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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证检验医学是将循证医学与原则应用到检验医学中的

现代检验医学学科理论，它强调应用最好的现代医学检验技术

和质量控制体系对检验结果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客观评价，

以达到向临床医生提供反映受检者真实客观的机体和病理情

况的证据的目的［１］。目前，循证医学所采用的方法学和思维方

法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卫生行业已被广发采用，我国检验医学专

业学生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关系到他们的就业和发展。

１　现代检验医学专业学生应具备循证能力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要求医学实验室除了对患者的标

本进行各种检测外，还要求能够提供结果的解释，以及在实验

室所涵盖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正确的咨询性服务。这就意味着

检验工作者需要与临床医护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把

有限的实验数据变为高效的诊断信息，更多、更直接地参与到

临床诊断和治疗之中，为临床提供更好的咨询服务。而循证医

学正是检验医师与临床合作和指导临床应用的桥梁［２］。检验

医学专业学生是未来检验工作者的主要后备人员，应该在临床

检验医学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就逐渐接触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

掌握循证检验医学的思维方式和应用方法，以使他们能更快地

适应现代检验医学的发展趋势。

２　本校检验医学专业学生循证能力现状

循证检验医学实践最关键的环节就是针对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进行系统的文献检索，询查证据，了解相关问题的研究进

展，并进行科学评价，以获取最佳证据。循证能力主要体现在

３个方面：对各种医学文献数据库的知晓应用能力；计算机操

作使用能力，特别是网络查询检索能力；医用英文的阅读

能力［３］。

本校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在进入临床检验学学习之前要经

过两年半的基础医学知识的学习，因此进入临床课程学习前他

们对医学实验的操作要求、报告书写、英语应用和文献检索已

经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本课题组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后论文

写作的方式了解了他们的循证能力。发现他们在循证能力应

用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点欠缺：（１）对医学专业英语及其应用缺

乏系统的学习，不了解基本构词规律，不清楚专有名词和语法

的应用，在阅读医学专业英文文献时显得力不从心；（２）医学文

献检索能力不足，对专业医学文献检索工具和数据库（特别是

外国先进的医学数据库）了解不多；（３）论文写作水平参差不

齐，没有系统学习专业论文写作方法，对论文写作形式不了解。

对照上述循证能力标准，本校检验医学专业学生的循证能力还

有待进一步培养，这也是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

之一。

３　本校检验医学专业学生循证思维及能力的培养

针对学生在循证思维和能力方面的欠缺之处，本课题组采

用了以下教学方法，将循证检验医学的思维方式和应用方法整

合到临床检验学的课程教学中，以促进学生系统的学习相关知

识，掌握相关技能。

３．１　专业英语教学　针对学生专业英语的水平，开设了医学

检验专业英语课程，主要从医学词汇的构词方法、医学检验的

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临床检验不同专业技术的临床应用等方

面进行教学，并通过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来考核学生的接受

程度。

３．２　加强现代先进医学科学理念教学　由于学生课程中接触

临床实际和科研技术的内容较少，因此本课题组在课堂理论教

学中适当地加入了与临床检验医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由基础

技术衍生而来的、常用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介绍国内外常用

的文献检索工具和各类数据库，引导他们逐渐接触和学习先进

的医学科学理念。

３．３　在检验实习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的观念　循证医学教学

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训练学生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

问题［４］，而循证医学的观念是与临床检验实际工作和科研工作

相结合才能实现的。因此本课题组借鉴国内外的教学模式，通

过案例分析法使学生运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方法进行学习［５６］。

并以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为例，引导学生进行提出问题、寻

找证据、解决问题的探索学习。经过这一系列的专业英语学习

和文献查阅技能培训，再辅助以基于问题式学习（ＰＢＬ）教学法

的见习教学后［７９］，通过学生对肺癌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临

床意义的课后作业书写和课后提问了解到，学生对临床检测项

目的诊断效率及其与疾病的关系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

解，循证思维能力和研究意识较以前明显增强，大部分学生可

在一周内完成文献查阅和简单实验设计。

４　结　　语

临床检验医学近年来发展迅速，其根本使命是通过提高实

验室检查来改进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检验人员不仅要懂得测

试项目的方法原理，还应参与分析方法和检验项目的临床诊断

效能评估，向临床医生提供综合性的咨询报告［１０］。如果学生

能熟练运用循证思维指导临床决策，就能在临床实践中不断获

得新的有价值的信息，始终保持知识更新，获得真正的终身自

我教育，适应检验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 许羚雁，庄俊华．循证检验医学研究进展［Ｊ］．医学综述，２００８，１４

·３９２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３３卷第１８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８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教学改革项目（９ｙｗ２０１１２７）；武汉大学教学课题资助项目（ＧＪＨ２０１０００３）。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ｗｈｕ．

ｅｄｕ．ｃｎ。



（５）：７８６．

［２］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Ｒ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ｇｕｉｄｅ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ｉｔｒｏ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ＡｎｎＣｌｉｎＢｉｏ

