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１　基本病理学技术的操作考核　无论专业学位还是科学学

位的硕士研究生，石蜡切片和冰冻切片的制作，均作为必考内

容，督促病理专业研究生掌握本专业最基本的技能，为今后工

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４．２　常见病、多发病病理切片的读片分析考核　对于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考核的切片从１２个系统的常见病中随机抽取；

而对于科学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将抽取课题研究所涉及疾病的

典型病理切片进行考核。

４．３　分子病理学检测结果的判读和分析　考核组提供不同的

分子病理学检测结果，如免疫组化免疫荧光、ｑＰＣＲ、原位杂交、

测序等结果，要求研究生对结果进行判断分析，包括该结果的

临床意义、报告中各种标记和数据的含义、有无瑕疵和不足、如

何避免和改进等内容。另外，对于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还会要

求他们就实现某一临床诊断目的，提出分子病理学诊断的整体

解决方案。

４．４　仪器和技术培训合格证书　无论专业学位还是科学学位

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均需要取得４个以上仪器和技术培训合

格证书，包括免疫组细胞化学染色、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流式细

胞仪、测序仪、ｑＰＣＲ仪、原位杂交仪、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荧光

显微镜、超高速离心机、酶标仪、活体成像、活细胞工作站、组织

芯片制作、核酸与蛋白的提取和保存等。

５　结　　语

总之，研究生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医学高级人才，除了注重

创新意识、科研能力外，同时还需强化临床实践能力，才能适应

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４］。病理学作为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

桥梁，该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同时具备较高的临床实践和基础研

究的能力，而临床病理实践，既是该专业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起

点，也是科研工作的最终目标，应该高度重视。探索加强临床

病理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法，将有助于获得高层次的病理学人

才，从而满足医学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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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临床检验专业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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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在我国已开设二十多年，经历了创

业、发展、壮大的过程，现已形成目标明确、层次齐全、形式多样

的教育体系［１］。本科室通过近几年对各院校临床检验专业实

习生的带教实践，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如设立专门教

学秘书，专职负责实习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定期安排科室技

术骨干给实习生讲小课和大课；每专业室轮转完要求他们及时

总结，撰写心得体会；每个同学进行相关专业授课，由带教教师

和部分同学评分，每人每年至少一次，以此代替一些专业室结

束的轮转考试；指定有经验的带教教师辅导实习生完成毕业论

文的开题报告和撰写；年终由实习同学评选优秀带教教师等。

同时笔者也发现本专业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普遍存在几个问

题，现归纳分析如下。

１　从在校学生到单位实习生的角色转变较慢

通常大部分实习同学初来到实习单位，他们带着浓厚的在

校意识和习惯，常常把实习看成是在校的另一个学习学期，他

们内心希望每天都能像学校一样，有新的课程，新的实验操作

学，希望经常受到教师的关注和表扬，并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

但在现实工作中，他们常常在掌握了基本操作后，对每天重复、

琐碎的工作感到乏味，工作热情慢慢下降。在实习开始时，他

们往往表现出朝气蓬勃、工作主动积极、求知欲旺，经过１～２

个月，发现临床实际工作的特点与学校理论学习有本质区别，

在检验科，掌握一个实验室的基本操作方法有时只需要半个月

左右，他们在熟悉基本操作后，很想马上到另一个实验室去实

习，容易对工作产生厌倦感［２］。

另一方面，笔者发现一些通常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同

学，来到实习点之后表现一般，动手能力较差，相反一些学习成

绩一般的同学，在实习过程中表现出适应变化快、动手能力强、

沟通能力好，反映出在一些同学身上确实存在高分低能现象。

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应试教育制度下带来的弊端。在学校，评

价一个学生最主要看考试成绩，很少考虑他其他方面的综合能

力，而在实习单位，以笔试形式的考试明显减少了，更注重同学

的适应性、责任心、独立操作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２　日常工作中重仪器设备使用，轻“三基”训练和掌握

现在的大医院检验科，几乎配置有大型仪器设备。大多数

实习生，尤其是男生，初来到医院对这些大型仪器设备都比较

感兴趣，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花过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些仪

器设备的原理、使用、实验参数、维修保养，而忽视对“三基”训

练和掌握，尤其是骨髓、微生物等形态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检

测技能。在实习点，带教教师对实习生一般不会像学校教师要

求那么严格，所以实习同学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学习计划、利

用好空余时间，要有自觉和自律的意识。另外，一些同学在实

习过程中，对检验全过程质量控制不重视、不熟（下转插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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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在带教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把质量控制的理念灌输给学

