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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的思考

景蓉蓉１，２，崔　明
１，２，王惠民１，２△（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江苏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２．南通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江苏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临床实验室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是医学检验

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而课程内容研究作为贯彻和落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受到国内外高等医学教育界的

高度关注。构建合适的课程内容体系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新型检验医学人才至关重要。该文主要介绍了临床实

验室管理学和课程内容的定义及如何构建新型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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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高新技

术的应用使得临床实验室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临床实

验室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对临床实验室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

求。就医学检验专业而言，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是其主干课

程，在培养医学人才适应临床检验工作中起重要作用［１２］。通

过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等课程的教育和培养，可极大增强检验人

员对其在临床实验室管理中的地位、职责和作用的认识，提高

其管理技能和检验水平。

由于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因此

课程内容在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中处于核心地

位［３４］。课程内容研究作为贯彻和落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

环节，受到国内外高等医学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在科学技术和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新形势下，围绕培养新型检验医学人

才的目标，对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进行重新构建就成为

当务之急。本文主要从课程内容体系方面对提高临床实验室

管理学教学质量进行一定探索。

１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及其课程内容

１．１　关于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的界说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既属

检验医学的范畴，又具管理学的特征，其关系如图１所示
［５］。

管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早在１８８１年即成为了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商业管理的课程之一。１９１１年，美国学

者Ｔａｉｌｏｒ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管理学已形成自己的

学科体系。尽管管理学历史悠久，不同文献对管理学的概念表

述仍然不尽相同，然而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将管理学定义为：指

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这里的“组织”在本文中即指临床

实验室。１８９１年１２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家较为正规的临床实验室———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ｐｐｅｒ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临床实验

室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出现了生化分析仪、血液分析仪等先进

仪器。现今，在一些大型医院已开始实现全实验室自动化

（ＴＬＡ），即从标本进入检测流水线至结果报告给临床医师，均

自动完成，每个检测系统每小时可完成上万次测试［６］。ＩＳＯ／

ＩＥＣ１５１８９：２００７《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对

临床实验室进行定义：为诊断、预防、治疗人体疾病或评估人体

健康提供信息为目的，对来自人体的材料进行生物学、微生物

学、免疫学、化学、血液免疫学、血液学、生物物理学、细胞学、病

理学或其他检验的实验室。实验室可以提供其检查范围内的

咨询服务，包括解释结果和为进一步的适当检查提供建议。就

国内而言，临床实验室不包括病理学检查。

综上所述，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是研究如何指挥和控制临床

实验室的协调活动及其基本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即通过

“指挥”和“控制”等手段，用好临床实验室的人、财、物等资源，

其主要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及

健康服务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图１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１．２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的定义　课程是指学校学生

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７］。广义的课程是指学

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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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所教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

程即指某一门学科［７８］。课程内容是学校传授给学生的知识、

技能、技巧、思想、观点、信念、言语、行为和习惯的总和。学校

的课程内容通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或讲义、活动安排等

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是课程设置过程的重要环节［９］。

本文主要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十二

五”医学规划教材的构思计划，结合日常《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理论教学的实践体会，对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教材框架和教学内

容提出一些改革构想。

２　国内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的概况

２．１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教材及其发展现状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国外大学已出现临床实验室管理教育课程，几乎在同一时

期，实验室管理方面的专著和教科书也不断涌现，如１９８２年

Ｋａｒｎａ出版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６年 Ｖｅｒ

ｎａｄｏｃ出版适合大学的教科书《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０年临床实验室管理协会（ＣＬＭＡ）

出版的《ＣＬＭ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国内于２０００年成立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

会（原名为中国医院管理学会临床实验室委员会），并于２００３

年首次出版关于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方面的本科教材，此后几

乎每年都有相关的论著和教材出版［１０］。

２．２　教材框架和课程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临床实验室管理

学课程经过近几年的修订，虽然在内容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更

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１）多种教材相继出现，但各种教材侧

重点不尽相同，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２）现有的教材注重理

论知识的阐述，缺乏与临床实际工作的联系，轻实践。（３）临床

实验室管理学涉及的概念和定义较多，而目前的教材对一些术

语的定义不确切。（４）国内临床实验室方面的法令法规及实验

室认可的有关规定也在不断完善，使得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涉及

的内容需要不断更新、变化。（５）国外虽然有一些较好的论述

临床实验室管理的书籍，但以专题论述形式为主，不适宜作为

教材。

３　构建新型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的探索

３．１　构建新型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的指导思想和

原则　从上述对国内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存在问题的

分析来看，有必要重新对该课程的框架和具体内容进行调整，

充实和更新现有的教学内容，集理论教材和实例于一体，强调

实用性，以更好的供医学检验专业的学生使用。在构建新型临

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时应该依据以下原则：（１）临床

实验室管理学涉及内容比较广，在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中要体

现系统性，注意各部分内容的连贯性，要强调“少而精”的原则。

（２）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涉及理论和概念很多较抽象，注重内容

的实用性和综合性，删减以往类似教材中较刻板的理论知识

点，注意多用图表的形式，形象、生动地介绍相关内容。在术语

的介绍中要注重定义的准确性。（３）临床实验室管理学与生化

检验、免疫检验、血液检验和微生物检验密切相关，教材内容应

突出共性部分，多引用临床实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４）由于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涉及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法律法规等。而

相应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教材内容要注重行业的前

沿性。

３．２　新型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　临床实验室管理

学与管理学类似，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同时也是一门不精确的学科。目前对临床管理学内容的分类

还很不明确。为了论述和学习的方便，常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分为组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仪器设备和试剂管

