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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认可指导下的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能力培养

于淼琛，许朝晖，马晓露，王　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１１）

　　摘　要：根据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的要求，逐步改革传统的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教学模式，将认可准则

各要素融入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能力培养过程中，构建合理创新的临床检验人才培养模式，为检验科培养实用性、适用性人才探

索有效规范的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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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实验室规范化管理日趋成熟，并逐步与国际化接

轨，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认可已经走入各大医学实验室，成为

指导临床实验室规范化及统一化的准则，这已经成为临床检验

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临床检验质量管理的核心。根据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认可准则对实验室的要求，改革传统的

检验实习生培养模式，规范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的能力培养，

使学生在实习阶段牢固掌握理论知识并与实践相结合，规范临

床实践过程，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实验室实践能力，为将来的

临床检验工作奠定基础，在未来的工作中能更好地理解并实施

实验室认可准则的各项要求。

１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管理体系

　　国际标准化组织于２００３年２月颁布了ＩＳＯ１５１８９文

件———《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１］，同年１１月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ＣＮＡＳ）将其转化成《医学实验室

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予以发布实施。经过近３年的实践和

两次改版，第３版ＩＳＯ１５１８９ＣＮＡＳＣＬ０２：２０１２《医学实验室质

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已于２０１５年６月颁布实施
［２］。此准则包

括１５个管理要素和１０个技术要素。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质量管理体系

对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做全程管理，并对各个检测项目要达

到的性能目标、技术能力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人员培训、

设备管理、质量控制、生物安全等作了明确要求，强调质量管理

体系的持续改进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３５］。通过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质

量管理体系认可，可提高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水平，保证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为临床医生及患者提供更为可靠的疾病诊

疗证据［６］。

本院检验科于２０１３年初次通过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认

可，２０１４年５月顺利地通过了监督评审，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又顺利

通过复评审。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健康运行，强化了实验室管

理，为临床提供更准确、更满意的医疗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实习阶段加入医学实验室管理体系的学习，有利于实习生了

解检验科构成模式及运行情况，深入体验检验科管理体系的架

构，并融入检验科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

２　改革传统实习生教学模式

　　将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质量管理理念融入实习阶段教学，充分利用

实验室建立的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质量管理体系，引导学生学习实验室

标准化管理的方法和具体内容，为将来更规范地进行实验操

作，保证实验结果准确可靠，并参与到科室管理中来提供基本

理论与思路［７］。

２．１　参与科室内人员培训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质量管理体系中，人员

培训是人员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规范完善的培训制度及内

容对实验室人员能力的提升非常关键。检验科每年会根据员

工、进修生、实习学生数量定期安排人员培训［８］，年初会制订人

员培训计划，包括培训目的、内容、参与人员等，每次培训时由

人员继续教育组成员做好培训记录。培训时充分考虑不同层

次的授 课 对 象，对 于 实 习 生，从 检 验 基 本 知 识 入 手，将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实验室认可要素贯穿讲课内容中，让实习学生从标

本接收、不合格标本处理、检验质量的把控、检验报告的签发到

检验后标本保存等各个环节，全面深入学习实验室质量管理的

基本要求。检验科教学人员通过引导实习学生培养娴熟的操

作技能，完善专业技能培训制度，规范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使

实习生能尽早融入检验科工作与学习中［９］。在将来的实践工

作中，能熟练的运用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相

关要素及相关知识，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医护及患者。

２．２　参与到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质量管理体系工作中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

实验室认可准则中１５个管理要素和１０个技术要素，与检验科

实验室中的每一个工作细节环环相扣，在检验专业学生实习阶

段，按照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医学实验室认可准则中的要素规范实习生

的日常工作与学习，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与职业素养。

比如在工作中遇到某项检测结果为危急值时，对危急值检测结

果进行复检和样品核对，同时确认室内质控结果是否在可接受

范围内，必要时询问护士样品采集是否符合要求，询问医生该

结果是否与患者临床症状相符，确定是否需要重新采集样品及

重新检测，确保结果准确无误后，及时审核发出报告。审核者

根据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ＩＳ）设置，应立即点击ＬＩＳ系统中 “立

即上报”或“放弃上报”［１０］。危急值上报后，由临床医生及时确

认后处理；若危急值上报１０ｍｉｎ后临床还未进行确认，则应电

话通知临床医生并记录被通知者姓名。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和

锻炼，实习生在实际工作中均能按照认可准则的要求，规范处

理检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在实习带教工作中，还应注重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及仪器

