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模式$倡导把学习设置于复杂)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之中$让学

习者通过合作解决真实性问题$学习隐藏在问题背后的知识

点$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寻求知识)思维评判的能力是以

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小组讨论)自学的教学模式*

.3'

+

,对

于肯钻研的同学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挥自主能动性的机会$

但对于自制力差的同学$则可能流于形式$为了完成任务而应

付教师$对于这部分同学$教员一定要严格管理$要求每个同学

都必须自己动手去寻找答案$并且此部分工作同临床微生物学

检验实验课的成绩挂钩$在传统医学模式向
QT2

教学模式过

渡期间$此种方法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学员的学习效果

反而会下降(另外$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实验课的
QT2

教材$如何设计
QT2

教学中的问题甚为关键,

所设计的问题一方面要最大程度的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学习

的热情$以及对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探索欲$同时$还要照顾到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系统理论的学习$因此所设计的问题要有针

对性$这就要求教员在集体备课时集思广益$精心设计各种问

题,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地摸索和完善$在

现有条件下$可以逐渐的由传统教学模式向
QT2

教学模式进

行过渡$希望将来这种教学模式在不同层次学员的医学课程教

育中都能得到运用,

'

!

总结和体会

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接受的都是应试教育$对教师有很

大的依赖性,自从上大学以后$在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等方面

产生了很多困惑,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又是一门内容复杂)零

散)难记忆)难掌握的学科$传统教学法往往达不到很好的教学

效果,

QT2

教学强调以问题为基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学生

掌握了自学的方法,通过
QT2

教学$学生学到的不仅是知识$

还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有效的临床思维方法,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学生对
QT2

教学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一方法可提高

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促进自学$积极运

用课堂笔记或教科书以外的信息$对所学的知识在理解的基础

上$加深了记忆,

分析问题的能力$就是对所发现的问题能够进行分析$从

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必须能真正学

会思考$有创新意识$能更好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QT2

教学

突破书本范围$通过学生自己广泛阅读发现)分析问题$探索解

决问题的方法)途径$主动吸收新知识,通过病例讨论的方法$

使基础结合临床$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不仅运用了知识$也充分

展示了他们的能力$有助于学生能力的训练和知识的掌握$为

以后临床课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讨论中$学生不仅应

用了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知识解决了具体的问题$还远远超出

了书本的范围$使学生开阔了思路,通过
QT2

学习过程$培养

了学生捕捉)整合)判断各种信息价值的能力和质疑能力$不断

思考)发现)创新的能力等$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个体性$充分

开动脑筋运用多门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推理)综合直

至得出结论$培养其临床思维能力$成为具有个体发展优势的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当然$

QT2

并不是适用所有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存

在一些实际问题,从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首先$最突出的问

题是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来查阅资料和自学总结$加上其他学

科的学习压力$难免会造成顾此失彼$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学习,

这意味着要全面或全程实施
QT2

教学$应该考虑学生的承受

能力,其次$有些学生自学能力有限$在课前自学抓不住重点$

面面俱到$耗费了大量精力$影响了学习热情,最后与
QT2

教

学相配套的硬件环境还不尽如人意$教室的数量和查阅资料的

设备也不相匹配,总之$尽管进行
QT2

教学存在一定的问题

和难度$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QT2

必将成为一种有效果和

高效率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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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认可在临床基因扩增检验领域的实践

师志云%赵志军%贾
!

伟%赵
!

颖%魏
!

军!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银川
!

:0((('

#

!!

"关键词#

!

医学实验室认可'

!

临床基因扩增'

!

质量管理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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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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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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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3);*(3(+

!!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8)0),;

质量管理

体系*

)

+

$从
+()(

年
)+

月
+)

日起正式运行$该质量体系目前运

行近一年$现就医学实验室认可在临床基因扩增检验领域的实

践进行探讨,

$

!

人员动员和文件学习

基于
"̂8)0),;

认可的几个要点即分析前)中)后$质量控

制和审核$为了更好地熟悉和掌握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

定期培训)自学)参观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并在科室营造全员关

注)积极参与的认可氛围$特别要强调团队精神,本中心组织

基因扩增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对相关的认可准则及其在临床

基因扩增检验领域的应用指南进行全面认真的学习$从本室的

实际情况出发$对专业领域展开有针对性的讨论和交流,

/

!

编写标准操作规程

"̂8)0),;

认可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写是质量管理体系

存在的基础和证明$也是体系评价)改进)持续发展的依据$一般

分为
.

