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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拓实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简该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科研基础!培育教师创
新性教学团队!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检验医学人才,方法!在该院;678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微生物学
检验技术/实验课程中开展了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教学模式改革!学生针对科研主题整合知识!通过查
阅文献资料0设计实验方案0实施实验0完成论文的序列锻炼!同时以;679级作为对照,结果!前后两次设
计性实验进行比较!第;次分别在实验设计环节的选题创新性'实验设计合理性和开题报告格式!以及论文写
作环节的背景是否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实验方法是否合理'实验数据处理是否正确和讨论分析是否合理等方
面的评分明显高于第7次$均!$6065%!在涉及微生物研究方向的毕业论文初稿中!教学改革年级在背景是否
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讨论分析是否合理以及论文整体格式上评分显著高于对照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6065%,结论!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的教学改革对于提高学生创新性实验的设计能力'论文写作能
力!拓展医学知识的视野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临床微生物学#!科研#!设计性实验#!教学法

!"#!760<?9?%@0%..(0798<">7<60;6;;07806;5 中图法分类号"V9>;
文章编号"798<">7<6$;6;;%78";79="65 文献标志码"]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0规划纲要.*7+要求

高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比例显著提高"人才培养结构更趋合理0和/引导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和创业实践"强化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的创新创业导向"开展创新创业竞赛"营造
创新创业校园文化0$;67=年以来各高校积极开展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0和/创新创业大赛0活动"
活动初期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本院'学生
存在报名不积极"参与人数少"即使少数的报名者也
存在实验设计不合理#实验设计可行性低"实验创新
性较差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学生存在科研基础薄
弱"文献阅读量少"创新精神不够和团队协作性差等
问题有关*;"<+"除此以外还和学校实验条件有限"教师
本身总体创新能力弱和学科限制比较僵化等有关*>+$
目前以科研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医学各学科如药理

学实验*5+#口腔医学*9+#微生物学*8+#基础医学机能实
验*=+等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实践成果$以科研为
导向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针对科研主题
整合知识"通过查阅文献资料2设计实验方案2实施
实验2完成论文的序列锻炼"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实践创新和建立良好科研思维的目的"从而受到
广大医学生的欢迎$为了拓实学生的科研基础"培育
教师创新性教学团队"本院以创新和应用能力培养为
核心"以设计性#自主性#综合性实验为提升手段"以

实现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检验医学人才的最终目
标"整合学院有限的实验室资源"打破学科的限制"在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0实验课
程中开展了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教学的改革

与研究"现将实施情况报道如下$

$!研究方法与实施措施

$0$!研究对象!参与此次实验教学改革研究的为本
院;678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个班级"共769人"
其中男>9人"女96人$同时选取本院;679级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个班级"共76<人"其中男>5人"女

5=人作为对照"两个年级学生的所学课程完全相同"
在年龄#性别等人口信息方面的资料的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0%!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对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
性实验开展需求的问卷调查!以/微信0问卷的形式
分别已经完成-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学习的

;679级学生和即将开始学习的;678级学生展开调
查"了解所有学生对以创新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的需
求和参与意愿$

$0&!教学改革方案及实施过程!在开学后的第;#第

>周以学术的形式开展/怎样做好课题的选题及写好
开题报告0及/本科生怎样写好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0
两次讲座)在第9#77周和第7<#7=周"本研究开展
了两次以科研为导向教师仅提供选题方向#学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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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并设计实验方案的设计性实验"其选题分别为
/环境中的微生物0和/细菌的耐药0$具体的实施过
程如下!按照>#5人%组"两个班级共计;>个实验小
组)分别在第5周和第7;周布置设计性实验的选题
方向"要求学生用;周左右的时间通过查阅文献和小
组讨论的形式认真选题并每组设计课题实验方案"形
成开题报告和 OOQ 文档"利用;学时实验课进行

OOQ汇报及开题答辩"教师筛选一个实施课题并进行
修改完善)利用>学时实验课&不能完成部分利用课
余时间'由学生按照方案进行自主实验"收集并规整
全班获得的有效实验数据"让每个学生根据实验情况
和最后的实验数据完成课题论文"最后由教师用;学
时就整个实验过程和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

结和分析$开题答辩环节由5名专业教师组成答辩
小组"在答辩过程中就相关问题与学生展开讨论"指
出学生实验设计中的亮点和缺陷$5名教师结合开题
报告和OOQ答辩情况对每个组的选题创新性#实验
设计合理性和开题报告格式等<个方面分别按照百
分制进行评分"实验完成情况的评分由该组监督和指
导教师给出分数"同时等学生论文完成后"通过集体
备课的形式对每组学生论文的背景是否紧扣关键词

