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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华西检验学科联盟的现状及发展需求,为加强联盟单位检验学科发展及联盟医院之间

的深入合作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问卷星对华西检验学科联盟(不包括华西医院)检验科的现状及发展需求进

行网络调查和分析。结果 184家华西检验学科联盟医院中,三级医院占51.1%,二级医院占48.9%,亚专业

排名前三的是临检、生化、免疫。94家三级医院中高级职称(12.5%)、中级(31.4%)、初级(45.5%),学位占比

为博士(0.9%)、硕 士(6.9%)、本 科(64.0%)、专 科(21.2%),2017年 发 表 文 章423篇,中 文 期 刊396篇

(93.6%),SCI
 

27篇(6.4%),通过ISO15189实验室认证4家(4.3%),CAP认可
 

1家(1.1%),参加卫生部室

间质评75家(79.8%),省级临检中心室间质评91家(96.8%),院均每天检测标本数1
 

606例,检测项目15
 

468
项,最希望发展的亚专业为分子诊断、微生物和免疫;90家二级医院中高级职称占8.3%、中级占23.5%、初级

占55.0%,学位占比为硕士(0.6%)、本科(53.9%)、专科(32.4%);2017年发表文章95篇,中文期刊94篇

(98.9%),SCI
 

1篇(1.1%),参加卫生部室间质评30家(33.3%),省级临检中心室间质评80家(88.9%),院均

每天检测标本数418例,检测项目2997项,最希望发展的亚专业为微生物、分子诊断和血液。结论 华西检验

学科联盟实力较强,临检和生化技术人员是联盟主力军,高学历及高职称人员结构有待提高,科研及实验室认

可方面差距较大,联盟医院对分子诊断、微生物、免疫和血液专业的发展需求较大,联盟需制定切实可行精准帮

扶政策,加快联盟学科发展,全面提高检验联盟的业务和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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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医联体建设在全国各地有声有色的开展,
专科联盟作为医联体工作的一部分,以提升技术水平

为目标、以自愿互利为原则进行组建[1],已取得不错

的反响。2018年4月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成立了“华
西检验学科联盟”,联盟有助于联盟内医院的资源、利
益共享,优势互补[2]。目前联盟不断壮大,在区域范

围内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共赢的氛围,华西医院作为联

盟倡导者,对整个联盟的详细状况并不太了解。为了

更好地了解检验联盟的目前情况,本文对联盟医院分

级、人力资源、检测项目、质量控制、科研论文、科室建

设及发展需求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以期对以后联盟

医院检验科的发展提供帮助。
1 调查问卷基本情况

  为了了解华西检验学科联盟现状及发展需求,华
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对联盟医院检验科人力资源、检测

项目、质量控制、科研论文、科室建设及发展需求进行

问卷调查。
1.1 问卷调查方式及对象 采用问卷星对华西检验

学科联盟(不包括华西医院)184家联盟检验现状及发

展需求进行网络调查分析。
1.2 问卷的设计 本次问卷将医院分为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从人力资源、检测项目、质量控制、科研论

文、科室建设及发展需求五个方面进行调查,问卷采

用单选、多选、填空及问答题方式进行。
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2.1 人力资源情况

2.1.1 检验科人员数量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检验科

总人数为3
 

786人(不包括华西医院),三级医院总人

数2
 

663人,二级医院总人数1
 

123人,各级医院亚专

业人员分布见图1。
2.1.2 检验科人员学历状况 在华西检验学科联盟

中,三 级 医 院 博 士 24 人 (0.9%)、硕 士 183 人

(6.9%)、本 科 1705 人 (64.0%)、专 科 564 人

(21.2%),其他人员187人(7.0%),二级医院硕士7
人(0.6%)、本 科 605 人 (53.9%)、专 科 364 人

(32.4%),其他人员147人(13.1%)。见图2。
2.1.3 检验科人员职称情况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职

称调查三级 医 院 正 高61人(2.3%),副 高2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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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 级 838 人 (31.4%),初 级 1
 

211 人

(45.5%),其他280人(10.5%),其中取得执业医师

资格 证 书 178 人 (6.7%);二 级 医 院 正 高 5 人

(0.4%),副高88人(7.8%),中级264人(23.5%),
初级618人(55.0%),其他148人(13.2%),其中取

得医师资格证书46人(4.1%)。见图3。

  注:其他包括检验科抽血护士、检验社会规培人员、部分产前诊断

及病理人员

图1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亚专业分布情况(人)

  注:其他包括中专及以下学历

图2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学位分布情况(人)

  注:其他指未取得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的人

图3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人员职称分布情况(人)

