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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各个基层医院陆续建立了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并外派人员进修学习,但是进修生水平参差不

齐,给教学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研究者在充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需求后,再结合该院检验科分子生物学组的特

色,主要从岗前培训、质量管理、临床检测项目及新项目性能验证和科研能力四个方面对进修生进行教学,使其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得到提高,进修学习学有所获。
关键词:检验; 分子生物学; 进修生; 教学

中图法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0)16-2422-02

  临床分子生物学是检验医学的一个新兴和前沿

分支,越来越多基层医院检验科陆续建立了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并外派技术骨干到大型三甲医院进行进修

学习[1]。但是分子生物学的进修生大多是从检验医

学其他亚专业转行而来,专业性工作经验不多,水平

参差不齐,这就为进修生教学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笔

者近几年从事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进修生的教学工

作,有一些实践工作体会,现总结报道如下。

1 岗前培训

  进修生都是有工作经历的在职人员,平时工作中

对生物安全知识知晓,但由于其来自不同层次的医

院,原单位在实验室建设上存在差异,因此,对生物安

全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上有所不同[2-
 

3]。进修生入院

后会进行一次全院的生物安全培训,这是广义上的生

物安全培训。入科入组后,针对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还要进行一次生物安全培训,包括不同实验分区的

功能和消毒措施,禁止不同分区混用加样枪和枪头,
禁止不同分区共用手套等,强调“无核酸、无基因”的
重要性,要求进修生必须重视生物安全,绝对禁止因

操作不规范导致出现实验室污染。
实验室信息系统是医院实验室工作顺利有效进

行的基本保证,各级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度不尽相

同,对进修生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如何更好地利

用信息系统为临床和科研服务及网络系统安全教育

是培训中不可或缺的内容[4-6]。按照ISO15189和美

国病理学家学会(CAP)的要求,应向进修生介绍医院

和科室的概况、劳动纪律、考勤制度等,让进修生知晓

并严格执行,保证他们能顺利有效地完成学习[7-8]。

2 质量管理培训

  本科室所有专业组于2014年均通过CAP实验

室认可,2016、2018年通过CAP的两次复评审,因此

教师可借鉴CAP人员培训及资格评估的管理经验,
将CAP实验室认可管理思想及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对进修生培训要求相结合,制订并实施了进修生的

培训目标、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及考核评估。该做的

要写到、写的要做到、做到要有记录、分析总结记录,
从而达到持续性质量改进的目的是CAP的基本原则

和主要方法。CAP质量管理标准原理的核心在于强

调过程管理和以文件形式对工作过程进行控制[9]。
在平时的工作中,操作的每一步都强调质量控制,并
将相应的支持文件向进修生讲解,把CAP的质量管

理思想在点滴细节中灌输给他们,使他们在今后的工

作中始终提高质量控制的意识。
 

3 临床检测项目培训

  每周五下午全科会进行进修生统一授课培训,将
各个专业组的临床问题提炼后由中级职称及以上经

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授课。但是针对不同专业的进修

生,不同的专业组分别开设了针对本专业领域的培

训。就分子生物学组而言,进修生都是具有一定临床

工作经验,甚至取得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上岗证的人

员,基本具备分子生物学的操作技能。但是在原单位

开展的临床项目较少,对一些项目的临床意义、结果

解读等不甚清楚,因此,教师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要

进行现场教学工作,即将项目的临床意义、报告解读、
典型临床病例、最新的指南进展、分子生物学方法与

其他检测方法比较的优劣等情况向进修生介绍,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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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清楚地了解临床检测项目情况,并鼓励他们回原

单位后因地制宜地开展类似的临床检测项目[10-13]。

4 新项目性能验证和科研能力培训

  临床分子生物学作为新兴专业,需要开展的新项

目较多,试剂和仪器的性能验证是新项目开展前必经

步骤[14-15]。但是目前国内较多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对新项目的性能验证方案和流程不清楚、不完善,
针对进修生这一方面的需求,应从性能验证方案的制

订、性能验证的实施、结果的评估等各个方面进行培

训,并让他们参与进来,为今后回到单位进行新项目

的性能验证奠定基础。
临床分子生物学是个平台专业,多个领域都可以

进行科研工作,同时又是飞速发展的专业,知识的更

新必须得跟上。针对进修生科研方面的需求,收集意

见后,指定相应的导师进行科研辅导[16],组织科研进

展讲座,让他们了解这一领域最近的研究进展、开阔

视野、拓展思路,为今后更好地进行科研工作提供线

索和指导。
进修生是综合性教学医院一直不可或缺的医疗

队伍,他们期望通过进修从上级医院学习先进的医

疗、科研和管理经验,因此教师既要在教学上适应他

们的需求,又要对他们进行规范化管理。临床分子生

物学专业是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的专业,各医院水平

良莠不齐,这既要求教师本身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

备,又要求教师带教工作应标准化和规范化,使进修

生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全方位提高。近年来,微信的使

用使进修生与教师及进修生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和

紧密,在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可随时沟通交流,推
动了临床分子生物学在基层医院的发展。教学医院

要适应新的形势和需求,迎合专业的发展趋势,在管

理者、教师和进修生三方面共同努力下,使进修生学

有所获、学有所得、学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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