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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的检测项目血浆硫酸鱼精

蛋白副凝固时间（３Ｐ）试验是检验专业血液学检验实验课必做

的项目［１］。由于得不到这样患者的血液标本，以往只能用正常

人的血液标本进行试验操作，试验过程虽然做了，但是看不到

阳性结果的出现，对学习阳性结果判定这一环节有了很大的缺

憾。根据ＤＩＣ的发病机理，研制者创造性的用正常人血浆在

其中加入化学、生物试剂，使血浆在试管中发生 ＤＩＣ样的变

化，产生出模拟ＤＩＣ患者血浆。应用此血浆进行实验教学，使

３Ｐ试验呈现阳性结果，提高了教学效果。

１　３Ｐ试验方法

１．１　原理　ＤＩＣ的发病机理之一是机体发生了弥性血管内凝

血，即血液中大量的凝血因子被激活，凝血机制被启动，在微循

环中形成了广泛的微血栓及还没有聚合的纤维蛋白单体。在

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同时，纤维蛋白溶解系统也被激活而

启动［２］，此时血液中产生了很多纤维蛋白溶解酶去溶解形成的

微血栓，微血栓被溶解后产生了大量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３］，

在ＤＩＣ的早、中期，降解产物中含有大片段的Ｘ′
［４］。纤维蛋白

单体与 Ｘ′自动形成复合物。此复合物是溶解在血浆中的，肉

眼不可见，血浆是澄清的。当复合物与加入的硫酸鱼精蛋白相

遇，形成复合物的两种物质被分开，多量的游离的纤维蛋白单

体自动聚合形成肉眼可见的白色纤维蛋白丝，即３Ｐ试验阳

性［５６］，没有白色纤维蛋白丝出现，即３Ｐ试验阴性。

１．２　试剂和器材　１０ｇ／Ｌ 硫酸鱼精蛋白（ＰＨ６．５）、１０９

ｍｍｏｌ／Ｌ枸橼酸钠溶液、３７℃水浴箱、试管、离心机等。

１．３　操作步骤　取经过枸橼酸钠抗凝的贫血小板血浆

０．５ｍＬ于试管中，３７℃孵育３ｍｉｎ。加１０ｇ／Ｌ硫酸鱼精蛋白

０．０５ｍＬ，混匀后置３７ ℃水浴箱孵育１５ｍｉｎ，立即观察结

果［７］。

１．４　结果判定标准　阴性：血浆清澈透明；弱阳性：血浆中有

细颗粒；阳性：血浆中有粗颗粒；强阳性：血浆中有纤维蛋白丝

或胶冻形成［８］。

１．５　实验结果的临床意义　阳性：见于ＤＩＣ早期、中期、外科

大手术、严重感染、严重肝病等。阴性：健康人、ＤＩＣ晚期和原

发性纤溶症［９］。

２　模拟３Ｐ试验阳性血浆的制作

２．１　研制原理　取正常人血浆，在血浆中加入钙离子使血浆

复钙，由于玻璃试管壁的作用而激活内源性凝血系统使纤维蛋

白原转变成纤维蛋白。这一步相当于ＤＩＣ时的广泛微血栓形

成期。在含有纤维蛋白的血浆中加入尿激酶，促进纤溶系统的

激活从而溶解其中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被溶解产生纤维蛋

白降解产物，其中含降解产物 Ｘ′。这一步相当于ＤＩＣ时的纤

溶亢进期。将此血浆稀释成合适浓度即制成了使３Ｐ试验呈

现阳性结果的血浆。

２．２　制作方法

２．２．１　生产纤维蛋白及纤维蛋白单体　取２毫升新鲜血浆，

加入生理盐水进行２～３倍的稀释，混匀，加入一定量的氯化

钙，混匀，３７℃水浴２ｈ，此时取出试管可见到液体中含有白色

条索状的纤维蛋白（交联纤维蛋白）和不可见的纤维蛋白单体。

２．２．２　产生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Ｘ′将上述液体中加入２ｍＬ

血浆，再加入尿激酶１０万单位，混匀，３７℃水浴２ｈ。此时血

浆中的白色条索状纤维蛋白消失，即纤维蛋白已被降解，其中

含有纤维蛋白单体与降解产物 Ｘ′。然后将此试管置于５６℃

水浴０．５ｈ，灭活凝血、抗凝血、纤溶等各系统因子、酶类
［１０］。

２．２．３　选择使３Ｐ试验呈现阳性结果的最佳浓度　取上述血

浆０．４ｍＬ用新鲜血浆进行２、４、８倍稀释分别作３Ｐ试验，结

果３个浓度均为阳性，但４倍稀释的血浆阳性程度较强且稀释

程度也较大，因此选用此浓度作为应用浓度。将剩余血浆用新

鲜血浆４倍稀释、混匀，即为能使３Ｐ试验呈现阳性结果的模拟

ＤＩＣ患者血浆。

３　在试验教学中的应用及结果

２０１１年春季学期开始将模拟ＤＩＣ患者血浆在检验医学院

０７届学生的实验课中进行了应用。在进行３Ｐ试验测定时，模

拟ＤＩＣ患者血浆均出现了阳性结果，而学生们互相采取的血

浆均为阴性结果。通过试验及阴、阳性结果的对比，使学生们

掌握了３Ｐ试验结果判定方法，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实验原理、

试验方法的理解、认识，增加了记忆和对试验的兴趣，提高了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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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是现代科学实验技术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１门

多学科交叉的具有其独特应用的学科专业［１］。该学科不仅理

论知识丰富、操作性较强，而且对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较高，因

此该专业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检验本

科实习生的培养目标是检验医师，因此临床检验实习阶段培养

是检验医学本科生总体培养方案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利用专

业理论知识进行实际运用的全面考核。如何加强医学检验实

习生素质培养，培育高素质的检验医学人才，是实习带教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２］。本院近年来一直承担着多所院校医学检验

专业学生的实习任务，通过几年的带教实践，取得一定成效，现

就指导带教检验医学本科生的几点工作体会介绍如下。

１　制定科学的实习计划

检验实习生的实习时间有限，而临床检验涉及多种学科，

各种分析仪器具有不同的检测原理、仪器构造、操作规程及日

常维护保养，因此应科学地合理安排实习生的实习轮转计划，

使实习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实习计划。同时应定期开

展学术讲座，讲授不同仪器的原理、操作及保养，介绍最新的检

测项目、方法和仪器等。

２　加强组织纪律及职业道德教育

虽然实习生步入了实习工作岗位，但在思想及观念上尚未