个层次!质量手册)程序性文件)标准操作规程#

1BJFKJ@K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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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

7

I1B+()+

!

_=M9;

!

5=9)0



=

P

?@JBG=F

P

@=E?KI@?

$

8̂Q

%

*

+

+

,

8̂Q

文件的种类需要根据本室具

体情况来进行分类$试剂配制
8̂Q

主要是针对试剂配制过程)

用途和质量控制的描述(标本采集
8̂Q

主要是针对实验室对

各种标本进行前处理)运送与保存等操作的描述,

'

!

现场评审的准备与沟通

现场评审一般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56̂

%

对申请单位提交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相关资料进行初步审

查)验证合格后方可实施,评审组依据
%56̂

的认可准则)规

则和要求及有关技术标准对实验室所申请范围内的技术能力

和质量管理活动进行现场审核*

.

+

,在临床基因扩增检验领域

进行现场评审过程时$由于不同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有不同理解

和观点$因此$实验室人员应在现场评审之前及现场评审过程

中及时与专家进行现场沟通)交流和协商$以便顺利完成现场

评审任务,

1

!

重视分析前质量控制及与临床的有效沟通

从
"̂8)0),;

认可在医学检验全面质量管理的角度看$分

析前质量保证是临床检验质量管理的前提$正确采集)运送)接

收)处理和保存标本是获得准确)可靠检验结果的首要环节,

基因扩增实验室更应该重视与临床的有效沟通$定期对临床医

护人员进行培训,标本采集人员要严格按照实验室制定进行$

并熟悉如何避免分析前的干扰因素,标本运送要求比较严格$

旨在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基因扩增实验室收到标本后应

立即对标本进行检查和核收$仔细检查标本的标示)容器)抗凝

剂)标本量)标本状态#如溶血)脂血等%是否符合检测要求$以

及标本是否与检验申请相符$确认合格后双方签字,对于所有

的进程和操作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来进行$将人为误差尽量降低

到最小,对于所有的试剂要进行详细的记录$把质量放在第

一位,

2

!

加强生物安全培训

在实验室工作中保证实验室安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在基因扩增试验室中$对生物的防

护)对污染物和废弃物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进行生物防护的过程中$口罩)帽子)手套工作

服等都是必备的用品$冲眼器)

:0S

浓度的乙醇)眼罩)生物安

全柜等也是必要的设施$对于发生的紧急情况要制定详细的处

理方案*

'

+

,对于基因扩增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要加强安全方面

专业知识的教育$定期对工作人员展开各方面安全操作的培训

训练$并将安全知识与工作人员的业绩挂钩,建议设立基因扩

增实验室生物安全负责人$由专人负责,

)

!

问题与展望

对于国际上的所有认可机构而言$医学实验室认可是一个

新的认可制度$仍然处在摸索发展之中,医学实验室
"̂8

)0),;

认可在中国开展的时间还很短$在经验的积累方面存在

着很大的不足$近期
%56̂

已组织专家对本专业应用指南进

行了修订和补充$.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基因扩

增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征求意见稿已经发放$旨在使其更具

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临床医学的肝炎)性病等感染

性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实验室检测具有客观)准确的优点$在临

床中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中

国临床基因扩增检验有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没有建

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运行中$质量

管理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验室的管理阶层应该充分认识

到这一点$不断地提高检测与服务的能力并积极的实施持续改

进措施与方案$只有这样临床基因扩增检验专业的检验质量与

服务水平才能得到改进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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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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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

!

分析前'

!

分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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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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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检验医学发展迅速$检验技术不断提高$全程质量

管理体系已受到各医院检验科的重视$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也开始建立完善$现在多数实验室都有了较完善室内质量控

制和室间质量考评制度$但对分析前和分析后的的质量控制却

不够重视$因此出现了实验室的质控考核优秀$临床医生却常

常反映检验结果与患者病情不符的情况$使得一些医生对检测

结果产生疑虑$影响诊断的质量,因此$检验人员不能只考虑

分析阶段的质量保证$一个准确的检验结果应该是在全面的质

量管理基础上产生的,尤其必须重视和参与分析前)后阶段质

量控制工作$作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

!

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9$

!

注重和临床医生联系和交流
!

近年来$循证医学成为热

门话题$如何快速)准确)高效率地作出诊断是讨论的重点,目

前检验项目的不断增加$不仅给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检测手

段$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实验室应采用各种方法向临床

介绍新项目的特点)临床意义以及已有项目的区别$帮助医生

更好)更快地掌握新知识,根据患者病情合理选择最佳检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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