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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实验诊断学教学研究

王克迪!苏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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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验诊断学是一门重要的桥梁课程!其对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具有重要判断作用!因此!做好该课

程的教学工作至关重要!但是!目前该课程的教学过程存在一些问题!现就如何改进&创新进行阐述%

关键词"实验诊断学#

!

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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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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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是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基础医学与临

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程之一#实验诊断学的任务是将临床检验

所提供的检验信息通过医师的综合分析#科学地应用于疾病的

诊断-鉴别诊断-病情监测-预后判断及预防等'因此#做好实

验诊断课程的教学对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具有重要

意义'目前实验诊断学教学仍存在较多问题!$

(

&课时相对较

少#内容过于简单#不能全面详尽地介绍临床检验相关内容'

$

"

&授课教师多为临床医师#缺乏从检验专业视角探讨与分析#

严重影响了实验诊断学的教学#造成医学生在临床工作中不会

合理选择检验项目-不能指导患者留取合格标本'$

-

&讲授内

容过于单一#较少结合临床资料分析#造成学生不会综合分析

判读结果'$

*

&教学内容过于守旧#缺少临床应用最广泛和最

先进的检验技术'针对诸多问题#临床医学生的实验诊断学应

当改进教学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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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增加检验质量控制相关内容%尤其是分析前质量控制

!!

检验的质量控制由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
-

个环节组成#

对检验结果与临床不吻合的案例进行溯源后发现#

G+Z

以上的

问题出现在分析前#即标本的采集与运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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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的正

确选择+

-

,

!不同抗凝剂的抗凝机制不同#对血标本的影响不同#

如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血做生化检验#会使
R

m假性升高#

而
Q'

"m假性降低#影响临床诊治'另外血液量与抗凝剂量的

比例也很重要#如红细胞沉降率检测需要枸橼酸钠
s

全血量
[

(s*

#而凝血功能检测需要枸橼酸钠
s

全血量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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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溶血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溶血通常是由于采血过程不顺利导

致#可使一些检测值假性升高#包括
R

m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乳酸脱氢酶等#原则上需重新采血检测'$

-

&禁止输液过程

中采血!输液的患者应该在输液结束
(L

后才能进行采血#才

不会影响对一些金属离子项目的测定'输注脂肪乳的患者#应

该结束
G

#

<L

后采血#避免乳糜血的影响'$

*

&大小便留取!

患者留取小便或者大便进行细菌培养#若不及时送检$

$

"L

&#

会造成非致病菌过度生长而致病菌死亡+

*

,

'另外#饮食-药物-

运动等均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对临床医学生应该详细讲

解标本采集与运送的注意事项#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使学生了

解分析前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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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为核心%学会对各种检验结果综合分

析的临床思维

!!

对某种疾病的诊断并不是依靠单一检验指标判断#而是应

结合多项检验指标综合分析+

G!<

,

'如细菌感染的诊断指标包括

白细胞总数及分类-红细胞沉降率-

Q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前

清蛋白及病原学检查等'如果老年患者白细胞总数正常#也不

能排除细菌感染#因为患者免疫力较差#白细胞不能反应性升

高#而应综合考虑其他指标作出诊断'此外#如果痰培养结果

为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医师不应直接认为是致病菌#因为鲍曼

不动杆菌的定植率高于感染率#医师应结合患者临床表现-痰

培养中是否存在其他优势菌等综合考虑其感染的可能性'

某些指标参考范围随年龄变化而变化#不能以某一参考范

围衡量所有患者'如红细胞沉降率通常标注的参考范围是男

性
+

#

(,II

"

L

#女性
+

#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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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是随患者年龄增

大#红细胞沉降率参考范围也增大#因为纤维蛋白原是影响血

沉的重要因素'应对学生强调#不能依赖于单一检验指标#而

应该结合患者个体情况-多指标联合分析得出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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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应用为导向%讲解临床应用最普遍的检测方法和

原理

!!

教材通常都是按照某项指标检测方法的发展#从最早最经

典的检测方法讲起#比较不同检测方法的优缺点#通常学生看

书时不能清楚地了解目前实验室检测用的是哪种方法#存在何

种利弊'教师应该着重讲解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或几

种检测方法#比较差异性#并强调其不同的检测侧重点-假阴性

及假阳性结果出现的原因#使医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该种检验

方法并正确地选择检验医嘱'另外#讲授检验方法和原理时#

应结合工作中的实例#让学生了解这些基本原理是如何应用于

自动化分析仪器上的#又是如何服务临床的#实习课时#教师再

结合仪器复习原理#这样能让学生不感觉到单纯检测原理枯燥

乏味#并且形象地记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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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新技术#新项目的介绍

!!

