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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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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学

人体寄生虫学实习教学的问题与探讨

黄冬悦!

!

"

!胡正强!

!竺婷婷!

!于
#

凡!

!

"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

检验科$

"#

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2!%%$!

%

##

摘
#

要"

#

临床检验科的寄生虫学实习带教是帮助医学检验学生将掌握的人体寄生虫学理论知识拓展到

临床实践的桥梁!传统的带教方式已不能满足当前的教学需要&随着临床教学的不断改革!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检验科"下称本科室%就目前寄生虫学实习带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本科室参加国家卫计委临检

中心的寄生虫学室间质评以及美国病理家学会"

M)*

%的能力验证计划"

*+

%中收获和总结的经验教训!对带教

方式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升本科室临床寄生虫学的实习带教水平&

关键词"人体寄生虫学$

#

临床实践$

#

实习带教$

#

形态

!"#

!

!%#/121

"

3

#4556#!2&/7$!/%#"%!1#%1#%/$

中图法分类号"

8$

!

\2$"

文章编号"

!2&/7$!/%

"

"%!1

%

%17!!$27%/

文献标识码"

.

##

人体寄生虫学是一门研究与医学有关的寄生虫

及其与宿主关系的学科)

!

*

'临床检验科的寄生虫学

实习带教是帮助医学检验学生将掌握的人体寄生虫

学理论知识拓展到临床实践的桥梁(是保证和提高医

学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通过本

科室参加国家卫计委临检中心的寄生虫学室间质评

以及美国病理家学会$

M)*

%的能力验证计划$

*+

%中

收获和总结的经验教训(结合在人体寄生虫学实习带

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现总结如下'

A

#

人体寄生虫学传统实习带教模式存在的不足

A#A

#

实习带教师资力量的不足
#

目前相当一部分医

学院的实习基地并非教学医院(而且大多数检验科的

带习教师并非固定在体液检测岗位(本身就对人体寄

生虫学专业知识掌握不够充分和全面'此外(带习教

师的亚专业不同(有些没有接受过教学方法理论的学

习(教学实践经验严重缺乏(实习带教中给学生的讲

解不足(照搬书本内容(讲解枯燥乏味(部分内容学生

在学校的学习中已经学习过(但却未能有效的将书本

内容扩展到临床应用(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严重影

响实习效果'

A#B

#

传统寄生虫实习中标本不足
#

寄生虫形态学检

验是临床寄生虫病诊断的基础(是最经典+最直接+最

有效+最经济的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手段(有时甚至

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但同时寄生虫学检验也非常

依赖显微镜下对标本的观察'这种依赖于标本的形

态学检验(对标本的收集要求较高(其局限性也十分

明显'而一般的检验科对阳性标本的保存不够完善(

自身也未建立起寄生虫的图库)

"

*

(实习教师往往是恰

好遇见有寄生虫的标本才给学生进行讲解(讲解之后

标本就处理掉不再保存(这就会导致有些学生在整个

实习期结束了都可能未曾见过寄生虫'在实习带教期

间发现!如果让学生独立在显微镜下观察(往往无法很

好的对标本含有的杂质进行排除(由于寄生虫本身结构

的复杂和多样性(学生在校期间更多学习的是寄生虫文

字方面的描述(对相似形态虫卵的鉴别也不尽如人意(

形成.只认识文字(不认识虫子/的糟糕局面'这些是在

临床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暴露了实习学生在人体寄

生虫学临床实践技能方面掌握得还很不足)

/

*

'

A#C

#

实习单位生物安全防护的不足
#

寄生虫对人体

的危害包括其作为病原体引起的寄生虫病以及作为

疾病的传播媒介两方面(所以对寄生虫检测的条件提

出了要求(必须为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一些实习单

位在资质上达不到要求(在实习带教中对学生的生物

安全防护+应用指导不足(学生在进入医疗工作环境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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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认识也不充分(反而可能导致

实习生被感染寄生虫病'针对这些问题(也为了让学

生在实习的有限时间内更好的掌握人体寄生虫的要

点(本科室不断完善实习带教中的不足(培养学生独

立的寄生虫分析与鉴别能力)

$

*

(这是作为实习教学医

院应该思考并加以改进的方面'

B

#

人体寄生虫实习带教的改进对策

B#A

#

增加带习的师资力量
#

作为教学医院(本科室

一向重视临床教学(主要负责寄生虫检测的体液室建

立了由副高以上职称的资深工作人员带头(涵盖中

级+初级技师的人才梯队(定期对卫生健康委员会$简

称卫健委%临检中心以及
M)*

回报的结果进行讨论

学习(总结寄生虫形态结构的要点+难点(并对带习教

师参照
-UZ!9!'1

以及
M)*

相关要求进行严格的考

核'每一位教师以小讲课的形式对轮转到体液室的

实习学生有针对性的讲解(互相交流(达到真正实习

的目的'本科室不光常年接收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实

习(同时也会.走出去/(每年派出中青年教师到学校

参与教学(把临床实习带教中的遇到的问题和病例(

学到的新方法带到学校去(让在校学生了解临床的发

展以及需要的人才(本科室的教师队伍也得到提高和

锻炼(实现教学与临床良好的结合'

