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检验导论课程问卷调查#主要围绕课程学习后专业认知度(

人才培养目标(就业面向(专业学习兴趣等方面展开'调研结

果表明#所有学生均赞同开设医学检验导论课程#认为通过课

程学习#对专业的培养目标(就业面向和岗位需求等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对专业课的学习有信心'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实施

效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B2@

!

学生对专业认识程度更加深刻#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

调

研结果表明#学习前#只有
!)i

的学生对专业非常了解#

"!i

的学生对专业有一定了解#

!%i

的学生对专业完全不了解&

*$i

的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属于学习主动型学生#

*7i

的

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属于随波逐流型学生#

%%i

的学生无学

习需求#属于混日子型学生'学习后#对专业非常了解的学生

从
!)i

提高到
)3i

#对专业有一定了解的学生从
"!i

下降到

!!i

#对专业完全不了解学生为零&学习目标明确的学生从

*$i

上升到
)3i

#学习目标不明确的学生从
*7i

下降到

%)i

#混日子学生从
%%i

下降到
"i

'可见学习该课程后#学

生对专业的认识程度更加深刻#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B2A

!

学生的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

学习前#因多

数同学对专业不了解#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果一

般&学习后#学生们的出勤率(课堂互动和学习认真程度明显好

转#学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由第一学期的
)"2"

分提高到第二

学期的
3#2!

分#提高了近
"i

#这些均表明该课程对于提高学

习成绩的作用显著的'

B2B

!

学生的就业观念改变明显#选择企业就业人数逐年递增

!

课题组对
!#%$

#

!#%"

届毕业生开展了就业统计#

!#%$

届毕

业生选择医院就业比例为
3#2%i

#企业就业比例为
%!2%i

#其

他就业比例为
)23i

&

!#%*

届毕业生选择医院就业比例为

)!2$i

#企业就业比例为
!#27i

#其他就业比例为
)2%i

&

!#%"

届毕业生选择医院就业比例为
)%i

#企业就业比例为
!"2*i

#

其他就业比例为
$27i

'毕业生选择企业就业比例连续三年

上升#从
%!2%i

上升到
!"2*i

#而选择医院就业人数连续三年

下降#反映出学生就业观念改变明显#这也是医学检验导论课

程实施后的另一显著效果'但总体上选择医院就业人数仍在

)#i

以上#选择企业就业人数不足
$#i

#与医院和企业各占

"#i

的就业目标相距甚远#故改变学生就业理念仍需大量的工

作'

B2C

!

对课程建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

学生在肯定医学检验导

论课程价值的同时也对课程内容(学时安排及教学方法等提出

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建议课时从
$!

学时调整到
%7

学时(

增加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增加临床见习以及经常聘请行业企

业一线人员到校开展讲座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课程内容(修

订课程标准和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C

!

关于医学检验导论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

C2@

!

进一步对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必要性进行调研
!

课题组

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形式针对性开展了医学检验导论课

程必要性调研#结果表明#医学检验导论课程对于学生早期了

解专业#提高专业学习兴趣很重要#大家一致建议在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开设该课程'但因调研范围较窄#调研数量不够#说

服力不强#医学检验导论课程设置必要性到底有多大#是否一

定要作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必修课程#仍需要有强大的数据

支持#建议有关组织和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医学检验导论课程

必要性调研#获得更为准确的数据#以指导医学检验导论课程

的建设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

C2A

!

尽早明确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
!

虽

然已经制订了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课程标准#也选取了课程内

容#但由于调研局限(能力有限#选取的内容能否满足人才培养

需求仍是未知数#该课程要达到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设置的教

学内容#还需通过调研来确定'建议有关组织和机构进一步加

大对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的调研#以尽早

建立完善的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以满足人才培养需求'

C2B

!

尽快出版医学检验导论规划教材
!