2.2 检查项目情况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医院都开展

了3大常规,95.0%以上医院开展了肝肾功能检测、
血气分析,部分开展了心肌标志物、激素及肿瘤标记

物检查等,且联盟医院每天检测项目数量差别很大,
见表1。
表1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各级别医院每天标本检测情况

医院级别 医院数量 院均标本量(个/天) 院均检测项目(项/天)

三级医院 94 1
 

606 15
 

468

二级医院 90 418 2
 

997

合计 184 2
 

024 18
 

465

2.3 质量控制情况

2.3.1 室内质控情况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中95.0%
以上的检测项目检测前都做了质控,2.0%的检测项

目没有做质控,且存在质控品保存和使用不当的情

况,4家实验室(2.2%)还未完全建立标准化SOP
文件。
2.3.2 室间质评情况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中三级医

院通过ISO15189实验室认证4家(4.3%),CAP认

可
 

1 家 (1.1%),参 加 卫 生 部 室 间 质 评 75 家

(79.8%),省级临检中心室间质评91家(96.8%);二
级医院参加卫生部室间质评30家(33.3%),省级临

检中心室间质评80家(88.9%)。
2.4 科研论文情况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2017年发

表文章共计518篇,三级医院中文期刊396篇,SCI
 

27
篇;二级医院中文期刊94篇,SCI

 

1篇。
2.5 科室建设及最想发展的专业情况

2.5.1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科室建设面临问题 华西

检验学科联盟医院科室建设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排
在前3位分别是人才培养、科室硬件设施的提升及科

研论文投入,另外还包括设备仪器更新、科室扩建、实
验室规范化管理等。
2.5.2 联盟医院检验科最想发展的专业情况见图4。

图4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医院最想发展亚专业(家)

3 讨  论

  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华西检验学科联盟医院检验

科整体实力较强,但并不均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匮

乏,科研能力薄弱,部分医院仪器设备配置简陋,检测

项目偏少,实验室质量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联

盟医院检验科对分子诊断、微生物亚专业发展需求

较大。
3.1 关于人力资源问题的思考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

医院中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在人员结构、学历、职称

分布差异明显,普遍存在高职称高学历人才缺乏的现

象,极大地阻碍了华西检验学科联盟的建设与发展。
因此,解决这类问题刻不容缓,最重要的方法是加强

学科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各级医院最直接的方法

是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是强化

学科建设,提高医院实力与竞争力的捷径[3]。他们能

带来新技术、新理念,提高学科医疗技术水平,能激发

现有人才队伍活力,达到人才队伍知识技能水平和科

研能力双重提高[4]。其次,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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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尤其要注重科室内部人员的培养,因为高层次人

才引进较为困难,只有通过内部培养,以老带新,才能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我用的双赢局面。最后,华西医

院应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管理上的优势,将医疗资

源纵向整合,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达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服务百姓和共同发展[5]。
3.2 关于检测项目的思考 目前联盟医院开展的检

验项目基本能够满足临床需要,但由于人们对医疗服

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的一些检测项目也不再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分子免疫、微生物

等项目检测上。三级医院本身底子厚,人才储备足,
因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新项目,同时优化检

验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使检验过程自动化、智能化。
二级医院资源有限,人才匮乏,标本量少,小部分新项

目的开展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开展项目方面二级

医院不必过于苛求项目数量,而应重视检验质量[6],
此外,对于临床需要开展的分子诊断及微生物项目应

综合考虑地域及级别,在区域内建立相关检验项目基

地,华西医院可以派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使基地更快

地开展临床检测工作。
3.3 关于科室质量管理的思考 检验学科联盟医院

质量控制较好,做好室内质控的同时,积极参加卫生

部、省临检中心的室间质评,为实验室检验结果的准

确性提供了保证。然而少部分医院为了节约成本有

些检验项目并未做质控,有的并未按标准的SOP步

骤操作,既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有时也会给临床

医生带来误诊,因此为了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及检验

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到快速、安全、有效,各级医院必

须加强对检验的质量管理[7],具体措施三级医院运用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人员结构,提
高检验人员素质,狠抓质量控制,同时加强与生物公

司之间的合作,建立智能化自动化实验室,使方法步

骤标准化、信息检测自动化,减少人为操作引起的误

差。二级医院由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实

现自动化较为困难,因此结合科室自身特点提出质量

改进方案,同时学习上级医院优秀的管理模式、特别

是质量管理控制方面,取长补短,回去以后结合自身

特点加以整改。最后以华西牵头联盟内抽调专家成

立质量管理帮扶小组,通过互联网或者下派基层为联

盟质量管理有需求的单位提供意见和帮助,查漏补

缺,双向合作,协助他们建立健全检验科质量管理制

度,并要求他们加大制度执行力度[8],确保检验科工

作效率及工作质量的提升[9]。
3.4 关于科研论文的思考 2017年华西检验学科联

盟发表文章518篇,中文490篇,SCI
 

28篇,三级医院

院均4.50篇,人均0.16篇,二级医院院均1.10篇,
人均0.08篇。说明联盟医院检验科人员科研能力十

分薄弱,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差距明显,造成这样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与训