和创新点#实验方法是否合理#实验数据处理是否正
确#讨论分析是否合理和论文整体格式等5个方面分
别按照百分制进行评分$记录;个班所有;>组两次
设计性实验的所有环节的成绩"5名教师给出的评分
采用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保留7位小数的
方式计入研究评分$

$0'!学后问卷调查!对参与教学改革的学生在学期
末-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结束后再以/微信0
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所有学生对本院开展的以创新
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的意见和评价$主要设置问题
如下!&7'在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整合实验中"你认
为几名教师参与授课最为合适1 &A;#<名)]>#5
名')&;'在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整合实验中"你认
为一次实验安排多少学时较为合适1 &A9#=学时)

]76#7;学时')&<'根据本院的教学任务"你认为在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0中"安排几次以科研为导向
的设计性整合实验较为合适1 &A7次)];次')&>'
你是否认同在其他专业科中"也开展以科研为导向的
设计性整合实验1 &A认同)]不认同')&5'对于在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新设立一门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

整合实验课程的设想"你是否认同1 &A 认同)] 不
认同'$

$0(!教学改革年级和对照年级毕业论文质量评估!
收集并筛查出所有涉及微生物研究方向的;679和

;678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初稿"隐
去学生的姓名和年级等信息"由5名专业教师对其选
题创新性#背景是否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实验设计
合理性#实验数据处理能力#讨论分析能力和论文整
体格式等分别按照百分制进行评分$对5名教师的评
分采用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保留7位小
数的方式计入研究评分$

$0)!统计学处理!所有获得数据均用COCC;706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GdC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检验"
以!$606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0$!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对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
性实验开展需求的问卷调查情况!两个年级共发放
问卷调查表共;6?份"回收;6?份"回收率为766U)
在问题&7'#&;'#&<'上两个群体的答案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6065'"见表7)在问题&>'上"即将学习群体
认为自己面临的主要障碍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及实验
设计能力0&<>06U'和/自己和同学完成实验和论文
的团队协作能力0&<;07U'的居高"而完成学习群体
则以选/学院的实验条件0&<506U'为最高"两个群体
在/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整合实验最可能面临的障
碍0的主要来源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705>;"!f6066?'"见表;)在问题&5'上"完成
学习群体在>个选项上选择率均低于即将学习群体"
但仅选项/N与同学一起完成实验的能力0两组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057>"!f6067;'"见表<$

表7!!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对-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中开展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的需求&U'

分组 ( 同意引入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 认可能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认同整合其他实验室资源开展实验

即将学习群体 769 ?80; ?50< ?;05

完成学习群体 76< ??06 ??06 ?807

!; 60?9; ;09;? ;0;56

! 609;; 60;7; 60;75

%0%!实施教学改革年级两次设计性实验的成效及比
较!在两个选题方向上"大部分的同学们都能主动去
查阅文献"认真地对实验路线去进行设计"两次实验
中;>个实验组均完成了实验设计的开题报告并派代

表以OOQ形式汇报$根据/学生选题有一定创新性#
逻辑性#合理性0和本院实验室实际条件下的可行性
等角度"最终分别筛选并确定了/部分公共场所水中
嗜肺军团菌污染状况分析0和/美罗培南与亚胺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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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的效率及稳定性的差异及对

其他抗菌药物灵敏度的影响0两个选题开展实验"全
部;>组学生均按要求完成其指定的试验内容并完成
了论文$本文对前后两次设计性实验从实验设计#实
验完成#论文写作等环节的一些相关指标进行了评
分"从评分情况来看"第;次设计性实验的所有评分

指标均高于第7次"两次实验之间分别在实验设计环
节的选题创新性#实验设计合理性和开题报告格式"
以及论文写作环节的背景是否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
实验方法是否合理#实验数据处理是否正确和讨论分
析是否合理等方面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065'"见表>和表5$

表;!!学生认为开展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设计性整合实验最可能面临的障碍的主要来源%(&U'(

分组 ( 学院的实验条件 教师的指导水平
学生们的知识储备

及实验设计能力

学生们完成实验和

论文的团队协作能力

即将学习群体 769 ;7&7?0=' 75&7>0;' <9&<>06' <>&<;07'

完成学习群体 76< <9&<506' ;<&;;0<' ;;&;70>' ;;&;70>'

!; 7705>; W W W

! 6066? W W W

!!注!W表示无数据$

表<!!学生自认为参与设计性整合实验最需要提高的能力&U'

分组 ( 文献检索能力 实验设计能力 与同学完成实验的能力 论文写作能力

即将学习群体 769 8<09 8505 9>0; 8>05

完成学习群体 76< 9<07 9=0? >909 860?