脱离学校的管理模式，可能会出现纪律松散，自我要求不高等

情况，缺乏敬岗爱业的意识，因此加强对实习生的组织纪律的

教育，可以维护医院的形象，提高学生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能力，进一步帮助学生完成角色的转换。实习期间，除了向学

生传授基本的专业知识，更应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心理素质

的培养，应加强实习生医德医风的教育，使之能够建立良好的

医患关系，耐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洁身

自好，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提高个人素质［３］。

３　强化带教教师的自身素质

做为１名称职的带教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同

时在思想上还要起引导作用，医德上起示范作用［４５］。实习生

由于刚刚脱离学校，尚未完全融入社会，思维方式和道德品质

正处于逐步成熟的过程，因此带教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实习生建

立良好的道德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带教教师自身要具备较高

的专业学术水平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带教教师还应不断提高和

完善自身的业务素质，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带教教师不

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精湛的实验操作技能，更具

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只有带教教师在日常工

作中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然而然的可

将良好的工作风貌和道德修养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使学生

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道德素质。

４　强化实验室的质控意识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是医学检验的生命，而良好的质量控制

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指标。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准

确性，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和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均

对质量控制提出明确要求。在带教过程中，应该把室内质量控

制的理念贯输给学生，包括检验前、检验中与检验后的质量控

制，使学生意识到只有在质量可控条件下才能保证实验结果的

可靠性及准确性［６７］。带教教师每天带领学生进行质控的操

作，对质控结果进行记录及分析，使学生养成每日指控的习惯，

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及管理水平，更加有助于学生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

５　加强培养学生分析检验结果的能力

检验医学本科实习生培养的目标是检验医师，而不是简单

的操作工。这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为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同

时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每一张检验报

告都能够进行分析并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为临床提供有价值

的指导意见［８］。在日常实习教学过程中，由于检验科工作标本

量大，工作较为繁忙，部分学生未能对检验报告单的分析做出

足够的重视。因此带教教师每天应抽出一定时间对一些典型

病例进行分析，通过对检验结果与患者临床症状进行分析，增

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

然”，久而久之，学生的求知欲望得到激发，专业素质自然得到

提升。

６　开展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学习

定期开展课外专题讲座，讲授检验医学相关学科的最新进

展，如分子生物学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等。多种形式的第二课

堂教学活动，有效调动了学生对该学科理论和技术学习的积极

性，拓展思路，开阔视野，对于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自学能

力、记忆能力、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具有积极的意

义［９］。

７　增强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目前检验医学本科专业要求学生在实习期间完成一篇毕

业论文，本科生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的重要环节，目

的是帮助学生巩固和深化其所学的理论知识，是对学生利用专

业理论知识进行实际运用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培养具有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具

有重要意义［１０］。毕业论文的完成包括课题的合理选题、文献

的调研、开题报告、课题的实施、实验课题数据的收集及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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