B#B

#

提高人体寄生虫的检测水平
#

通过参加国家卫

健委临检中心的寄生虫学室间质评(以及参加
M)*

的能力验证计划(带习教师发现了自己在寄生虫检测

方面的不足(并不断加以改进)

9

*

'在一次
M)*

的寄

生虫
*+

标本中(本科室漏检过蓝氏贾第鞭毛虫包囊'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漏检的情况(本科室不仅购买了最

新的寄生虫形态学图谱加强人员的学习(还将普通的

光学显微镜更换为清晰度更高并可通过软件截图的

照相显微镜'为了提高寄生虫的阳性检出率(还查阅

文献(在实验室现有的条件下(除了生理盐水直接涂

片以外(还进行浓缩涂片(例如清水沉淀集卵法&对高

度怀疑寄生虫感染的还进行涂片染色(例如对蓝氏贾

第鞭毛虫滋养体进行瑞氏染色(对蓝氏贾第鞭毛虫包

囊进行碘染色)

2

*

(建立自身的寄生虫图库'笔者将这

些改进措施写进本科室的标准操作程序$

UZ*

%(形成

制度化操作(指导带习教师持续改进'卫健委临检中

心下发的寄生虫图片(主要针对国内常见的寄生虫进

行考核且只有图片并无文字描述(反映的国际化的寄

生虫病种不全面'而
M)*

下发的寄生虫
*+

标本则

不同(每
!

例标本都有对应的病例(病例中包含的信

息大致包括标本的来源(受感染者的基本状况(感染

后的临床症状等(这也让带习教师从另一个角度对寄

生虫感染的国际变化趋势有所了解(在遇到难以分辨

的寄生虫时(通过病例分析(能够帮助带习教师更多

的考虑一些少见寄生虫的感染(对少见+难见和较易

混淆的寄生虫的鉴别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经过汇总

以往本科室参加的
M)*

的寄生虫能力验证计划(发

现阔节裂头绦虫卵出现的概率较高(由阔节裂头绦虫

寄生于人体小肠引起的疾病(多见于亚寒带及温带的

湖泊水域(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

鲜以及菲律宾就有流行(我国东北也有少数的病例报

道'考虑到寄生虫的
*+

标本是经由美国的
M)*

总

部制作后(通过快递邮寄给参加该项目的各实验室(

可见在北美由阔节裂头绦虫所引发的感染可能较为

常见'通过参加
M)*

寄生虫能力验证计划(发现自

身的不足(同时制定出培训计划(让本科室检验人员

寄生虫形态的检测能力持续获得提升(为更好地指导

学生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B#C

#

增强学生独立的寄生虫检测水平
#

寄生虫实习

带教最终的目的是能让学生将来在进入临床工作中

能够独立的完成检测工作(并能对检测报告做出解

释'在实习期间除了对学生进行寄生虫的讲解(还很

重视对学生进行考试'带习教师把过去卫健委临检

中心下发的图片对学生进行考核(对考核结果进行评

价(将学生错误的+易产生困惑的寄生虫收集起来进

行讲解讨论(增加记忆'由于本科室被批准为四川省

医学检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培训更好地培

训人体寄生虫检测人才(本科室总结参加
M)*

的寄

生虫能力验证计划获得的经验(为了使学生掌握在实

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

*

(比如(如何在含有杂质

的标本中寻找虫卵(遇见形态上相似的虫卵如何鉴

别(发现少见难见的虫卵时如何鉴定(带习教师让学

生自己寻找标本中的寄生虫(最后由带习教师进行统

一的讲解指导'学生通过这些考核不仅能充分调动

自主学习的意识(还使得学生在理论知识掌握+技能

实践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

'

C

#

结
##

语

##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之

间人员的交流会越加频繁(出现在
M)*

的
*+

试验中

的寄生虫被感染的概率也随之增高'近几年江苏省

和山东省输入性疟原虫发病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其

中恶性疟病例占绝大多数)

17!%

*

&湖南等地回国人员中

感染埃及和曼氏血吸虫病的病例增多)

!!

*

&

"%%1

年
"

月云南省兰坪县旋毛虫病爆发流行(

"%!$

年
1

月江苏

省发现我国首例输入性非洲锥虫病&福建及北京也发

生过因食用福寿螺集体感染广州粪类圆线虫病的公

共卫生事件)

!"

*

'除此之外(现在家庭饲养宠物的增

多(有些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感染也有增多的趋势'随

着经济的发展(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寄生虫

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但是寄生虫$下转第
!!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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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官损害相关&并对患者采取相应的临床干预措

施(以预防或缓解慢性
\QYX

的发生(达到延长患者

生存时间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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