!; ;095> 7077> 9057> 60<5;

! 607<9 60<5> 6067; 609>;

%0&!学后问卷调查反馈情况!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共

76<份"回收76<份"回收率为766066U$在问题&7'
中"认为>#5名教师参与授课最为合适的占=>05U
&=8%76<')在问题&;'中"认为一次实验安排76#7;
学时较为合适的占8908U&8?%76<')在问题&<'中"在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0中"安排7次以科研为导向
的设计性整合实验较为合适的占8;0=U&85%76<')在
问题&>'中"认同在其他专业科中"也开展以科研为导
向的设计性整合实验的占?;0;U&?5%76<')在问题

&5'中"认同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新设立一门以科研
为导向的设计性整合实验课程的设想占?<0;U
&?9%76<'$

%0'!教学改革年级和对照年级毕业论文质量评估情
况!在涉及微生物研究方向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
生毕业论文初稿中";678级论文初稿在9个论文质量
评价指标的评分上均高于;679级"其中背景是否紧
扣关键词和创新点#讨论分析是否合理以及论文整体
格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6065'"见表9$

表>!!学生小组前后两次设计性实验实验设计环节和实验完成情况评分的比较&分#GdC'

设计性实验序次 ( 选题创新性 实验设计合理性 开题报告格式 实验完成情况

MB07 ;> 860>d80; 8706d=06 9?07d50= 8907d805

MB0; ;> 8>0<d805 880=d=08 8909d90< 8805d909

7 W;077= W;0=<9 W>0;?; W6098>

! 606>9 60668 $60667 6056<

表5!!学生小组前后两次设计性实验论文写作环节评分的比较&分#GdC'

设计性实验序次 ( 背景是否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 实验方法是否合理 实验数据处理是否正确 讨论分析是否合理 论文整体格式

MB07 ;> 9=07d80= 860;d80= 9?07d906 980<d805 8;0<d80=

MB0; ;> 890<d80< 850=d90? 8>0<d=0; 8509d909 8507d806

7 W<0888 W;095= W;0>?< W>076; W70<6>

! $60667 60677 60679 $60667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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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两个年级涉及微生物研究方向的毕业论文初稿质量的比较&分#GdC'

学生年级 ( 选题的创新性 背景是否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 实验方法是否合理 实验数据处理是否正确 讨论分析是否合理 论文整体格式

;679 <7 980?d807 980>d90? 8;0;d=0> 8605d505 980?d806 860>d80>

;678 <5 9=09d=08 8;0;d=07 8507d90? 8>0<d50> 8509d90? 850=d809

7 W60<77 W;0787 W70<<8 W70969 W<079; W;0>5;

! 60858 606<5 607== 60775 6066< 6067=

&!讨!!论

!!从嘉应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对在-临床微
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中开展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
实验的需求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完成该课
程学习的还是即将进入该课程学习的该专业学生对

开展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均有很高的认可度

和认同率&均超过?606U'"表明这类实验教学改革对
于该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欢迎的"学生表现出了积极的
态度"这也为本研究顺利完成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树
立了信心$在对两个群体学生开展基于创新能力培
养的设计性整合实验最可能面临的障碍的调查中"两
个群体的调查结果存在差异"完成学习的群体主要表
现出对学院实验条件和对指导教师的担忧"他们是更
了解教学情况的群体"因此为了确保实验教学改革的
顺利进行"本教学组向学院申请了更多的教学资源和
年轻师资力量的支持$即将学习的群体主要表现为
对自身知识储备和实验设计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

担忧"这让笔者在课程设计中"前几周的理论教学中
先期引入了两次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的教学尝

试"分别在/细菌耐药性检测0学习中抛出了/鲍曼不
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的耐药机制及其检测0的问题"在
/医院内感染0学习中抛出了/微生物在医院环节中的
分布及对消毒剂的抗性0的问题$该模式的引入可以
引导学生学会查阅文献"自主就相关主题对其内容进
行梳理和总结*?"76+$另外本文还就有关实验开题报告
和论文的写作利用课外时间进行了讲座"其主要目的
是加强学生在实验设计和论文写作方面的能力$

从前后两次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学生各

项指标的评分来看"第;次所有评分指标均高于第7
次"特别是实验设计环节的选题创新性#实验设计合
理性和开题报告格式"以及论文写作环节的背景是否
紧扣关键词和创新点#实验方法是否合理#实验数据
处理是否正确和讨论分析是否合理等几个方面的评

分明显提高了"另外在对参与教学改革的学生涉及微
生物研究方向的毕业论文初稿的质量的一些指标上

分析也明显好于没有参加教学改革的学生"这些都表
明通过多次这种以科研为向导的设计性实验的开展"
可以明显提高学生们的实验设计和论文写作的水平"
这与在一些医学类其他学科进行的类似研究的结论

