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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床微生物检验实习规范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张莺莺，吕　坤△（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１）

　　【摘要】　　医学生在微生物检验实习过程缺乏规范的实习带教，直接影响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工作能力。

因此，教学科室应高度重视实习教学工作，逐步建立规范的实习教学体系。如实习前做好教学准备；实习中规范教

学内容；实习后注重实效测评等，避免带教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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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医学实验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检验已逐步向检

验医学转型，形成了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独立专业学

科。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中专业性较强的亚专业学

科，其主要任务之一则是为临床感染性疾病提供病原学诊疗依

据，因此，在临床检验工作占有重要地位［１］。该专业的临床实

习是学校教学的延伸，也是一名医学检验专业学生成为一名合

格检验师的起点。通过多年的实习带教过程总结，学生在实习

过程中以下问题表现较为突出：缺乏无菌观念和生物安全理

念，未对微生物实验室的特殊性加以重视；重操作，轻理论，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偏爱仪器的操作，忽略手工鉴定等基本操

作；实习时间短，而本专业的经验则需通过大量实践才得以积

累。以上问题的存在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实习带教

造成的，直接影响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工作能力。因此，教

学科室应高度重视实习教学工作，逐步建立规范的实习教学

体系。

１　实习前做好教学准备

１．１　教学团队的准备　教学团队的准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做好实习带教工作的前提与保障。要

想培养高素质的检验医学人才，则需要一个高水准的教学团

队。教学的承担方应拥有一批医德高尚、认真负责、理论扎实、

技术熟练，同时又具有优秀教学能力与师德的临床教师。因

此，教学科室应将带教人才培养作为常态工作来抓，具有培养

高素质教师的能力。另一方面，对即将开始的教学工作应有缜

密的安排和规范化的实施细则，包括教学专业的人员设置、轮

岗规则、定期讲座、教学内容、考核模式等，将这些内容规范化

并认真执行，以确保实习带教工作的顺利开展［２］。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可按工作程序分为标本接收、接种、细

菌的分离与鉴定、药敏试验、结果报告、医院感染监测、培养基

制备等多个岗位，每个岗位指定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带教老

师。在实习过程中，应先讲解、再实践，尽可能多地为实习学生

动手操作的机会。

１．２　开展实习生岗前培训　（１）强化生物安全与无菌观念。

由于微生物实验室接触大量活菌，是病原菌相对集中的地方，

是生物安全防护的重点部门。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进行生

物安全培训、树立无菌观念，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实验室中的

一些感染和意外伤害，多数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的。微生物实

验室所接触的临床标本多为感染性患者的标本，可能含有多重

耐药细菌、ＨＩ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ＢＶ（乙型肝炎病毒）

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病原微生物，会导致严重的生物危

害，可能会使学生受侵袭、周围环境被污染以及造成严重的播

散等。学生务必做到“有菌观念、无菌操作”，树立安全与质量

同等重要的思想，并学会必要的自身防护方法，如生物安全柜

的操作、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等。严格执行消毒灭菌规范，防

止造成实验室及医院内感染。

养成良好的无菌操作习惯，是保证检验质量的第一步。在

实验室的空气、尘埃等环境中或操作人员体表、黏膜中的细菌，

一旦混入检验标本或污染实验材料等，将严重影响检验结果的

正确性，导致错误的诊断。因此，无论在标本的采集，细菌的分

离培养还是细菌的鉴定中都必须树立无菌观念，严格执行无菌

操作技术。要使学生理解微生物实验室的特殊性，必须严格遵

守执行微生物实验室的操作规则。老师应明确理论，正确操

作，即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错误习惯，为随后的实习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

（２）介绍实验室概况，强调劳动纪律。在学生进入实验室

前应对实验室的基本概况有所了解，以方便学生尽快进入角色

和适应。如介绍该实验室检测项目包含的种类以及这些项目

与其他专业组之间的联系；介绍工作流程及岗位设置；介绍危

急值制度，哪些项目属于危急值、如何报告与记录以及该危急

值对临床的意义等。另外，还要对学生进行规章制度的教育和

职业道德教育。为人师者，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对学生

的人身安全保障和人格培养有责任和义务，应要求学生严格遵

守各项规章制度，履行请假制度；树立良好的医德；培养认真踏

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３）掌握标本的采集规范与拒收标准。作为实验室质量控

制的重要环节，检验前质量控制与标本的采集是否规范密切相

关。应对学生进行标本采集规范培训，并掌握拒收标准，如申

请单信息不全或错误、细菌培养标本未提供标本种类与来源、

标本留存容器不当、送检时间过长、标本保存不当等，应立即与

临床联系确认，并请其重新采样送检。

２　实习中规范教学内容，强调教学重点

２．１　扎扎实实做好基本技能培训，强化素质教育　由于仪器

自动化程度较高，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日常工作已逐步以仪器

鉴定药敏为主。但是对于实习学生来说，仅仅会使用仪器是远

远不够的。学生在实习中承担了一部分工作量，但是这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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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工作的主要内容。如果在对自动微生物分析仪熟练掌握

