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与管理!

重视方法学评价教学 提高临床生化检验教学质量

代
!

洪!杨盛清!李喜兵!陈芊伊"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检验系!长沙
!

56###!

#

!!

"关键词#

!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

方法学评价'

!

教学质量'

!

科研素质
!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6!9%)(5""

"

%#66

#

#!)#9"!)#%

!!

0临床生物化学和生物化学检验1是医学检验专业主要课

程之一*在生化检验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检测新方法层出不

穷*对方法进行正确评价#引进和开发可靠性更高的方法已成

为检验工作者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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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

正确选择检测方法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作者在理论和实验

教学中#将方法学评价教学贯穿始终*几年的实践证明#以方

法学评价为切入点提高临床生化检验教学质量是可行的#把方

法学评价作为教学的重点#不但使学生建立了正确选择方法的

意识#培养了学生正确选择方法的能力#而且为培养学生的科

研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现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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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

传统的教学是照本宣科地讲述0方法学评价1这一章内容#

在其他章节的学习中很少提到)学生也往往把方法学评价当作

普通一章内容来学习#未予重视*待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或开始

科研工作时才发现#对方法的选择(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这方

面能力的欠缺会极大影响地学生的工作和科研*因此#培养学

生建立正确选择检测方法的意识#初步培养正确评价方法的能

力#对于学生今后的检验工作及科研工作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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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评价基本理论知识学习
!

基本理论学习仍然沿袭

传统教学方法*如临床生化测定方法的分级(方法选择的要

求(方法建立的原理确定(方法学评价实验等理论知识#专门有

一章进行系统讲述*基本理论学习过程中要不断给学生灌输

这样的思想!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是临床医生对疾病进行诊断

和治疗的重要依据*在临床实验室中如何确保检验结果的准

确#是每个检验人员必须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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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利用多媒体教学信息量比较大的特点#介绍一

些重大方法发明的过程#从设想(采用的方法#实验现象(结果

分析到结论#启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如
&Wf

技术的建立#辅

之以重大发现者的照片效果更佳#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对实验课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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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章节学习时贯穿方法学评价内容
!

基本理论学习是

为具体的方法选择及评价打基础*在其他章节学习时#不断强

化方法选择和评价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例如#在讲述血糖

测定方法时向学生明确指出!己糖激酶法以其高特异性#方法

灵敏(准确#干扰因素少等优点被公认为参考方法)氧化酶
)

过

氧化物酶比色法$

N+b)&+b

法%为常规方法*此外邻甲苯胺

法(

c;,EC)

吴法等都已成为淘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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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每一具体化学

成分测定时#如血脂(血胆固醇(血总蛋白(酶(血胆红素(血肌

酐(血尿酸(血尿素等#都要列出参考方法(常规方法(淘汰方

法#并讲清其所以然*在课堂上讲述具体的方法#并对方法进

行比较#学生慢慢建立了正确选择方法的意识*扩大了学生的

知识面#并逐步培养学生方法评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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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实验是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实验过程不仅是对

理论知识的深入体会(理解(消化#也是学生自己动手(主动思

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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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开课前查阅文献进行方法选择和评价
!

要求学生在

实验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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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查阅文献#对已发表的各种方法进行比较#确

定哪些方法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及真实的使用价值*选择适合

于本实验室具体条件的方法*开始时学生对这样的方法选择

感到很茫然#因为测定某一化学成分的方法很多#学生很难确

定哪种方法是最适合的*几次实验课后#学生已初步具备选择

方法的能力#即主要从实用性(可靠性两方面决定方法是否可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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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堂上的方法学评价教学
!

生化检测的方法很多#

限于时间与经费的原因#不可能每一成分的测定都采用几种不

同方法测定#为了强调方法选择与评价的重要性#作者采取了

以下几个方法*

首先#进行具体的方法学评价试验#如重复试验(干扰试

验(回收试验(方法对比试验*学生明白了方法学评价的基本

内容是通过实验途径测定并评价方法的精密度与准确度#评价

试验实际是对误差的测定*其次#每一成分测定时#教师尽可

能完整地列出已有的方法#并将他们进行大概比较*学生结合

自己已查阅的文献#知识面扩展*同时鼓励学生设想新方法*

再次#将几个分开做的实验进行比较#例如!醋酸纤维素薄膜电

泳分离血清蛋白质#

TbT)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血清蛋白

质#这两个实验是分开做的#但要求学生做完后对其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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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以方法学评价讨论为主
!