理、环境管理、经济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和学科建设与科

研管理等［１１］。当然这些管理也互相交叉和渗透，如质量管理

和环境管理都离不开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就目前国内

临床实验室的状况而言，质量管理是重中之重。因为长期以来

国内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与国外存在着较大差距，国内不同

实验室之间的质量管理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临床和社会公众

对提高质量要求的呼声也很高。质量管理又可分为统计质量

管理和非统计质量管理，前者主要指应用统计方法对过程中的

各个阶段进行监控和判断，从而达到改进与保证质量目的；后

者是对统计质量管理之外的各环节进行控制，如人员素质、仪

器设备、环境设施、试剂材料、工作流程、标本管理等。此外，在

课程内容体系构建是应强调临床实验室管理的艺术特性，不同

的领导者管理办法可能差异极大，但都可能产生非常好的管理

效果。具体课程内容体系设计见图２。

图２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

４　新型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系的完善

国内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的科研和临床实践的发展不够平

衡，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国内检验医学相关课程中既是一门非

常年轻的课程，又是一门亟须发展的课程，在将新型临床实验

室管理学课程内容体应用到平时教学过程中时，应本着与时俱

进的精神，通过专家咨询评价和师生使用后需求调查等方式，

不断完善课程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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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在护理生心肺复苏实训中的应用

李文艳１，任　刚
２△，胡春媚１（江西中医药大学：１．护理学院；２．中药资源与民族药研究中心，南昌　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　研究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ＥＣＳ）在护理生心肺复苏（ＣＰＲ）实训中的应用效果。将６０名实验学生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３０名学生。对照组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实验组应用ＥＣＳ进行ＣＰＲ技能实训授

课。结果显示，应用ＥＣＳ进行ＣＰＲ的实验组考核成绩（包括理论与操作）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程度都明显优于对照

组。以ＥＣＳ为载体的护理生ＣＰＲ实训教学方式，为护理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训机会，弥补了传统教学的薄弱环节，

其教学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实训教学方法。

【关键词】　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　心肺复苏；　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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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呼吸骤停与猝死是极其凶险的临床事件，任何步骤的

疏忽都可能直接导致心肺复苏（ＣＰＲ）的失败
［１４］。因此，临床

护士必须具备快速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扎实的急救技术，才能挽

救患者的生命。但ＣＰＲ力求争分夺秒，而且近年来随着医疗

体制的改革和诊疗安全意识的提高，护士在患者身上进行

ＣＰＲ实训练习的情况已被禁止
［５］。因此，ＣＰＲ实训练习成为

了医学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６］。本校为了顺应医学教育的发

展趋势，于２００７年成立了临床技能中心，引进了美国 ＭＥＴＩ公

司生产的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ＥＣＳ），并且逐步将其应用于护

理生的ＣＰＲ技能实训，现将应用情况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２０１０级四年制本科护

理专业学生６０名，其中女生５８名，男生２名，年龄２０～２２岁，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３０名学生。

１．２　仪器与试剂　具有呼吸、心跳、脉搏等“生命体征”的

ＥＣＳ
［７］，心电监护仪等。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教学方法　对照组与实验组都以２０１０年国际心肺复

苏指南［８］为指导，规范地讲解包括判断意识、环境评估、摆放体

位、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项目。然后观看实训

教学电教片，实训则分别进行：（１）对照组仍采用传统教学模

式，即用简易模拟人进行ＣＰＲ的各个项目。（２）实验组则以

ＥＣＳ为载体，首先建立了模拟重症加强护理（ＩＣＵ）病房，ＥＣＳ

与心电监护仪连接，同时配备呼吸机、除颤仪、简易呼吸器等医

疗设备；然后从ＥＣＳ自带的软件系统中选择模拟临床急诊真

实病例，如休克、心律失常所致的心跳呼吸停止；再采取“简短

理论讲授＋分项技术练习＋综合模拟演练＋分析总结”的国际

流行模式进行培训，即先简短地讲授主要理论知识，然后根据

场景将学生分组，每组６人，轮流负责现场指挥、判断意识、环

境评估、摆放体位、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不同

任务，先分项进行技术练习，然后启动ＥＣＳ进行综合模拟演

练；最后根据学生的薄弱环节展开讨论并加强训练。

１．３．２　评价方法　在实训教学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学生进行ＣＰＲ实训考核，并且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实训后

两组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ＣＰＲ实训考核包括理论考

核与操作考核两方面，理论考核为闭卷形式，内容是与实训操

作相关的理论知识，操作考核内容是ＣＰＲ实训操作的整个流

程。理论考核与操作考核均为百分制。实训考核的同时对６０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学生对实训效果的评价，共发

放问卷６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６０份，有效收回率为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数据以狓±狊表示，考核成绩采用两独立样本的狋检验，率

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实训后实验组ＣＰＲ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ＣＰＲ理论成绩与操作成绩组间比较（狓±狊，分）

项目 考试人数 实验组 对照组 狋 犘

理论成绩 ３０ ８４．５±８．６ ７８．３±１０．３ ２．５３ ＜０．０５

操作成绩 ３０ ９０．６±５．６ ８２．２±６．３ ５．４６ ＜０．０５

表２　６０名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狀／狀）］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χ
２ 犘

学习兴趣的提高 ９３．３（２８／３０） ４６．７（１４／３０） １５．１ ＜０．０５

急救意识的增强 ８６．７（２６／３０） ４０．０（１２／３０） １４．１ ＜０．０５

团队协作精神的强化 ９０．０（２７／３０） ４３．３（１３／３０） １４．７ ＜０．０５

应急能力的提高 ９３．３（２８／３０） ３６．７（１１／３０） ２１．２ ＜０．０５

自身满意度的提高 ９０．０（２７／３０） ４０．０（１２／３０） １６．５ ＜０．０５

２．２　实训后实验组学生在学习兴趣的提高、急救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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