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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依法治国方略

在我国教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１］。各类学校要自觉依法规范

校内各种管理制度，切实保护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１９９４）第五十二条指出：用人单位必须

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

程和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

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２］。然而，我国有关院校对学生实验实

训过程中所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的防范体

系，相关专业学生在实验实训过程中面临生物危害的风险很

高。某农业大学２８人感染布鲁氏菌病事件就是高校忽视学生

实验生物安全问题的警示。在医学教育领域中，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实验实训过程中，如同临床在岗

医学检验工作人员一样，存在有感染病原微生物的危险［３］。本

文依据卫生部颁布的《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

准则》（ＷＳ２３３２００２，简称《准则》）和《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

防护导则》（ＧＢＺ／Ｔ２１３２００８，简称《导则》），结合职业院校专

业教学与实训基地的特点，提出防范职业暴露的措施，促进教

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医学院校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实验

实训过程建立生物安全保障体系［４５］。

１　明确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生物安全管理的职责

《导则》指出：血源性病原体的职业接触是工作场所引起的

问题，用人单位应开展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的预防控制活

动，以保障劳动者享有职业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职业卫生权利，

并接受政府、劳动者和工会组织的监督。学生实验过程中的生

物安全问题非小事，学院、系部和教师都必须从依法治教的高

度予以重视［５］，切实承担学生生物安全管理的责任。学院要设

置专门的管理机构，系部要承担具体的生物安全管理职责，结

合教学实际状况建立生物安全防范体系，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

与管理措施。教师与实验指导教师要对每位学生，每个实验教

学环节担负起监管的责任，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实验室和每

个人，逐级签订生物安全责任书，谁主管，谁负责，减少学生实

验过程中职业暴露风险，杜绝生物安全事故发生。

２　依法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提供安全的实验设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三条：劳动安全卫生