设备故障的处理。以往实习学生在临床实习的过程中，只是简

单的学习仪器原理、操作步骤，并没有深入学习质量控制及仪

器设备故障处理，而在这次教学改革中，将这两部分内容重点

加入，帮助学生真正的接触检验工作中的“核心”。质量控制是

检验工作中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保证，而在仪器发生故障时进

行正确处理则是临床实际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能力。（下转插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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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室内质控失控了#该如何处理#是先找质控品的原因#还是

先看试剂是否在有效期#仪器是否出现故障$仪器故障时如何

证实故障发生前所检测的样品没有受到影响#如果受到影响应

如何验证复核等%只有将这部分内容加入到实习生日常学习

过程中#才能真正锻炼实习生的手脑协调并用能力#才能通过

实习阶段培养出临床实用性&适用性人才%

!%"

!

建立兴趣小组
!

本院检验科为适应
&'(#"#)*

医学实验

室认可要求#根据
&'(#"#)*

医学实验室认可准则中
#"

个管理

要素和
#+

个技术要素将检验科工作人员进行职能组划分#职

能组主要职责是对检验科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要素进行全面

管理和控制#并提供相应的资源#确保各检验室按照已经建立

的质量体系有效运行%内部职能组包括服务协议评审与委托

检验组&仪器设备管理组&医疗咨询组&投诉管理组&人员与继

续教育组&检验前管理组&结果报告管理组&环境与安全管理

组&生物安全管理组&文件控制组&质量保证监督组&内审组&外

部供应组&信息管理组%实习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

一个或者两个职能组#参与职能组工作%例如有的实习生爱好

计算机及各种软件#可以申请参加信息管理组#参与完成规范

化的实验室计算机信息保护规程#保护实验室的信息数据安

全#满足检验科工作需求和不同层次检查的要求#保证患者信

息的私密性%有的实习生组织表达能力比较强#可以参与投诉

管理组的工作#处理来自医护人员&患者或其他方对检验科工

作不满的投诉#排除医疗工作的隐患#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提

升医护人员及患者对检验科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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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临床科室&参与临床反馈
!

为了促进实习学生不断

加强专业理论学习#提高专业素质#科室组织实习生跟随科内

老师定期参加临床科室病例讨论#学习检验相关临床知识#开

拓学生视野%并定期开展检验项目和质量控制的宣传#主动向

临床科室介绍检验新项目开展&检验标本采集知识&危急值&检

验结果报告时间&护士标本采集完成及条码粘贴#及时解答有

关临床检验的各种问题#为临床科室提供良好的服务%同时带

回临床反馈意见#解决临床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构建检

验科与临床沟通的'桥梁(#对于培养和提高实习生的业务能

力#沟通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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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考核改革
!

以往的实习生实习阶段只有
#

次出科考

试#并且只有理论考试%而在临床检验工作中#更注重的是动

手能力%革新实习考核将出科考试改分为
!

个阶段#入科考

试&中段考试及出科考试%入科考试可以摸清实习生的理论知

识掌握情况#中段考试可以了解实习生在科室内学习情况及不

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着重不足之处的学习%出科考试则是

评价实习生在整个实习阶段的学习及工作情况%实习考核内

容中#将
&'(#"#)*

医学实验室认可准则中
#"

个管理要素和

#+

个技术要素内容加入其中%并且将中段考试&出科考试分

为理论考试及操作考核的综合评估#加大突出
&'(#"#)*

医学

实验室认可准则要素及动手能力的结合#为临床培养出成熟&

规范并能适应现代临床检验工作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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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结

!!

将
&'(#"#)*

医学实验室认可准则各要素融入检验专业

实习生 能 力 培 养 中#能 够 更 好 地 使 实 习 生 了 解 并 掌 握

&'(#"#)*

医学实验室认可准则的要求#规范操作流程和专业

技能%注重实习阶段动手能力的培养#遵循正确的实验室标本

处理流程和质控操作分析流程#掌握影响检验结果的各种影响

因素#保证检验结果准确可靠#使实习生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

能尽快融入临床检验实践中#为实验室培养理论知识与专业技

能均具备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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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与样本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的同质研究对象的全体!集合"称为总体#包括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部分观察

单位称为样本#样本包含的观察单位数量称为样本含量或样本大小%如为了解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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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血钙水平#随机选取该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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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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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并进行血钙检测#则总体为该地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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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血钙检测值#样本为所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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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儿

童的血钙检测值#样本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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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类似的研究需满足随机抽样原则#即需要采用随机的抽样方法#保证总体中每个个

体被选取的机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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