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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了《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

专用要求》即ＩＳＯ１５１８９，其内容涵盖了医学实验室工作的各个

方面。因此，依据其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医学实验室可以更有

效地保证为患者和临床服务的质量。本教研室经过多年规范

化建设，于２００９年正式拿到了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认可证书。实验室

质量管理体系强调全过程质量管理并重在过程控制，其核心在

于坚持有效的持续改进［１］。教研室将全程质量控制理念应用

到检验医学生实践教学管理中，使实践教学管理体系规范化、

程序化、科学化，更好地保证了检验医学生的实践教学质量。

１　建立实践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运用质量管理体系制定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四年制检

验医学、五年制检验医学、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管理目标，包括实验的设置，实验的计

划，见习课时的安排，对实践教学过程及实验室管理过程制定

出可测量的、可评估的标准。注重实用性，体现出医学检验专

业以实验教学为主体及非检验医学专业以临床诊断思维培养

为重点的个性化培养目标和考核方式。

建立内部评价审核及交叉审核体系。为了保证实践教学

带教质量的持续改进，也为了使教学任务具体化、详细化，使教

学任务落实到相关教师，根据自己承担的相关教学任务，建立

自我评价体系，形成文件。对实验教学工作，实验室管理情况

及相关方面进行阶段性、学期性自我监督检查———内部审核；

制定相关的实验考核标准，本教研室制定了《实习生实验考核

细则》，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过程后进行考核。建

立评教评学制度，在每期见习带教及实习带教完成后，教研室

督导组对教学效果进行总结评价，收集学员满意度调查表及网

络评价意见，提出下一步教学改进目标，同时也客观评价学员

见习实习态度及效果，便于对下期学员提出精细化要求。

建立一系列相关文件及制度［２］。为确保实验教学落到实

处，充分开展实验教学及保证实验教学质量，必须建立一系列

相关文件及制度，真正确保实验教学水平和实验室管理水平的

不断提高。为此，临床检验实验室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了相

关的文件及制度，具体包括：《临床检验实习教学大纲》、《血液

学检验实验教学大纲》、《临床检验实验教学计划》、《血液学实

验教学计划》、《血液学检验实习带教流程》；《免疫学检验实习

带教流程》、《生物化学检验实习带教流程》、《大型实验设备仪

器管理制度》、《检验医学生实习实验制度》、《仪器、设备维护、

使用管理制度》、《实验物品入库、存放制度》、《实验物品赔偿制

度》、《实验物品消耗、报废制度》、《实验室生物安全》、《医学实

验室质量管理程序》。这些相关文件及制度的制定促使岗位职

责更加明确，服务更加规范，工作程序更加清晰，工作标准更加

统一。有助于提高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的水平，有助于科室

所有老师参与教学，保证了实践教学质量。

２　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环节考评

坚持以质量为主，持续改进的理念。通过应用质量管理体

系，本教研室始终以实验教学质量为主。通过持续评估检验项

目的临床应用价值，对某些实验项目进行增减，使实验项目与

临床应用结合，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提

高了实验教学水平和实验室管理水平，确保了《实验诊断学》、

《临床实验室管理》这两门课的实践教学的计划、组织、运行、控

制、评估等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的控制和管理，从而使得那些不

适合实际操作的环节和问题得以解决，使实践教学的要求、目

标得以实现。同时在实践教学中根据本校实际情况不断提出

新的改进意见、方案，以进一步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监控，更适应

了检验医师人才培养的思路，注重了以培养临床诊断思维为

主，以培养高等检验医学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的目标。

强化环节考评，目的是保持带教质量持续改进，教学督导

计划的执行文件化。本教研的具体做法是经过教研室老师的

认真讨论分别制订和落实以下一些规程：（１）实习生管理制度；

（２）检验室工作职责；（３）实验带教人员工作职责；（４）实习教学

大纲和实验室项目操作规程；（５）建立见习、实习带教标准流程

图；（６）集体备课制度；（７）新教师预讲制度等。教研室主任和

校院所督导专家按照计划进行教学督导和检查，保证带教环节

质量。

学员实行入科、出科考核。为监控各专业组带教和学员实

习效果，教研室坚持出组考核，考核分为专业理论和临床检验

操作技能两部分，使学员在实习过程中带着问题、明确目标学

习，保证圆满完成实习任务。

３　重视实践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中关键环节的控制

随着自动化、智能化及ＬＩＳ系统在大型综合性医院临床检

验的应用，学生动手机会减少。但细胞形态学、手工检测项目

操作及检测结果的判断是目前检验医学生实习过程中的难点，

也是体现实习效果和水平的关键环节，在见习、实习带教环节

中，教研室注意把握住这几个关键环节，保证带教质量［３］。

门诊血常规检查目前主要还是采集末梢血，因此扎手指头

的技巧就成了实习生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实习生通常由于

采血技术不规范导致结果偏差太大。曾有学生采集的手指血，

做出的 ＷＢＣ、ＲＢＣ、ＰＬＴ比实际低了将近３０％。作为带教老

师，首先要耐心讲解技术要领，最好边示范边讲解，使学生对技

术心中有数。观察学生采血操作，再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再分

析再讲解，使学生理论与技能达到高度的统一。做好采血第一

步，是增强今后从事检验工作的一种自信心。因此，带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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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循循善诱，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虽然血细胞分析仪、尿液全自动分析仪大量进入检验科，

