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物学、人文社科、管理学、经营学等多种学科内容，所以要

求检验医师应临床、教学和科研能力一起发展［６］，在提高临床

检验专业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同时，还要具

备一定的人文素养、计算机应用能力、科研素质、外文专业文献

阅读能力以及良好的个性心理素质，才能熟练应用计算机进行

项目申请，编辑、操作、结果报告、清洗、保养等操作和先进仪器

和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ＩＳ）的应用。当今社会要求的是全科医

生，专科医生已影响他们诊断、治疗的质量，这一观点同样适应

于检验队伍，检验人员在精通本专业的同时应该熟悉了解其他

相关专业知识，这样可以拓宽思路，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

能力。

２．４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培养临床检验创新思维　先进国家

检验项目能开展１３００余项，我国与之相比有差距，一些检验

项目也相对落后，要想尽快与国外先进技术接轨，首先医院应

组织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到国内、国外的先进单位参观、进修，加

速提升队伍的专业技能，拓宽为临床服务的范围；其次培养检

验医师创新意识，及时发现检验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通过技术

革新，减少误差，为临床疾病诊断、治疗、预后等提供更多的参

考依据，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

综上所述，检验医学队伍作为医疗主体中新的主力军，必

然要经历一个从诞生到成长、成熟的发展过程，并且实践已经

证实了他们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在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衡量一个医院医

疗水平高低的标志。所以提升检验队伍的高素质，势在必行，

也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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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是临床医学与科学实验技术相结合的一门新兴

学科，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对医学检验专业人员综合素质的

要求不断提高，继而要求相应医学检验专业教育模式也要持续

改进［１］。实习阶段是医学检验专业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

的必经阶段，也是学生上岗前锻炼工作能力、培养工作态度、积

累工作经验的重要阶段。当前大多数国内医学检验专业的实

习带教内容偏侧重于各种检验技术的操作熟练度，却忽视了对

学生关于工作中出现的管理、安全、服务、质量、效果等方面的

正确引导［２］。教学效果往往只是教会学生 “如何把工作做

完”，而没有教会学生 “如何把工作做好”，这对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无疑是不利的。本科室是广西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的

主要实习基地，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工作。现将检验实习教学中

遇到的问题及思考总结如下。

１　学习实验室管理

检验医学，又称为实验室医学，主要是利用实验室各种工

具、设备，协助临床医学对疾病的诊断、评估、治疗及追踪等。

实验室管理在检验医学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要做好实

验室管理，依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无法独立完成。关键是建立标

准化质量体系和认可制度，并要求实验室全体人员共同参与和

坚持［３］。因此，对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检验专业学生，学习实

验室管理是必要的。学生初进入实验室接触临床检验工作，对

实验室管理的概念和意识往往非常薄弱。带教教师一方面需

要培养学生对实验室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需引导学生

主动与积极地参与实习科室的实验室管理。

以本室开展的检验标本管理中不合格标本管理教学为例，

教师首先向学生讲解标本在检验前质量控制中的重要性、各种

不合格标本类型、影响因素及临床意义。然后让学生学习不合

格标本的处理流程，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认真向学生讲解细节，

如：（１）不合格标本登记的内容应包括不合格类型、科室、患者

信息等；（２）应及时与临床科室或门诊患者沟通以重新送检；

（３）定期对不合格标本信息进行统计，如不合格率、不合格类型

组成、不合格标本来源科室组成等；（４）根据统计信息与相关科

室沟通以改进工作质量。示教后让学生就检验标本管理其他

方面，如：检验后标本处理、标本意外处理等，写一份管理方案，

包括实施流程、记录表格、总结方式等。带教教师审阅学生方

案可行性后，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实践自己设计的管理方案。

完成一阶段实习后，教师与学生交流点评总结，让他们看到自

己的成绩，增强学习的兴趣与自信，同时也要指出不足之处，需

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

２　培养质量控制意识

检验质量控制始终贯穿检验全过程，是保证检验结果准

确、可靠、具可比性的必要手段，对检验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４］。但是目前，很多带教过程中对实习同学的质量控制意识

的培养常常被忽视。根据本室的教学经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７９１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８月第３４卷第１６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６



原因：（１）带教教师的因素，包括：带教人员本身并未充分认识

质量控制在检验质量中的重要性；带教者质控专业知识不足；

带教方式、技巧缺陷导致未能引起学生重视等。（２）学生方面

的因素主要是，实习生初进入实践工作岗位，一方面尚未建立

完善的职业素养；另一方面没能将所学的理论专业知识与实际

工作相结合。本科室在教学工作中，针对以上特点，专门安排

质控经验丰富的教师加强实习生的质控专业知识培训，选择讲

座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对质量控制的重视及兴趣。

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带教人员以身作则，严格按照质量控制的

要求做好每项室内质控与室间质评，让学生在整个实习过程中

通过耳濡目染的熏陶，逐渐建立起质量控制的意识。

３　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现代医学发展迅速，医学检验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化验操

