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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临床实习是医学检验教育的重要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科研兴趣,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与科

研创新能力,则是临床检验实习教学的基本任务。该文阐明了科研成果融入临床检验实习教学的必要性,将血

细胞分析中有关检验项目取得的科研成果融入实习教学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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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是推动精准医学发展的有效力量。为

推动医学检验学科发展,必须培养掌握基础理论与专

业技能,并具备良好临床思维与科研创新能力的人

才。将科研成果融入临床检验实习教学,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科研兴趣,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

与科研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

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医学检验专业人才。

1 科研成果融入临床检验实习教学的必要性

  近年来,医学教育界高度重视将科研成果融入专

业理论课教学,强调将科研成果融入本科生理论课教

学非常必要[1-3]。一些教师开展了将科研成果融入课

堂教学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医学检验专业

本科生的理论课教学比较枯燥抽象,学生所学的临床

医学知识较少;检验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进入临床应

用,而教材部分内容相对滞后;仅将科研成果融入课

堂教学,可能会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与科研成果的理

解欠全面、欠深刻。因此,在临床检验实习中进一步

融入科研成果的教学十分必要。在实习带教中,教师

针对临床病例,结合人文医学与医学沟通教学[4],将
临床思维、科研思路与科研成果等系统地讲授,既丰

富了实习教学内容,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和科研兴

趣;有助于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与科研创新能力,有助

于提高实习教学质量,有利于培养实用型高素质专业

人才。

2 科研成果融入临床检验实习教学的案例

2.1 血细胞分析 血细胞分析作为临床检验实习教

学的基础内容,是检验人员必须掌握的临床基础技能

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Coulter公司成功

研制了首台电阻抗型血细胞计数仪,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不断推陈出新,不同品牌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方

法和项目各有特点,为临床提供了丰富的诊疗信息,
同时极大地推进临床检验血液学的发展。由于理论

教材内容更新相对滞后,授课课时有限等原因,导致

专业理论课教学对血细胞分析参数的检测方法与临

床应用介绍欠全面。在临床实习教学中,融入血细胞

分析的科研成果,使实习生对血细胞分析仪的检验原

理与临床应用等内容有更多、更好的认识。

2.2 血细胞分析的科研成果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

多症(HS)是由红细胞膜蛋白基因突变而导致的遗传

性溶血性疾病[5]。目前 HS诊断方案中常用的一些

诊断试验,例如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检
测、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外周血红细胞形态学检查,
其灵敏度或特异度不够理想;临床上 HS易被误诊为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葡
萄糖-6-磷 酸 脱 氢 酶(G6PD)缺 乏 症、胆 石 症 等 疾

病[6-8]。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些快速、简便的检验项目

对HS与其他溶血性贫血进行有效鉴别。教学组研

究发 现,网 织 红 细 胞 参 数 球 形 红 细 胞 平 均 体 积

(MSCV)、平均网织红细胞体积(MRV)对于鉴别诊断

HS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9-12]。

2.3 血细胞分析科研成果的教学实践 从误诊误治

的临床病例中,导入血细胞分析科研成果的实习教学

实践。教学组给实习生的临床病例如下:男性患儿,
汉族,出生后发现黄疸,血清总胆红素401.5

 

μmol/L。

4个月时患儿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被诊断为重度溶血

性贫血,需每月输血1次。至8岁左右贫血越发严

重,需要每月输血2次。期间患儿主要表现为黄疸、
贫血,发热时黄疸、贫血更加严重,脾大,并被误诊为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G6PD缺乏症。至9岁时患

儿因“黄疸9年,发热2
 

d”来本院就诊。体格检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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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意识清醒,精神萎靡,巩膜及皮肤黄染,脾大。实

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患儿抗人球蛋白(Coombs)试验、
自身抗体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均为阴性,免疫球蛋白

水平正常,血清铁蛋白升高,红细胞渗透性脆性增加,
外周血细胞形态分析发现球形细胞增多,珠蛋白生成

障碍性贫血基因检测正常,G6PD活性正常。综合病

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最终确诊为 HS[7]。
该患儿接受脾切除术,并给予消炎等对症治疗。术后

1年随访,患儿症状得到完全缓解。教学要求:(1)布
置学生阅读这篇临床病例的论文。(2)结合临床与检

验专业知识,由学生谈谈案例中患儿为何被长期误诊

误治。(3)结合 HS现有的诊断方案,由学生谈谈其

检验项目的临床意义。(4)结合人文医学,由学生谈

谈误诊误治对患儿及其家庭的主要影响。(5)结合误

诊误治案例,由学生谈谈医学沟通的重要性。(6)结
合误诊误治案例,由学生谈谈减少误诊误治的有效途

径有哪些。教师针对学生对上述6个问题的体会进

行点评,并进一步将血细胞分析的科研成果融入临床

检验实习教学,全面地讲授 MSCV、MRV等血细胞分

析仪相关项目参数的检测原理和临床应用等。在最

后的教学总结环节,向学生讲授教师提出的 HS诊断

新方案。(1)临床表现:典型症状为贫血、黄疸、脾大,
常见并发症为胆石症。(2)常规检查:血红蛋白正常

或降低,网织红细胞计数正常或增高,MCHC正常或

增高,MRV降低,MSCV<平均红细胞体积(MCV);
球形红细胞可增多;血清总胆红素升高,并且以非结

合胆红素增高为主。(3)家系调查:大多数患儿为常

染色体显性遗传,患儿与父母一方或其他家系成员具

有一些相同的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4)基因检测和

其他筛选试验:对于疑难患儿,需要进行基因检测,以
及筛选试验(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伊红-马来酰亚胺

结合试验、酸化甘油溶血试验、Coombs试验和G6PD
活性测定)。值得注意的是,在科研成果融入实习教

学中,必须向学生灌输科研来自临床、成果服务临床

的理念,必须要求学生遵守检以求真、验以求实的

原则。
本教学实践引导学生从患者误诊误治经历出发,

熟悉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掌握相关网织红细胞参

数的检测原理和临床应用,理解临床科研的重要意

义。将科研成果融入临床检验实习教学效果良好,获
得了学生的认可,学生反馈的感受如下:(1)对相关的

检验与临床教学内容理解更全面更深刻;(2)实验诊

断及其科研成果能够提高疾病诊断效率;(3)解决临

床问题的检验医学研究意义重大,增强了科研兴趣和

检验职业自豪感;(4)必须重视医学沟通与医学人文

关怀,让检验医学更好地服务人类健康事业。
科研是当代医学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将科研成果

有机融入临床检验实习教学,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科研兴趣,又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与

科研创新能力,有助于提高实习教学质量,值得临床

带教教师不断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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