替代了大部分手工操作技术。但血液细胞形态学、尿液细胞形

态学及粪便寄生虫卵的识别仍然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需要掌

握的重点内容。因此，在带教过程中应强化手工操作。比如在

血常规教学中，使学生着重掌握各种稀释液、染色液的配制，熟

练掌握白细胞、血小板、嗜酸性粒细胞、网织红细胞的显微镜计

数等，学会推片与染色，特别是细胞形态学方面需要多看、多

认，才能积累经验。血液体液专业组实习完毕，教研室会专门

组织对学员进行形态学考核，控制实践带教中的关键环节［４］。

总之，在实践教学带教过程中，教员和学员都建立起全程

实验室质量管理的理念，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考评，把握关键环

节带教质量，对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加强临床实习教学力度，

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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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是一项科学实验的工作，是为临床诊治提供资料

和数据的，因此，要求检验科做出的实验结果必须及时、准确、

客观、可靠，而这与仪器的性能、试剂的质量、实验的方法、操作

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等因素都有关。因此，为

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做好质量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医学院

校检验专业学生在检验实验过程中只注重学习有关操作技能，

对质量控制的认识和学习明显不足，为此，笔者在实验过程中

注重了对质量控制知识的运用。

１　做好实验前质量控制

１．１　加强使用仪器、试剂盒的学习　实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要使用仪器和试剂盒。学生在操作仪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

充分了解仪器的使用原理、使用规程、使用注意事项，学会分析

异常报警的含义，学会分析造成实验误差的因素及仪器的日常

维护。在使用试剂盒时要检查有效期，仔细阅读说明书上的方

法、原理、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学会自己配制工作液。

１．２　掌握标本采集与送检要求　标本采集与送检是分析前质

量控制的重要内容，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互相采集标本，这时

就要求学生掌握采集的方法与送检要求，并了解影响标本质量

的各种因素，才能判断采集到的标本是否符合要求。

１．２．１　血液标本的采集　清晨空腹采血，容器不能破损，采集

静脉血的过程中压脉带扎的时间不能太长，标本不能溶血，采

集标本的量要满足检测项目的需要。要注意采血管的选用，常

规生化检查选用不加抗凝剂的普通血清管；若做血糖检查则选

用加入草酸钾氟化钠抗凝剂的采血管；如用于血液常规分析

一般要求用ＥＤＴＡＫ２抗凝的静脉血，尽可能不用末梢血；若做

红细胞沉降率测定则选用１０６ ｍｍｏｌ／Ｌ的枸橼酸钠抗凝管，血

液与抗凝剂的比例为４∶１；若做凝血象检查则选用１０９ ｍｍｏｌ／

Ｌ的枸橼酸钠，血液与抗凝剂的比为９∶１；若做血液流变血检

查则选用肝素抗凝管。

１．２．２　尿液、粪便标本的采集 　采集尿液标本，容器要求清

洁、防漏、防渗，一次性使用，容量不少于５０ｍＬ。采集清晨空

腹尿标本时，要留取中段尿，标本量不少于３０ｍＬ，若收集２４ｈ

尿量，计时要准确，容器中要求加入防腐剂，最后要混匀测其总

量，并留取一定的标本量进行检测。若做细菌培养需在老师指

导下无菌采集标本，２ｈ内送检。若采集粪便标本要求容器清

洁防水，取蚕豆样大小的粪便，应取有异常的部分，及时送检。

２　做好实验中质量控制

２．１　检查采集的标本是否合格　学生在上实验课时，必须让

接受标本的学生检查标本是否合格，有无凝血、脂血或溶血，标

本是否超过规定的时间，若不符合要求则对采血小组的学生给

予扣分的惩罚。

２．２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检验者的操作水平直接影

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操作规程是实验室的法规，必须人人遵

守，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因此，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严格遵守操

作规程，多动手多次练习，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认真做好仪

器维护保养工作，并做好记录。

３　做好实验后质量控制

３．１　用室间质量评价方法来评价学生的实验结果　从全班学

生中选出责任心强、数学好的学生组成质量控制小组。在实验

中每两个学生为一小组，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在定量分

析实验完成后，由老师和质量控制小组的同学收集全班的实验

结果，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均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根据所得数

据绘制质量控制图，模拟常规状态下的工作情况，检查学生测

定数据有无失控现象。由此可以作为学生实验结果准确性的

一个评价方法，并通过质量控制的运用，让学生更进一步熟悉

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意义。

３．２　保留标本，做好复查准备　室间质量评价检验的结果不

合格、有误差时，需要进行复查，要求学生将标本留取好，当天

利用课余时间到实验室重新操作，检查误差的原因，这对于不

断提高学生的操作水平有很大的好处。

３．３　重视检测结果准确性与临床诊断之间的联系　检验结果

的准确和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使临

床医生能够准确地诊治疾病，数据的准确是必备的，故质量控

制也是非常必要的。如血细胞的计数结果受日间变化，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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