是相似的*77"7;+$
为了了解已经参加本次教学改革学生对教学改

革的一些建议"为在以后本专业学生中延续和推广教
学改革成果"本教学组在学期末再次就相关问题设计
了问卷调查表$从调查情况来看">#5名教师参与设
计性实验的授课被更多的学生所接受"这也许是因为
多几个教师参与其中特别是这些教师来自不同领域"
在开题报告的答辩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学生的实

验设计展开讨论"学生能了解更多知识"实验过程及
论文写作过程中在也能受到更多的指导$从教师的
角度来看"设计性实验中"学生虽然处于主体地位"但
确保完善的实验方案#顺利地完成实验#论文的批改
以及给学生实验过程形成性评价都是需要较多的人

力的$一次设计性实验安排76#7;学时更能受到学
生们的欢迎"这也是实验过程中教师的体会"在原本
的=节课里"开题报告的答辩只有;节课的安排"但
实际过程中7;组的答辩>节课的时间都是偏紧的"
学生们的查阅文献#小组讨论等都是课外安排没有占
用课时"实验过程中实际也占用了学生较多的时间"
所以对于一次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学时是
不够的$正因为这类设计性实验可能要占用较多的
时间"而为了确保教学大纲的教学内容的顺利完成"
可能安排一次设计性实验更加被学生所接受$

高层次医学检验的创新型人才是指能够灵活运

用交叉学科知识来解决未来医学领域中的前沿性问

题"能够面对/技术应用水平提升0和/临床知识视野
拓展0等多重挑战的综合性人才*7<"7>+$本院的实践情
况也表明以科研为导向的设计性实验的教学改革对

于提高学生创新性实验的设计能力#论文写作能力"
拓展医学知识的视野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效

果是较为明显的"但在一门课程中开展这样的教学手
段确是永远不够的"因此在其他课程中特别是其他专
业课程中也开展此类实验"或者以此为基础形成一门
/检验医学整合实验0的课程"可能有重要的意义$从
本研究对参与该教学改革的学生问卷调查来看"笔者
的设想也是受到同学们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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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学

利用风险管理指数设计定量项目室内质量控制方案的应用

张!裕!余启华!任碧琼"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临床检验中心!湖南长沙>76668

!!摘!要"探讨患者伤害预期概率及风险管理指数的概念及计算原理!利用电子表格 !̂-,&编辑函数!计算当
前质控策略下患者伤害预期概率及风险管理指数!绘制相关示意图!利用实例帮助实验室进行基于患者风险管
理指数的定量项目室内质量控制方案设计,

关键词"质量控制#!患者伤害#!风险管理指数

!"#!760<?9?%@0%..(0798<">7<60;6;;07806;9 中图法分类号":>>9
文章编号"798<">7<6$;6;;%78";78;"65 文献标志码"]

!!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PN'理论的最新趋势强调
了实验室应评估室内质量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以最大
程度地减少因检测过程中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错误

结果"导致不恰当的临床决策和医疗行动对患者造成
伤害的风险$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NGCD'已发布的指南NGCD!O;<"A*7+和NGCDN;>"
!4>*;+反映了这一趋势$N;>"!4>紧密结合了!O;<"
A中提出的风险管理的概念和原理"提出一种名为
/I$̂!&MYZ'0的患者风险参数"即存在未检出的失控
状态时"最终报告的错误&不正确或不可接受的'患者
结果数量相较在控状态下的最大增加量$在设计PN
策略时"考虑将 I$̂!&MYZ'控制在一定数量以下

*<+$
需注意的是此方法只控制了报告错误结果的数量"
I$̂!&MYZ'仅是患者风险中伤害概率的度量

*>+"但这
与患者风险不同"依据风险管理指南"患者风险还应
取决于检验程序发生失控的频率以及报告错误的患

者结果导致不恰当的医疗决策或行动而导致患者伤

害的可能性*5+$为此"N;>"!4>文件制定委员会主席
O$JX%( 提 出 了 一 个 新 指 标222风 险 管 理 指 数
&:ID'*9+"即报告的错误结果对患者伤害的预期概率
与可接受的患者伤害概率之比"来确定患者伤害风险
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并开发出配套的风险防控软件"
但该软件不能免费使用"现有的文献中也没有简单的
工具可以计算$本研究旨在梳理:ID计算原理"通
过使用常见的办公软件 !̂-,&编辑函数"利用实例计
算风险管理指数水平"并绘制示意图"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实验室进行基于 :ID的统计质量控制策略设
计$
$!:ID的概念及原理

!!!O;<描述了一种针对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风险管
理方法"该方法旨在识别实验室中所有可能的故障模
式"对已识别的故障模式进行风险排序&见图7'"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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