后，过分依赖于自动化仪器，会逐渐淡忘手工鉴定细菌操作步

骤和知识要点，则无法掌握微生物检验的精髓。

事实上，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中的基本技能的训练非常重

要。即使是自动化程度再高的细菌鉴定仪，也不是万能的，无

法脱离技术人员的经验判断给出指导临床的报告结果。如首

先要对细菌的革兰染色，或通过氧化酶、触酶等基本实验结果

后才能进一步作仪器鉴定。有些疑难细菌，无法完全依靠仪器

的鉴定得到正确的结论，必须人工补充生化实验、观察生长特

性等。因此，带教学生应使其正确树立观念，采取“两条腿走

路”的方式，即自动化鉴定与手工鉴定方法并重，使学生在仪器

使用和手工鉴定两方面均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才能更好胜任

以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３］。

医学教育者应该在强调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的同时，有

意识的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报告血培养危急值时，列举新

生儿败血症的病例，引导学生将心比心，对生命保持同情与尊

重，设身处地地为患者及家长考虑，急患者之所急，而不应该过

分计较仪器阳性报警时间恰恰即将下班，因此产生抱怨情绪，

更不能不负责任的视而不见，延误患者的治疗。同时可针对社

会上一些关于医疗行业的负面报道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

如滥用抗菌药物、医疗纠纷、缺乏责任心导致的医疗事故等。

２．２　重视理论指导实践，定期开设小讲座，掌握前沿进展　在

微生物实验室的学生实习过程中（包括其他专业的实习），一定

不要把学生当工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学生实习的所

有时间都被一些重复的机械操作占用的时候，很难有思考消化

理论知识的时间，影响创造力的发挥。如学生在检验科微生物

室各岗位轮转时，带教老师应结合每个环节的具体特点，讲解

如何规范操作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容易出现哪些错误、出错

后如何处理等等。回顾理论知识的同时介绍一些新进展，使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了应付工作量而

把学生当工人，一味安排学生划平板、打电话、做记录等难度比

较低的重复劳动，并不是说这些工作不重要，而是不能使学生

在有限而可贵的时间内最大程度的汲取知识，积累经验。

利用下午的时间，给学生做一些专题小讲座，由微生物实

验室经验丰富的老师和高学历老师主讲，介绍新技术、新方法

以及该专业的一些新动态，包括细菌耐药机制、常见耐药类型、

ＥＳＢＬｓ（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ＭＲＳ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ＶＲＥ（耐万古霉素肠球菌）、ＡｍｐＣ酶（Ｃ类头孢菌素酶）

的检测等，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也是对理论知识的巩固和更

新。微生物学科发展突飞猛进，但教材的编排相对滞后。为了

帮助学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带教老师应将自己的专业学习经

验，包括通过会议交流、期刊等获取的经验总结、新观点、新进

展等，和学生交流分享，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教会他

们通过资料来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为他们即将步入临床工作

积累更多有用的专业知识方面的信息。

２．３　树立质量控制意识　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

关键，这是一个连续的质量管理系统，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分

析后的质量控制。整个过程只要某一环节出现误差，都会导致

检测结果错误，影响到患者的疾病诊断和治疗。因此，引导学

生在实习过程中逐渐树立起全面的质量控制意识显得尤为重

要［４］。

２．４　开展创新能力训练，初步培养科研与写作能力　高素质

的医务工作者要求医、教、研全面发展，因此对于医学生来说，

尚不能仅仅满足于适应临床工作的需要。实习阶段还应对其

进行创新能力训练，如让其加入带教老师的科研课题，掌握必

要的实验技能并尝试在一些小项目上有所创新；帮助其选择一

个命题，锻炼其文献查新的能力，拟订实验方案；在有一些阶段

成果时，鼓励并辅导其进行论文写作的训练。在实习阶段取得

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并不重要，关键是可以

锻炼实习生的科研意识与能力，为今后在行业内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３　实习后注重实效测评

３．１　出科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具体操作。理论考

试可以涉及本专业重点知识、讲座内容、进展等；实验操作的考

试可模拟室间质评的方法进行。将留存的卫生部／省临检中心

室间质评的菌株或临床分离菌株，随机抽样，请学生进行致病

菌判断、鉴定、药敏分析，可以综合评价学生对于形态、生化、药

敏实验等多方面的实际操作能力。考试后及时进行答疑和讨

论，以便随时发现和纠正学生的问题和不足，改进带教方法。

３．２　沟通能力培养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面向临床医护人员、

面向患者和家属都有大量临床沟通任务，应在带教过程中注重

沟通能力的培养。临床微生物检验标本类型多种多样、检测步

骤多、检测时间长，检验人员每个环节的主观判断对结果的影

响甚大。尤其是微生物报告结果的解释与标本取材密切相关，

致病菌的判断与污染的排除是一直以来的疑难问题，这些都需

要与临床或患者进行充分沟通。对于临床经常抱怨的检验结

果与实际临床情况不符的情况，临床沟通中的重要工作是对结

果的科学、合理解释：对于阴性结果需要向临床解释方法学的

局限性；阳性结果则更需要与临床沟通，协助排除污染菌确定

真正的病原菌，同时对给出的药敏试验结果进行正确解释以指

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如对于痰涂片不合格的培养标本，

既要把握原则，也不能一味的拒收，应与临床及时沟通、合理解

释，可通过印刷小册子的方法向临床和患者宣传标本的留取规

范；同时也耐心了解临床的困难，虚心学习临床知识。一方面

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利于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另一方

面，通过临床沟通，为将来步入工作岗位处理好各方面关系打

下坚实的基础。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应以人文精神为灵魂、

以权利为本位、以制度为保障、注重沟通技能与艺术［５］。

对于临床微生物检验实习生的带教工作，应建立规范的教

学体系，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

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只用在规范教学体系下培训学生，才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充分锻炼其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使每一个学生在走向临床岗位的时候更加从

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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