实验诊断学教材虽然不断更新#但它更注重于传统检验方

法的介绍#包括三大常规和手工方法等#这些检验基础固然重

要#但是检验技术不断更新#新的检测方法-检测技术不断涌

现#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让医学生了解一些实验室最新的检

测技术十分必要'如抗感染治疗上至关重要的产超广谱
-

!

内

酰胺酶的肠杆菌科细菌-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甲氧西林耐

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耐药问题和治疗方案#教材均未进行阐

述'另外#结核病的实验室检查#教材介绍的方法仍然局限于

涂片抗酸染色-结核分枝杆菌培养-结核菌素试验等#但目前临

床应用的方法早已不局限于这些#免疫荧光染色找结核菌较抗

酸染色阳性率明显升高#结核分枝杆菌快速生长试验极大地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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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了其出现肉眼可见菌落的时间'另外#近几年发展的基于免

疫斑点技术的结核感染
@

细胞检测较病原学检查敏感性明显

提高#已经广泛应用于肺结核及肺外结核的诊断和筛查'此

外#聚合酶链反应$

.Q:

&也已经应用于结核病的诊断'新技术

新方法的讲述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开拓学生的思维#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与临床接轨#让学生真正理解检验的

意义'

2

!

加强科研思维的培养

!!

检验科一直被称为化验室#多数人认为就是化验患者的血

尿便等#是单纯的医疗技术科室#不被重视'但是随着检验技

术的飞速发展-检验工作的标准化#越来越多的检验科更名为

临床检验中心-临床实验诊断中心等#成为集医-教-研于一体

的综合性科室#承担医院的临床检验工作-所属学校的临床教

学工作及多项科研工作'检验科不仅有丰富的临床标本-先进

的科研仪器设备#更有实力型的科研人员#为全院医护人员提

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

教师在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的同时#应加强科研思维的培

养'授课过程中#可以通过实例分析讲述一个科研思维的过

程#如发现一株利奈唑胺耐药的肠球菌#那么首先用另一种方

法验证结果的准确性#确认结果后分析耐药原因#通过文献学

习#总结已发现的耐药基因#合成引物进行
.Q:

扩增检测#同

时可以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新的耐药基因位点#这样就可

以将科研与临床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从

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获得新的发现#建立一个良性的

科研思维'

综上所述#临床医学生的实验诊断学教学仍存在一些问

题#教师带教过程中应该不断与学生沟通#工作中不断总结#持

续改革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工作

中#做到学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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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重组入防原医学课程进行教学实践!引导&促进了学员对放射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理论认

识!提升了学员对放射性疾病的防治能力!并对内容重组应用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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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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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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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原医学*主要研究战时核武器所致伤害的防护与救治

和平时其他来源电离辐射损伤医学防护的科学问题#是军事预

防医学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涵盖核物理-生物学-医学及

卫生勤务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于诸多学科的基础内容而建

立#并依赖于诸多学科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

因此#在课程教学实践中不断将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添加-融

入-重组到本课程原有教学内容中具有客观必要性')防原医

学*是军医大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高原医学等专业学员必

修的重要基础课程#其教学目标是使学员牢固掌握电离辐射产

生-生物效应和医学防治的基础理论#学会综合利用核武器与

辐射损伤的防-诊-救-治-检-消基本技能#以期在核战争或突

发核事故及反恐怖斗争中能够独立处理和解决核伤害的医学

防护问题'探索及时增添相关学科的前沿进展#重组)防原医

学*课程内容#对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医学人才有重要意义+

(

,

'

为此#本文总结出教学实践中的初步经验和思索供同行参考和

借鉴'

$

!

教学内容的重组

$)$

!

将肿瘤学新进展重组入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和辐射防护

专题
!

过量电离辐射作用于生物机体$细胞&必然引起明显的

生物学效应'放射生物学效应包括了组织病理学变化-基因突

变等结构和"或功能的异常'那么#放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是

什么呢1 这是学员理解的难点'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电离辐射可诱发肿瘤#比如切尔诺核

电站事故造成群体性高发的甲状腺癌-白血病等'肿瘤学新进

展揭示了肿瘤细胞基因组不稳定-突变发生率高-基因表达调

控失调#提出了诱发肿瘤发生的.二次攻击/靶基因学说'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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