练方面不足,其次是对论文写作课程重要性和价值性

的认识不足[10],最后是单位领导的不重视、经费紧张

(二级医院尤其明显)、工作繁忙等原因造成,解决这

类问题比较直接的方法是引进高学历、高层次科研型

人才,但由于平台资源、文化氛围、工作方式等方面的

差异限制了二级医院对这类人才的引进,因此各级医

院可以充分利用检验科在标本检测、实验数据收集、
设备上的优势,与本院临床医生合作,联合完成高水

平的科研课题。同时鼓励专科联盟内医疗机构与华

西及其他上级医院开展科研协作,联合申报科研项

目,联盟内单位互相合作,发表高质量的论文[11]。
3.5 关于科室建设问题的思考 联盟医院检验科室

建设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有设备仪器更新、人才梯

队建设、科研论文投入等等,要解决这一类问题最主

要的是硬件设施的提升和人才的引进。硬件设备是

生产的基础,具有技术能力的人才是第一生产要素,
二者有机结合互相推动,才会为检验科带来提升和发

展[12]。但由于部分联盟医院领导对医技科室的不重

视及财力、物力的限制,很难从根本上快速解决问题,
各级医院只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力己所能,稳中求

进,先把有能力改善或者完成的工作作为首要任务,
然后再逐一慢慢解决,同时可以借华西专家的力量向

院方提出建设建议,加强对检验学科的重视和投入,
逐步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4 结  论

  华西检验学科联盟的建立对各医院而言既是机

遇又是挑战,联盟各级医院应该抓住这一抱团取暖的

发展机遇,各成员间相互合作,扬长避短,优势互补。
人才是科室发展的动力和基础,联盟基层单位可以派

骨干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或深造,华西医院对联

盟单位的人才培养提供绿色通道,加快人才建设,促
进人才流动,同时注重培养基层科研意识,形成联盟

科研网络,汇聚病员地域优势,提升科研能力及业务

水平,使联盟内结果尽可能同质化,为患者提供更加

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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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医学联盟背景下本科留学生实验诊断实验技能的教学实践*

张艳芬1,马 宁2,多丽波1,刘彦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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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留学生尤其是俄罗斯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深入了解留学生学

习习惯与特点,不断提高其实验诊断学实践操作能力仍是该领域教育工作者新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介

绍了哈尔滨医科大学近年针对留学生实验诊断学实践操作培养的经验,对新时代留学生教学进行了思考。从

“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反馈来看,本次实践技能教学活动达到该校对于临床本科层次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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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成立的第5个年

头,这期间“联盟”已建立多个研究所等机构,双方进

行了3
 

000余人次的互访交流,成果卓著。在国家大

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俄双方的教学、
科研规模还将不断扩大。近年,该校留学生数量提

高,留学生国别方面也有所拓展。从印度、巴基斯坦

到新加坡,加拿大及俄罗斯等国家,学校的教学领域

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
临床医学各学科中诊断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

实验诊断学则是诊断学重要的一部分[1],是基础医学

向临床医学过渡的桥梁课程,实验诊断学的教学效果

将直接影响医学教育的整体质量[2-3]。然而,在基础

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过程中,首先开设的实验诊断

学对学生来说,理解较为困难,记忆内容较多,往往掌

握的不是很理想。这就加大了实验诊断学教学的困

难。近年来该校招收了巴基斯坦、尼泊尔、俄罗斯等

国家的本科留学生,在留学生的实验诊断学教学中除

了以上问题外,更增加了语言障碍、学习特点不同等

问题,这就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尔

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

室在近年本科留学生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初步的

经验做了总结及初步的探讨。

1 学生特点分析

  与中国学生较为压抑的课堂气氛相比较,留学生

课堂显得更为活跃,同学们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此外,留学生对课堂教学时间、休息时间的观念更强,
更愿意表现自我,思维敏捷。但对于传统认识中组织

观念,留学生尚显不足,甚至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
可能与西方教育观念有关[4-5]。对此,笔者基于充分

的认识和理解,根据留学生特点进行课 程 设 计 和

实施。
目前该校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俄罗斯

等国家,各国留学生英语语音、语调、语言习惯差别较

大,在与学生沟通交流时有一定困难。针对此项问

题,该教研室发动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到留学生的理论

与实践教学中,课前鼓励教师多听、多练,在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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