸#边滴边摇匀#到出现白色沉淀#再滴加

1##

M

"

]

亚铁氰化钾溶液#至白色消失为止#备用&$

1

%

1

M

"

]

核

固红
:

硫酸铝溶液!取硫酸铝
1

M

溶于
$##?]

蒸馏水中#再加

入核固红
#31

M

)置
+9g

水浴中
$E

并随时振荡#使溶解#过

滤后备用)操作步骤!$

$

%干燥涂片用甲醇固定
$#?68

#待干&

$

1

%玻片上滴满酸性亚铁氰化钾#

+9g

染色
+#?68

&$

+

%用蒸馏

水冲洗后用核固红复染
$#

"

$"?68

)整个过程共需用时
$1"

?68

左右)

A3B3B

"

简化的实验方法'

9

(

"

试剂!$

$

%

'b

盐酸&$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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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铁氰化钾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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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红溶液)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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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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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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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铁氰化钾等体积混合#滴满涂片#

+9g

染色
+#

?68

后流水冲洗
$?68

#晾干)$

1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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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红溶液复染

+#7

)整个过程共需用时
""?68

左右)

A3B3C

"

两组学生分别配制试剂*染色#并进行显微镜检查)

B

"

结
""

果

B3A

"

两组学生经配制试剂*染色#每人制备两张标本片#经显

微镜检查后统计骨髓铁染色标本合格率#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两组学生制备铁染色标本的合格率分别为对照组

4#3+b

#实验组
493!b

)对照组骨髓铁染色标本合格率因试

剂配制复杂*操作步骤多比实验组低
93+b

#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3#"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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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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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学生骨髓铁染色标本合格率统计

班级
对照组

总标本$

&

% 合格标本$

&

% 合格率$

b

%

实验组

总标本$

&

% 合格标本$

&

% 合格率$

b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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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1 4$3$ 4! 4' 4934

1##4

$

91

%

9# !1 %%3! 9' 91 493+

1#$#

$

%!

%

%% %# 4#34 %' %1 493!

总计
1'% 11' 4#3+ 1"' 1'% 493!

B3B

"

两组学生配制试剂*染色所用时间的比较#结果见表
1

)

由表
1

可以看出#对照组平均实验用时为
$193!?68

#实验组平

均实验用时为
9$3+?68

#实验组比对照组大大缩短了骨髓铁染

色的时间#等于为学生节约了宝贵的学习时间)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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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级学生配制试剂&染色所用时间统计

班级 对照组$

?68

% 实验组$

?68

% 节约时间$

?68

%

1##% $1% "! 91

1##4 $+# "% 91

1#$# $1" "" 9#

平均
$193! "!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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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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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骨髓铁染色是临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常用的细胞化学

染色方法之一#它对于诊断和鉴别诊断缺铁性贫血*非缺铁性

贫血$如营养性巨幼红细胞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难治性贫血

等%和铁粒幼红细胞贫血有重要的价值'

%

(

)明确缺铁性贫血缺

铁的检查方法主要为铁染色和血清铁检查#而在临床工作中铁

染色被认为是最上佳的方法是评判铁缺乏的金标准#尤其在基

层医院更为实用'

4

(

)临床对骨髓铁染色检查的需求量大#特别

是即时性需求#骨髓铁染色简化方法适应这一需求#有利于广

泛开展和应用'

9

(

)骨髓铁染色作为血液学检验重要的实训项

目#对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具有重要作用#教科书上的方法比

较经典#多年来一直沿用)医学检验技术正飞速发展#新的实

验项目不断被研发#新的检测指标不断被应用于临床'

$#

(

)为

使学生在学校实验课上学的知识与临床实践接轨#将骨髓铁染

色简易方法引入实训课堂#易被初学者掌握#提高了学生骨髓

铁染色的质量#并且节约了学习时间#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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