实验报告是学生对实

验的总结*教学中不再强调原理(过程(注意事项(临床意义等

直接从书本上抄下的文字#而是注重学生对各种方法的了解(

评价以及可能提出的新方法*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学校里的

实验方法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方法等着他们去探索*

此外#要求学生查阅利用方法学评价实验进行方法评价的

科学论文#并进行介绍和讨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

样教学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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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通过改革尝试#教学效果有了很大提高#主要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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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

传统的理论教学是只强调理

论知识的学习#学习面广而散#具体测定方法讲述很少)实验教

学则只强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这就给学生留下一个错误的

印象!理论课就是学习理论#与实验无关#导致理论与实践脱

节*教学改革后#学生慢慢树立了这样的认识!理论都是以实

验为基础的#理论知识是对实验的总结和提炼*在理论与实验

教学中#方法选择和评价贯穿始终#这就避免授课重点不突出(

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教和学都很盲目的现象*目标明确(重

点突出#课堂教学效果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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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于培养学生科研素质
!

学生建立正确进行方法选择

的意识#具备一定的方法评价的能力#对今后的科研工作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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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帮助*在医学专业期刊上#因为方法学上存在缺陷#导致

科研结论不真实的报道经常可见*一些效果并不理想的诊断

试验刚开始应用于临床时#常见其价值被过于夸大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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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具备一定的方法评价的能力#工作中可避免盲目采用某种

方法#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实验结论*

教学改革后#学生建立了正确选择检测方法的意识#初步

培养了正确评价方法的能力#为培养学生科研素质打下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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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
!

教师必须精心备课#

对各种方法都要了解#掌握涉及到的理论知识(临床知识(专业

知识#要广泛查阅文献#比较综合)还要求具备较强的实验动手

能力#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提高教师综合教

学能力的同时#还极大促在进了教师科研意识和能力的提高#

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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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检验医学在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等方面正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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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工作者除了分标本(分离血清

$血浆%(测定(登记(发报告等本职工作外#还承担着以下重任!

引进和开发可靠性更高的方法)对临床生化理论原理和技术应

用不断总结和研讨)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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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中的主干课程#也是一门知

识面广(实践性强(综合能力要求高的学科#除了要求学生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操作技能之外#还必须培养学生有一定

的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长期以来作者在临床生化检验教学中不断探索新思路#旨在突

破以往僵固的方式#尝试一些新的做法并依据教学设计的原理

和方法#提出了以方法学评价为切入点来提高教学质量的

想法*

目前#临床实验室中所使用的检验方法多为常规分析方

法#一般使用商品试剂基本上可以满足临床检验的要求*由于

作为常规分析方法的商品试剂种类繁多#其检验结果的质量也

不相同#因此#临床实验室在建立新的检验方法时#应对该方法

的基本性能进行评价#以掌握方法的特征判断其能否满足使用

要求*同一个检验项目不同的检测方法#即使是同一方法#在

具体步骤有细微差别#所得结果和参考值也不一致#给医生(患

者以及检验人员带来很大困扰*方法的标准化不仅使全球方

法和结果表达得到统一#有利于统一诊断标准#而且更便于试

剂生产#质量控制和保证检验准确性和可比性*因此#强调学

生建立方法标准化与方法评价的意识#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为

学生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生物化学的理论与技术广泛渗透到各门医学课程中#同时

也应用到其他非医学领域*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生物化学实验

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医学科学研究最重

要的特征之一是不断创新和发展*如果仅仅是重复已被公认

的前人或别人的研究#没有新的见解或新的发现#那只能算是

新技术或新方法的引进*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发现更新更可

靠的方法#是科研工作者的重任*而开发可靠性更高的方法#

必须以正确评价方法为基础*学生具备一定的方法评价的能

力#开发可靠性更高的方法才成为可能*

临床生化检验教学应致力于学生自信心(创新能力(科研

能力(合作精神等素质的培养#如此才能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优化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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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方法学评价为切

入点提高临床生化检验教学质量的教学改革仅是为达到此目

的做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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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在感染性疾病及相关疾患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
T*fT

(禽流感(

a6Y6

等传

染性疾病的流行#更加警示大家要不断提高微生物的检验技术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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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实验室建设的要求#日

常工作中微生物室必须开展质量控制#包括室内质量控制和室

间质量控制*而做好室内质量控制是做好室间质量控制的前

提和基础#更直接关系到日常检验工作的质量#所以必须从分

析前(分析中(分析后
$

个环节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检验

结果的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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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的素质

微生物检验在临床检验各类学科中自动化程度较低#尤其

是在二甲规模医院的实验室#主要还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很多

都是定性试验#有很多主观判断的机会#特别是部分菌种因变

异导致生化特征不典型的生化试验#就需要工作人员要有较丰

富的经验#能根据菌株生化结果结合其他特征进行客观综合分

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检验人员

的资历#专业操作的熟练程度(理论水平等非常重要*工作人

员还应该加强专业学习#不断更新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新的专

业技术#并不断增强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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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标准操作程序%

T+&

&文件%作业指导书&

实验室应具备一本包括所有开展检验项目操作方法的作

业指导书*不同级别的医院应根据各自实验室的条件与所开

展项目制订切合实际的指导手册#编写时尽可能参照专业标

准#使方法标准化(规范化#便于指导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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