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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不同专业背景员工规范培训的困难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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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验医学的发展#分析系统日益精密和自动化#分析

技术日臻复杂和尖端#对检验流程*质控控制*技术管理的标准

化要求越来越多#检验对临床沟通*疾病诊治的指导作用越来

越重要'

&

(

#故检验科高学历人员占比例越来越多#但非检验专

业背景的员工也逐渐增多#尤其是现阶段检验职称考试对专业

没有限制#故相比其他医学专业#检验科员工的学历专业背景

差异较大#如有来自基础学科的免疫学*微生物学*生化专业

等#也有来自卫生管理*护理管理等#如何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员

工进行培训#使之成为满足临床需求的合格检验人员#是临床

检验科继续教育培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结合本科室具体做

法#现对不同专业背景员工培训分析如下)

A

!

培训的困难

A(A

!

检验科的形态学知识难以短期学习
!

检验科形态学知识

包括血液细胞血*体液细胞*结晶和微生物知识等#具有种类

多*变异大*规则不明显等特点#检验专业人员需要有一定的经

验后才能正确诊断)临床三大常规是常见项目#也是急诊的常

见项目#有些如血液中疟原虫的检测*脑脊液中真菌的检测是

临床确诊重要的依据#而且血液病早期的筛查指标往往第一证

据就是血液涂片#这是检验急诊值班人员必须面临的问题#值

班人员不能正确辨别和区分细胞*细菌等形态学是造成漏诊*

误诊的常见原因'

'

(

#也是值班人员最担心和害怕遇到的事情)

A(B

!

检验科的质控知识难以短期掌握
!

质控知识是保证检验

质量的重要手段#检验是数据科室#但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可

靠#很大程度是依靠检验严谨的室内*室间质控方法*规则的应

用和对 失 控 的 及 时 妥 当 的 处 理'

$

(

#虽 然 依 照 三 甲 或 者

!/f&%&)0

科室会建立质控主管和专业组质控员为核心的质控

组织#但日常工作和节假日的质控工作主要还是需要全员参

加#检验专业学生无论是在专业学习中还是在实习中#对全程

质控和全员质控的意识比较强#但非检验专业不仅不了解质控

知识#更主要是对质控的重视程度不足#需要花时间调整心态#

用更长时间掌握)

A(C

!

检验科的方法学是学习的重点
!

计生委公布的临床检验

项目有
'***

多项#而每种检验项目至少由
'

种以上的方法#

如梅毒常用的临床方法有
,̀ b/,

*

."!/+

*

,LL+

*金标法等#

理想的检验方法有国际标准化#精密度和准确度达最佳#简便*

快速能适应临床需要'

7

(

)但由于使用便捷*费用等问题#常常

各种方法在筛查*确认*疗效上有不同的应用#各自的抗干扰能

力也有不同#那么对不同检验方法的性能验证*评价指标和临

床适宜范围的学习是做好报告单解释的基础)如一个梅毒

."!/+

阳性#但
,̀ b/,

阴性的结果#要了解因为两种方法学

的检测的抗原原理不同#故结果评价上
,̀ b/,

用于疗效而

."!/+

更多用于筛查)

A(D

!

重视沟通能力培训
!

由于现有岗位绩效考核应用并不普

及#检验人员岗位多为轮转#博士毕业在抽血岗轮转也是常见

现象#副高值夜班也一样要看大小便#所以相比临床和护理工

作的独立性#检验工作特别要求有全局意识#采血的岗位也需

要了解不同项目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给临床解释#这样就加大

了培训分层的困难和内容的数量#同时针对不同需求的患者对

检验服务的理解#如何掌握轻重缓急#如何对其他岗位进行衔

接#做好分析前和分析后的解释工作#对非检验专业背景员工

的培训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B

!

解决培训困难的对策

!!

由于检验科工作流水线样的工作流程#故对不同专业背景

的员工#尤其是参与轮转和急诊值班要求的员工#对上述继续

教育培训中存在困难#本科室做法如下)

B(A

!

制定详细的形态学培训#要求人人过关
!

血液形态学是

每个值班同志都可以遇到#尤其是肿瘤科医院#儿童血液病和

血液科初诊和复诊的患者比较多#提出的要求是.可以不确诊#

但不可漏过/#骨髓细胞室老师作为培训老师#血液岗位重点培

训人员#值班人员人人参加#通过理论学习*技能操作*练兵活

动等等形式加大形态学的重视和兴趣#同时实行谁值班谁初报

骨髓复诊制度%逐步从不敢报#到放心报#形态学考试成绩也从

平均
6*

上升到
0*

分#更主要是加强整体的技术能力#值班人

员人人对形态报告不再害怕)形态学检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只要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不断地学习积累就能逐步提高技

能#形态学技能的提高也是体现实验室水平的一项重要标

志'

%#1

(

)

B(B

!

保证质控知识学习#明确学习目标
!

基础质控知识的固

定学习和普及!每年的继教内容中#在新生入科后集中学习如

室内质控规则建立*失控处理*生物学变异*室间评价等#从理

论上保证非检验专业员工及时补上质控知识空白)建立质控

主管
#

质控组长和日常操作者三级质控组织#由质控主管负责

监督新项目实施*性能比对*质控目标执行和数据收集#组长负

责各检验项目变异系数$

AX

&设置#批号更改#失控统计等#日

常操作者仅仅负责每日质控品的操作#结果的分析评价#失控

的处理和填写#组长基本每日均在值班#仅仅节假日和急诊值

班需要组长回顾性分析#评价日常操作者质控知识掌握情况#

这样就较大程度减少了质控知识不足造成的风险)通过失控

报告的检查和各质控组长的反馈#针对实际操作中质控知识掌

握不足的同志进行辅导#对其及时进行释疑)

B(C

!