ｃｈｅｍ，２００７，４４（２）：１１１１３０．

［３］ 刘媛，胡娟．检验医学人员对循证医学应用与认知能力的初步调

查［Ｊ］．西南国防医药，２００６，１６（６）：７１０７１２．

［４］ 肖影，张健，魏文娟，等．循证检验医学在检验实习带教中的实践

［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７，３４（１７）：３４００３４０１．

［５］ 夏国华，芦慧霞，薛萌，等．基于案例分析的综合性实验在《临床基

础检验》实验教学中的应用［Ｊ］．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２０１１，１０

（１０）：１２５４１２５６．

［６］ Ｔｒｅｎｔｉ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Ｃｌｉｎ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２００３，３３３（２）：

１５５１６７．

［７］ 许颖．ＰＢＬ教学模式在临床医学检验教学中的实践和体会［Ｊ］．检

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０，７（１３）：１３９７１３９８．

［８］ 马洁，郑铁生，许文荣，等．关于建立医学检验专业ＰＢＬ教学模式

的思考［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０（８）：６７．

［９］ 林东红，徐建萍，林孟戈，等．创建医学检验专业本科课程ＰＢＬ教

学新模式［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０８（３）：８５８７．

［１０］梁艳，王皓，杨再兴，等．开设循证检验医学课程在实验诊断学教

学中的作用探索［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０９，１３（３）：４１９４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０９）

·医学检验教育·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对护理工作的影响分析

汪兰芳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４０１２２０）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２．１８．０６９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２）１８２２９４０２

　　院内感染已成为当今公共卫生领域常见并且被广为关注

的热点问题之一，已经引起卫生行政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１］。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的培训是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的直接有效

的方法。由于护理人员直接接触患者，护理工作与院内感染的

防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对护理工

作的推进具有实际意义。

１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的主要内容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４个方面：

（１）在易感染病区环境下防控院内感染的方法与措施；（２）防控

院内感染的普遍性防护原则、基本理论、方法、措施；（３）紧急事

故发生处理程序及注意事项；（４）院内感染管理职责的划分及

感染管理法律法规。

２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对护理工作的影响

２．１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对护理人员院内感染危害性认知

的影响

２．１．１　消除护理人员对感染危害性和感染预防控制重要性的

认知盲区　对院内感染防控普遍存在认知表现不足及滞后的

现象在护理人员中普遍存在，部分护理工作人员对于院内感染

监控管理的概念浅薄，把院内感染防控等同于院内普通消毒，

在防控意识上存在心理盲区，认为院内感染防控不重要［２］。院

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使护理人员感受和认知到了院内感染防

控的重要性，使其懈怠的防护心理状态和行为发生了改变。通

过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许多护理人员加深了必须做好院内

感染防控工作的认识，从心理上主动进行院内感染防控，扫除

心理盲区，将院内感染防控作为患者治疗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

的工作去完成。

２．１．２　构建护理人员对感染防控基本知识摄取的渠道　院内

感染防控是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新型学科内容，我国高校的护理

学教育往往对于感染防控知识涉及较少。因此，护理人员对院

内感染的防控管理知识相对比较匮乏，院内感染基本知识的培

训也就成为了护理人员摄取感染防护知识的重要途径［３］。本

院针对护理人员的薄弱环节，对其进行院内感染基本知识的培

训，使其了解和熟悉感染防控工作的细节与重点，准确掌握院

内感染管理职责的划分及感染管理法律法规，从而严格遵守感

染防控管理规章制度，并将防控院内感染贯穿于日常的护理工

作当中。同时由于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中涉及的理论知识

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对于护理人员实践技能的提升也有

促进作用。

２．２　明确了护理工作在院内感染防控中的主导作用　在总的

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工作中，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占７０％～８０％，

而且在常规医院感染委员会组成部门当中，护理部是必不可少

的部门。在控制院内感染方面护理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４］。

因此，护理工作在院内感染防控中具有主导作用。

２．３　提升护理人员对于感染的自我防护以及感染突发事件的

应对能力　院内感染基本知识培训使护理人员认识到院内感

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而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在感染监测管

理系统中，护理人员是资料的采集者，其工作环境具有较高的

感染危险性，护理人员形成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是保证其安全

性的重要前提［５］。当医院感染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感染患者

的处置过程中能否出现感染的非控制性扩散与护理工作人员

的操作细节和防护意识密切相关。突发感染对于不同的致病

菌、不同的患者群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护理人员应对措施

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出现问题，则会导致感染的非控制性扩

散［６］。而院内感染疾病知识培训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培训，

护理人员掌握了应对突发感染事件时所需的基本知识，全面提

升了护理人员应对突发感染事件的应对能力，使其能够正确、

安全、有效地处理突发感染事件。

２．４　推动院内感染防控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培养高

素质护理工作人员　院内感染防控管理制度是保证提高院内

护理工作感染防控体系的基础和重要前提。院内感染基本知

识培训更加注重制度的可行性与适应性。通过制定与院内护

理工作实际情况相匹配的系统管理制度来规范和管理护理人

员的行为。在原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各个科室的具体

感染防控制度。系统、实用的规章制度让护理人员的感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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