作，而是一门多专业交叉、又具有独特应用目标的学科。现代

医学检验的任务也不再是单纯为临床提供简单的化验数据，而

是要快速、准确地把实验数据转化为临床信息，充分发挥临床

检验的导向作用［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合格的检验工作

者必须具有较强的临床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因此，从培养初

级医学检验人才着手，加强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分析能力，是医

学检验教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结合本室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加强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

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开始：（１）加强专业理论学习，临床思维及

分析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扎实的理论专业基础。教师在带教过

程中，多将理论教学、技能操作及结果分析结合，对具体检验结

果与临床关系进行分析讲授，鼓励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多思考、

多提问、举一反三，培养临床思维能力；（２）开展特殊病例分析

教学。有目的地选择病例分析，将检验结果与临床应用相结

合，引导学生结合临床诊断、表现对检验结果进行评价与审核，

并联合相关检查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对检验结果的临床符合度

做出判断。病例分析讨论是一项学生较容易感兴趣的教学活

动。科室定期举行病例分析或学术报告，一方面能提高学生学

习热情，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４　培养科研思维、能力及触觉

实验室检验本身具备得天独厚的科研条件，包括丰富的标

本来源、完善的仪器设备、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常欠缺的只是

科研的思维和触觉。许多检验工作者只是盲目地完成单一重

复的实验操作，而从不对其进行思考分析。容易给学生造成检

验工作只是单纯重复性体力工作的印象，进一步影响学生在以

后工作中的态度与方式，继而进入了恶性循环。

为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能力，本科室支持学生开展临床

实验研究。科室鼓励学生在检验工作过程中勤于思考并提出

问题，积极开展基于该问题的小范围实验研究，如临床应用价

值、检验技术新进展、不同检测方法比对、质量控制、参考范围

等，这类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带教教师应就文献查阅、实验设

计、论文撰写等方面为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并选择具有一定科

研基础的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相关内容并进行论文答辩。通过

开展临床实验研究，实习生不仅初步掌握医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和方法，其创造性思维和能力也得到培养和提升，为其今后进

一步深造奠定基础。

５　结　　语

临床实习是把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锻炼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阶段，是医学检验

专业学生转变为临床检验工作者的关键过程。随着医学的不

断进步，全自动化仪器、全自动化流水线在医学检验的广泛应

用，临床对手工操作技能型检验师的需求日益减少，取而代之

的是具有管理、分析、评价及丰富临床知识等综合能力的教学

型、科研型检验医师。同时，随着这类人才日益壮大检验医学

的队伍，必定会进一步提高医学检验在临床诊疗，包括协助诊

断、指导治疗、评价疗效、判断预后等方面的实际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１］ 朱建军，尹一兵，涂植光，等．探索建立医学检验专业实验教学模

式［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０１，９（３）：１８６１８７．

［２］ 张国军，吕虹，康熙雄．医学检验教育传承、创新、发展的探索与实

践［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２，１６（１０）：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３］ 张汉奎，陈桂山，杨有业，等．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立

与实施［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０，４（１３）：２３１２３３．

［４］ 张新春，李永伟，王春霞．临床检验分析前的质量控制［Ｊ］．医学信

息，２００５，１１（１１）：１５６３１５６４．

［５］ 张继瑜，杨春莉，周芳，等．检验医学专业实习生综合素质能力培

养的实践探讨［Ｊ］．诊断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１１（３）：３２２３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１）

·医学检验教育·

中国检验医师的现状及思考

李鸿滨，伍桂枝，邓宗奎

（广州军区桂林疗养院检验科，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３）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１６．０７５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１６２１９８０３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流式细胞仪、化学发光分

析仪、细菌鉴定仪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检验科已

经是现代医院中一个重要的实验诊断科室［１］。现代检验医学

不仅要求为临床诊疗提供准确的检验结果，而且更加强调检验

与临床之间的结合，为临床提供检验结果的解释和咨询服

务［２］。当前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检验医师培养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

１　检验医师的定位及职责方面的问题

１．１　检验医师的定位及职责　２００３年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师

分会在京成立，２００６年卫生部的《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

法》［３］中第十九条规定：诊断性临床检验报告应当由执业医师

出具；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应当提供临床检验

结果的解释和咨询服务。检验医师的主要职责是对检验结果

的质量把关和对检验报告进行分析解释，为临床提供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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