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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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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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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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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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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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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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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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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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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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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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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检验的质量控制

标本的质量是检验结果准确与否的前提和关键#所以标本

的采集(保存(运送和处理至关重要.

%

/

*

'8$

!

标本的采集和运送

'8$8$

!

标本的采集
!

$

6

%注意选择采样的时间!一般选择疾病

的早期(急性期或症状典型时或用药前采集#食物中毒应及时

采集可疑食物等*$

%

%注意采集方法!根据待检微生物的不同#

如需氧菌(厌氧菌或兼性厌氧菌(真菌等#均须用不同的方法采

集#而且不同的标本采集方法也不一样*$

$

%盛装标本的容器!

除大便(咽拭子(肛拭子(痰标本外#其他标本均应无菌操作采

集#并以不同无菌容器盛装*$

5

%标本量!不同的标本按要求分

别采集适量*$

"

%注意安全!采集标本时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

防止污染(传播和自身感染*

'8$8/

!

标本的运送
!

一般标本采集后应立即送检#不能及时

送检的标本必须妥善保存#采用适当的保存液和保存条件$如

保温(冷藏%避免标本变质#并尽快送检*传染性标本应密封并

及时送检确保安全*

'8/

!

标本的分离培养和鉴定

'8/8$

!

标本直接涂片检查
!

除血标本外#绝大多数细菌标本

首先考虑直接涂片检查#目的在于!能尽快及时发现标本中目

标微生物#特别是具有典型特征者)检查结果对于选择合适的

培养基也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可排除不合格标本*

'8/8/

!

标本的分离和鉴定
!

根据标本的性质(流行病学特征(

临床诊断和涂片结果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培养方法和条件进行

分离培养后#按照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和
T+&

文件要求

以科(属(种(型和株的顺序进行鉴定*

1

!

常用仪器设备的质量控制

温箱和冰箱需每天观察并记录温度#温箱要求$

$"̀ 6

%

i

#

冰箱冷藏要求$

5̀ %

%

i

#冷冻冰箱要求$

\%#̀ "

%

i

#

W+

%

浓度

要求
"[

"

6#[

#压力蒸汽灭菌器要求大于或等于
6%6i

#使

用时要观察并记录温度(压力#用生物学方法或化学方法测试

灭菌效果*自动化仪器应按照仪器要求操作#做好每个阶段的

维护保养工作并记录*

2

!

培养基的质量控制

培养基的质量控制包括分离培养基和鉴定用微量生化管*

用于各种标本微生物分离鉴定的培养基种类很多#大多实验室

仍以购买成品粉自配为主#也有不少使用成品#不管是成品培

养基还是自制培养基#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微生物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所以必须保证培养基一般性状$包括外观(厚度(

/

a

值等%合格#无菌试验合格#细菌生长试验$性能试验%合格#并

在适宜的保存条件下储存方能使用*在配制每批培养基时应

有详细配制记录.

$

/

*微量生化管则用相应的菌株定期做阴阳

性对照#在控后使用*

)

!

试剂的质量控制

试剂的质量控制包括染色液(常用生化试剂(诊断血清等

的质量控制#除需注意试剂按正确的储存条件储存外#还要按

具体要求定期用相应的质量控制菌株作阴阳性对照#做好记

录*不使用过期或失控的试剂*

.

!

药敏纸片的质量控制

微生物培养鉴定最终对医生起直接指导作用的就是药物

敏感试验的结果#因此药敏纸片的质量非常重要*如果使用不

确定是否在控的纸片#不可靠的结果造成药物的误用(滥用#会

误导(延误患者的治疗#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同时增加了

其经济负担*有些实验室怕麻烦或想节约成本#往往忽略纸片

的室内质量控制工作#需要加强责任心#按照实际要求务必做

好这方面的工作*

P

!

检验单发出前的质量控制

将最后的鉴定结果与原始培养皿上的细菌菌落形态进行

核实#确定是否吻合#报告结果审核后发出*所有质量控制最

终的目的是实验室发出的检验报告准确(可靠#对临床诊断(治

疗有参考价值*

总之#做好室内质量控制贵在坚持#持之以恒#只有做好室

内质量控制才能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才能对临床诊疗有所

帮助#体现实验室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

6

/ 齐春华#王文平
8

微生物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管理.

P

/

8

中国

卫生检验杂志#

%##9

#

69

$

5

%!

969)96(8

.

%

/ 于灵
8

微生物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管理.

P

/

8

工企医刊#

%##(

#

%%

$

"

%!

($)(58

.

$

/ 孙杰
8

微生物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初探.

P

/

8

中外医疗#

%##(

#

%U

$

6U

%!

6$(8

$收稿日期!

%#6#)6#)#9

%

6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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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是将相关专业设备和

教学设备同置一室#将专业理论课与操作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

节进行重新配置(整合#师生双方同在此室边教(边学(边做来

完成某一教学任务.

6

/

*所谓
6_%

人才培养模式即为学生在学

校学习
6

年#单位实习
%

年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适应
6_%

模

式#培养实用型检验技术人才*本院于
%##(

年
(

月起在医学

检验技术班0生物化学检验1教学中采用了教(学(做一体化教

学法#近年来#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研究逐渐增多.

%)"

/

#其不

同之处是本院实行教(学(做一体化的场所不是仿真布置的教

室#而是实实在在的保健站$对外开放%检验科#即学生未来工

作岗位#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8$

!

对象
!

将本院
%##9

级三年制检验高职班学生共
%U

人随

机分成实验组$

65

人%和对照组$

65

人%#两组学生年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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