重点掌握方法学的学习#尤其是干扰和标本要求

B(C(A

!

认真学习项目标准操作规范$

/fL

&

!

针对非检验专业

员工往往是高学历人员#自学能力较强#故采取自学项目
/fL

和闭卷考试结合的方法#着重掌握干扰和标本的要求#通过理

论学习#加强对项目方法学的理解#切实提高实际的操作能力)

B(C(B

!

文献复习加强不同方法的比对
!

针对临床存在多种方

法学的项目#通过文献和教科书学习#加强对项目的把握#包括

临床的解释和不同的应用范围#比如乙肝现有金标法*酶法*发

光法*

LX̀

检测#原理有什么不同#应用于临床什么情况#相互

之间有什么关系等等)

B(C(C

!

病例学习加强印象
!

注意日常病例收集#通过来自身

边的临床案例#在早会或者班组会上及时分享#可以使更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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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得到学习和教育#印象深刻)如科室曾经发生一例乙肝阳性

的患者#但该患者的
LX̀

是阴性结果)

B(D

!

加强检验结果的临床意义合理解释培训
!

检验医学涉及

多个学科#检验结果又是疾病诊疗的窗口#医院几乎每个患者*

每个临床科室都和检验密切相关#每天出具的海量检验数据#

而且随着检验项目和方法学的发展#很多项目的合理解释临床

医生也难以胜任#检验结果的分析和解释常常涉及机体的病理

生理过程*检测的技术原理*质量保证的各个环节和临床沟通

技巧等多方面#还需要有正确的临床检验医学思维#将以上片

段性的基础知识连贯成清晰的思路'

6

(

)

除了设置咨询岗位外#针对不同检验方法学#不同检测目

的的患者#合理解释报告单考核的是综合检验医学知识#如一

个
-

#

谷氨酸氨基转移酶$

PP,

&升高的到
6*

$

)*

的患者#如果

是既往有肝病病史#可能需要考虑是否有肝硬化可能%如果是

中年男性#北方籍贯可能要咨询是否有饮酒习惯%同时要观察

这一批结果是否有异常%结合以上资料可能最适宜是给予随访

或者增加肝纤组合等检测)同时#注重沟通技巧培训#理解患

者咨询背后的需求是沟通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也是提高检验人

员服务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检验专科医师的设置#将更

彻底地承担起检验医学从数据提供者转换为医师合作者和临

床咨询者的重任#建设检验专科医师专业人才队伍是检验医学

发展的关键'

)

(

)

医学实验室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人的管理#持续有效的培训

和拓展是实验室人员专业素质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是所有改

进举措中的核心'

0

(

)综上所述#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轮转和培

训#研究生学历的非检验背景员工往往能掌握必备的检验专业

知识#在轮转结束前由技术负责人负责笔试考核和能力检测考

核#在各专业组轮转是由各组组长负责考核#考核通过才能顺

利胜任检验日常值班工作#当然#成长为一个高级的检验医学

人员#还需要经历检验专业知识各级考试和评聘资格审核#但

以上实际的临床操作技能和软实力的培训却在日常工作中起

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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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而言#实验室的检验质量非常重要#质量保证主

要可分为临床检验分析前*分析中以及分析后'

&

(

)分析中与分

析后主要与检验员的技术水平*工作态度等密不可分#而检验

分析前质量控制则是保证检验结果真实*准确*有效的重要前

提)大多数医院实验室对于分析中与分析后较为重视#而忽略

了分析前质量保证的重要性'

'

(

)本文就未采取分析前质量控

制的
'*&*

年实验室质量考评结果与采取分析前质量控制的

'*&&

年实验室质量考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引起同行的

重视#具体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全年度临床检验实验室质

量考核资料与
'*&&

年全年度临床检验实验室质量考核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与对比#本院自
'*&&

年
&

月起对临床检验实验

室采取分析前质量控制)

A(B

!

质量保证方法
!

自
'*&&

年
&

月起#本院对临床检验实验

室的分析前质量进行控制与管理#具体如下!$

&

&注重患者准备

工作#患者在接受检验时容易因为操作失误与恐惧心理而导致

标本采集失败#因此在进行标本采集前#应由护理人员对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以避免其产生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并对患

者进行采样指导#以保证患者能够配合检查医生进行相应的采

样操作)$

'

&规范采集工作全过程)大多数医院均使用真空采

血管#并根据检测项目的不同使用不同类型的采血管)采血管

的普及不仅有利于批量化*规范化处理#也能够增加操作平行

性#为医生判断患者病程提供有力根据)院方应进行定期培

训#以规范实验室人员以及护理人员对于临床各项检验的容

器*标本留取量*抗凝剂使用*采集方法*采集时间等各项要求

的熟练度'

$

(

)大多数血液标本的采集要求为清晨#但由于护理

人员操作的问题与时间安排存在差异#导致凌晨即会对患者进

行采血#可能导致样本出现高钠
#

高钾的情况)因此建议调整

血液标本的采集时间#以获得最佳检测结果)尿液标本的检测

则建议多采用晨尿#利用肾脏浓缩功能以有助于发现病理变

化)$

$

&护理人员操作培训)护理人员在临床检验分析前质量

控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其不仅负责采样#还包括样

品的运输工作)院方应对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养其在采

样过程中严格根据操作规范执行的习惯#并要求护理人员手法

精准避免反复采样而对患者及采样标本造成影响)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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