据了解#国内部分院

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已开设了医学检验导论课程#但迄今为

止#仍没有规划教材出版'因无规划教材#各学校的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千差万别#有的学校编写了讲义或校本教材#以必

修课或选修课形式开展#有的学校因无讲义或校本教材#以讲

座形式进行'作者所在学校对该课程非常重视#既编写了校本

教材#又采取课内教学'为规范实施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形式#建议有关出版社尽快组织专家编写医学检验

导论教材#尽早出版#以满足专业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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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界面友好#操作快速#简便#省力省时#维护方便#安全性能

好$能满足临床实验室对试剂出人库管理的要求%另外其兼容

性好#易扩充#易升级#易维护#实用性强$并通过数转换和升级

可融于其它的软件系统$可单机和多机操作&该系统对试剂资

料进行快速录人#永久贮存#规范分类#快速检索和查询#跟踪

管理#制表#制图&但其主要还是在电子记录取代手工操作这

个层面上$现在我们需要的系统应在这个系统的功能的基础

上$加入智能控制单元$这个控制单元要把检验试剂的成本控

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当某项成本高于这个区间时$系统会弹

出提醒窗口$提示这些检验项目现在出现了成本过高的情况&

有了这个预警系统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完成试剂成本的控制$

当然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也绝非易事$需要各科室首先将各自

的实验项目摸清后才能输入系统执行$还需要在检验实践中不

断的完善相关参数的设定和合理的区间范围$这样才能既不影

响检验工作的高效进行又能够节约试剂成本&

!

!

结
!!

论

降低试剂成本是每个检验实验室都面临的问题$以往一直

被忽视或没有好的办法$现在应该通过内控制度#教育培训和

信息技术各个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优质#高效#低

耗的检验服务$提高医疗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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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各抗凝剂间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

!

"

#$#'

"&

表
&

!!

使用不同抗凝剂在不同时间计数血小板与

!!!

对照方法间的比较

检测时间!

21/

" 抗凝剂类型
!

#

#

无抗凝剂
#$(M

JVQ> #$#&

枸橼酸钠
#$#!

!# JVQ> #$##

枸橼酸钠
#$#&

(# JVQ> #$##

枸橼酸钠
#$##

"# JVQ> #$##

枸橼酸钠
#$#&

!!

#

)与对照方法比较&

!

!

讨
!!

论

血小板计数的波动较大是临床实际工作中一个常见的问

题$可使检验医师不敢贸然报告$也给临床的诊断带来困扰&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为因素造成$主要是部分临床护理人

员在采集患者标本时操作不规范$标本与抗凝剂未充分混匀%

或采血不顺利$导致标本凝集或不完全凝集$使血小板计数假

性降低&另一方面$大多数实验室使用的全自动血球分析仪采

用电阻抗原理$血小板测量和红细胞测量在同一个通道$通常

不能完全排除血小板凝集#大血小板#血小板卫星现象#血小板

碎片#体外溶血#冷球蛋白等对血小板计数造成的干扰&因此

在工作中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直方图异常或异常报警时$操

作人员应首先观察标本是否有凝集$然后重新采血进行手工计

数复查$并同时制作血涂片染色进行观察&通过显微镜镜检$

不仅能观察血涂片中血小板的数量$还能观察血小板聚集情

况$直接排除大血小板#小红细胞#细胞碎片和血小板凝集对血

小板的干扰&通过显微镜镜检观察血小板分布的数量和形态

后$再结合手工计数的结果最终再发报告$可以得出一个更加

准确的血小板计数结果以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总体来说$显

微镜涂片复检观察血小板的数量和形态及草酸铵法手工计数

血小板是对仪器法的很好补充$对及早发现和纠正血小板计数

假性降低有明显意义&在日常工作中还应加强与临床医护人

员的沟通和交流$使临床理解并主动配合检验科对标本采集的

要求$提高血细胞分析标本的质量&同时应主动询问患者的情

况$用临床思维去分析判断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检验质

量$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报告&

参考文献

'

!

( 刘善凤$王利民$曾筱倩$等
$

涂片镜检对初步纠正血小板假性降

低的意义'

%

(

$

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版$

&#!#

$

&(

!

&

")

!N()

!N'$

'

&

( 尚红$王毓三$申子喻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9

(

$*

版
$

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

&#!'

)

!*)!'$

'

(

( 朱忠勇
$

准确计数血小板方法学研究进展'

%

(

$

国外医学临床生物

化学与检验学分册$

&##&

$

&(

!

(

")

!(!)!(&$

'

*

( 邵永生$郑宏伟
$

组合检验法在
JVQ>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中的应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R$

!收稿日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