生，让学生知道只有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综合分析实验数据，

才能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而且在每一天的具体操作中，都要注

意实验操作技术对结果的影响［３４］。

３　不同院校之间存在攀比现象

在一些大医院检验科，通常有几间不同医学院校的同学在

实习，笔者观察了解到，不同院校不同学历层次学生之间存在

攀比现象。较大、较名牌的医学院校一些同学会瞧不起一般院

校的同学，内心明显存在优越感。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平

时需要鼓励实习同学在工作上、学习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引导他们多进行良性竞争，多沟通交流，互学互尊，团结合作，

共同进步。生活上组织他们开展球赛、郊游、野炊等活动，让他

们彼此了解熟悉。

４　实习越后期纪律越散漫

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联系就业单位成了大部分学生

实习甚至学习期间所关心的大事。尤其在实习的中后期，学生

往往忙于参加各种招聘会、面试，及联系用人单位，既耽误了

大量实习时间，也造成了部分学生不能认真对待实习，从而影

响了实习质量。也有一部分学生将考研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

捷径，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考研的复习准备上。特别是

目前医学检验专业学生需要参加“临床综合”的研究生入学考

试，这对于检验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难度，势必花费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进行复习，由此而造成缺勤或应付实习的现象较为普

遍，严重影响了实习质量。实习后期，实习同学一般会表现出

上班迟到、心不在焉、容易出错，懒提问懒作笔记，请假次数多，

不参加值班，甚至旷工现象都有。另一些同学找工作单位时碰

壁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工作状态。笔者一方面表示理解，设

身处地找他们谈心，安慰他们，另一方面，原则上还是按照学校

和医院所制定的实习纪律去要求他们，出现特殊情况请示医院

主管部门或向学校反映情况，寻找好的解决办法。

为了更好地解决实习同学在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

认为就现状而言，进一步加强学校、医院和科室三方之间的有

效沟通交流很重要。目前实验诊断学课堂讲授的部分内容临

床已不再使用或已不是常规检测项目，而现阶段临床常用的检

查项目则没有介绍或介绍过为简单［５］，造成人才培养的目标与

临床第一线对技术人才实际需求的脱节［６］。在带教过程中，应

该不断总结、补充完善实习教学大纲的内容及带教方法。在科

室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及时听取实习同学的意见和建议，想

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学习和工

作上，实习同学与带教教师要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充分调动

双方的积极性，在教育观念上，也要从教会学会逐步向会教会

学方向转变。在培养目标方面，培养合格的检验医师是医学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教时应注意探索培养合格检验医师的具

体措施和目标，对现有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提出具体的改进意

见，这对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检验医师具有重要意义［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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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Ｔ，ＤｅｎｇＡ，Ｙｅｅ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

ｏｕｓ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ａｄｉｐｏｓｅｃｅｌｌｓｉｚｅ［Ｊ］．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

ｇｉａ，２０１０，５３（２）：３６９３７７．

［１５］ＪａｎｅｓｉｃｋＡ，ＢｌｕｍｂｅｒｇＢ．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ｓａｓｔａｒｇｅｔｃｅｌｌｓｆｏｒ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Ｍ］．Ｇｅｒｍａ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２５５２７１．

［１６］ＹａｎＸ，ＺｈｕＭＪ，ＤｏｄｓｏｎＭＶ，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ｏｆｆｅｔａｌ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ａｎｄ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Ｇｅ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２９３８．

［１７］ＢａｊｐｅｙｉＳ，ＰａｓａｒｉｃａＭ，ＭｏｒｏＣ，ｅｔａｌ．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

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ＪＣｌｉｎＥｎ

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１，９６（４）：１１６０１１６８．

［１８］ＰａｔｅｌＤＫ，ＫｕｍａｒＲ，ＬａｌｏｏＤ，ｅｔ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ｎ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ｏｎｉｔ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ａｎｔｉ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ＪＴｒｏｐｉＢｉｏｍｅｄ，２０１２，２

（５）：４１１４２０．

［１９］Ｉｎｇｒａｍ ＫＨ，ＨｉｌｌＨ，ＭｏｅｌｌｅｒｉｎｇＤＲ，ｅｔａｌ．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

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２，９７（７）：１１８２１１８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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