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２］。医学类相关院校要按照《准

则》的要求，加强硬件建设，确保实验室安全［４］。对于医学检验

技术实验室，必须根据所开展教学工作的性质、接触的病原微

生物的危害程度，确定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使实验室的建筑

结构和设施、安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达到相应安全等级的要

求，否则不能面向学生使用实验室［４，６］。实验室是否符合生物

安全标准，应采取教育行政部门或卫生行政部门的专业评估验

收制度，接受政府或社会的监督。

３　加强生物安全培训教育，对学生进入实验室实施准入制

《导则》９．１．１条规定：对新劳动者、学生和志愿者开展上

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对于准备进入医学检验实验室进行实验

实训的学生，必须接受生物安全培训教育，重在培养学生树立

生物安全意识［５］。培训内容应该包括：《准则》、《导则》和其他

相关法规与制度，熟悉实验实训实验室的环境和生物安全管理

体系等［７９］。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尚无生物安全培训教材，应尽

快组织专业教师与医院专家共同编写，以适应学生培训需要。

培训后，要对学生所具备的生物安全知识水平进行测试，考试

合格的学生方可进入相关实验室进行实验实训学习。

４　规范学生实验实训的行为，减少生物危害的风险

在医学检验实验实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包括实验指导

教师要严格按照《导则》中职业安全卫生操作规程规范学生的

行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生物安全职业习惯，掌握自我保护

和防范的技能与措施。要求学生在医学检验实验室必须做

到［１０］：（１）禁止进食、饮水、吸烟、化妆和摘戴隐形眼镜等。（２）

禁止带入食品和饮料或将其搁置实验台面或存放实验用冰箱。

（３）禁止弯曲被污染的针具，禁止双手回套针帽，禁止用手分离

使用过的针具和针管，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用品。（４）禁

止用手直接拿取被污染的破损玻璃物品，应使用刷子、垃圾铲

和夹子等器械处理。（５）禁止直接把手伸入容器中存放和处理

被污染的重复性使用的锐器。（６）当手可能接触血液、其他潜

在污染物、黏膜或破损的皮肤或进行血管穿刺，处理或接触污

染物或被污染的表面时，应戴手套。（７）在处理血液或其他潜

在污染物质的过程中（如离心），应尽量避免喷、溅、洒落和飞扬

或产生飞沫。（８）禁止用口吮吸血液或其他潜在传染性物质。

（９）容器被明显污染，应及时清洁、消毒。（１０）被污染的锐器应

尽快废弃至密闭、防刺破和防泄漏的容器中。（１１）每次操作后

及时洗手，在脱去手套或其他个人防护用品后立即洗手，在接

触血液或其他潜在传染性物质后，立即用洗手液（皂）和流动水

清洗手和其他部位的皮肤或黏膜。（１２）工作结束后，应使用适

当的消毒剂消毒被污染的工作台面。当工作台面被血液、体液

或其他潜在传染物明显污染后，应立即消毒。（１３）实验完毕将

工作服反折单放，被污染的衣物装入规定的袋内，按要求消毒

清洗，不在实验室浸泡洗涤，不得带入学生集体学习生活的

环境。

关爱学生的健康，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是高校教师的职业

道德要求。教育管理部门、相关高校与高校教师一定要从依法

治教的高度，为学生实践教学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决不允许某农业大学师生感染布鲁氏菌病的类似事件在校园

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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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和国内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和灾害事件的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生物恐怖袭击以及

突如其来的ＳＡＲＳ，四川、青海大地震等突发事件中现场快速

检验对灾害现场救援的乏力支撑，已经严重制约了应急医疗救

援的整体质量。同时，在军事检验医学实际工作中，野战医学

救援对军事（应急）检验医学的技术需求亦日益突出，医学检验

的学科领域已经远远超出过去传统的中央实验室检验。而以

往的医学检验人才培养目标大多瞄准供职于二级至三级以上

大型医院所需的岗位技能培养为主，教材内容、课程体系和实

践教学等均以大型医院检验科（室）所需相关的理论与检验技

能教学为主。如何满足新形势下，灾害医学（应急救援医学）和

军事检验医学对检验专业学员现场快速检验能力的需求，培养

既能满足二级至三级等大型医院检验科所需的岗位技能，同时

亦能满足在灾害救治和军事作业等战地条件下开展现场快速

检验能力的新型检验医学专门人才，是摆在我国医学检验教育

领域的一个突出和紧迫的任务。为此，近年来在医学检验专业

课程设置与开设、教材编写、实践教学的训练模式和施训内容

以及师资队伍构建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拓展与应用，对培养

满足新形势下医学检验专业医学生的既能满足大型医院岗位

任职能力，又能在急救现场和基层单位开展快速检验的全方位

专业素养进行了探索，收到了较好的应用效果，下面将详细

介绍。

１　专业教材与课题体系

针对性的拓展专业教材与课程体系，扩展了急救医学与军

事医学等所依托的应急检验医学现场快速检验前沿理论与技

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我国、我军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虽然仅有２０余年的发

展历史，但是总体上呈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学科设置、师资

水平、实验室硬件条件等已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趋于接近。但

是，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和方

向上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国内绝大多数检验医学专业院系在岗

位任职技能培养方面，重视大型医院岗位所需的技能培养，偏

重于综合性高等级医院检验科依赖的自动化仪器设备所开展

的检测项目的理论与实践操作的教学，忽视了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和应急检验医学（军事院校称为“野战检验医学”）所需的技

能训练。现代检验医学的发展，从检测技术方法分类，可以归

纳为两个方向，一是医院检验科开展的常规检验，即“中央检

验”，另一个是“ＰＯＣＴ（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即现场快速检

验、或床旁检验。“中央检验”实现了医院大量病员标本的高通

量、集成化、集约化检测，而现场快速检验由于操作简便快速，

可使医生或患者在数分钟内得到检验结果，因此，其在急救医

学快速诊断和基层卫生机构以及家庭保健领域的应用得到快

速发展，也缘于此，ＰＯＣＴ在应急检验及军事医学领域受到越

来越突出的重视。而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业教

育中，现有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基本未涉及这部分内容。为

此，笔者对现有教材体系和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针对性的

拓展。

近年来，笔者参与了《临床基础检验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参编）、《应急检验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编）、《临床检验

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人卫版和高教版的规划教材编写。

同时，还主编了《军事检验医学》（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在教

材的编写中尤其注重介绍现场快速检验理论与技术在应急救

援医学和军事医学中的应用。形成了以国家规划教材为主体，

以自编教材《军事检验医学》为补充的，涵盖临床常规检验和现

场快速检验的全面系统的教材与课程体系［１３］。

２　实训教学模式的创建

创建“教室网络课程专用现场模拟训练室野外演训”为

一体的实训教学模式，拓展了常规的理论与实践教学空间。

传统教学方式多只利用课堂教学和简单实验室操作，不能

很好地培养学员的实地操作能力和特殊环境下展开检验工作

的应变能力。为了打破传统教学单一依赖教室的教学空间局

限，创建“教室网络专用现场模拟室野外演训”为一体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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