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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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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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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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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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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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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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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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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冷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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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冰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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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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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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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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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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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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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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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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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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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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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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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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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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和专业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本

班学生已完成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全部课程的学习#临床实习亦

接近尾声*

$8/

!

方法
!

对照组在普通教室中进行传统教学法#采用,理论

讲解
\

示教
\

学生练习
\

实验室做实验-模式#实验组全程应

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在本院保健站检验科进行教学*课

程结束后通过技能考核(考试和岗位实习调查
$

方面进行效果

评价*调查分发调查表
6##

份#回收
6##

份#回收率
6##[

*

/

!

结
!!

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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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种教学方法后学生的测验成绩见表
6

*由表
6

可

见实验组和对照组测验成绩差异显著*实验组优秀率

$

!58$[

%和优良率$

U"8![

%远大于对照组优秀率$

%U8![

%和

优良率$

5%8U[

%*

表
6

!

使用
%

种教学方法后学生综合测验成绩比较)

5

%

[

&*

组别
(

(#

分
U#

"

U(

分
9#

"

9(

分
!#

"

!(

分
&

!#

分 优秀率$

[

%优良率$

[

%

实验组
!

$

5%8(

%

!

$

5%8(

%

6

$

986

%

6

$

986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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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6

$

986

%

"

$

$"89

%

!

$

5%8(

%

6

$

986

%

6

$

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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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种教学方法后学生的操作技能差异明显#见表
%

*

实验组优秀率$

96[

%远大于对照组$

%685[

%*

表
%

!

使用
%

种教学方法后学生综合技能操作

!!

考试成绩比较)

5

%

[

&*

组别
5

评价结果

优秀 良好 一般

实验组
65 6#

$

9685

%

5

$

%U8!

%

#

$

#8#

%

对照组
65 $

$

%685

%

"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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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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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种教学方法后学生进入实习岗位的表现情况见表

$

*实验组的学生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能进行熟练操作#团队

精神及处理问题能力增强#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表
$

!

实习岗位上工作人员及学生自己对实习表现的评价

评价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对工作环境的适应情况 很快适应#得心应手 适应很慢#压力大

进入临床后学习兴趣 浓厚 不浓厚

临床操作技能熟练程度 上岗即能熟练操作 不熟练#出错率高

团队合作精神 强 缺乏合作意识

知识的运用及处理问题能力 强 弱

'

!

讨
!!

论

'8$

!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给学生创造了真实的工作环境#

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神
!

学生上课学习在保健站检验科进行#

即未来就业的工作岗位#身临其境#使学生进行体验性学习#学

习积极性极高.

6

/

#主动发现问题#勤于操作#培养学生在真实的

工作环境中爱岗敬业的精神和团队精神#提高了学生的沟通技

巧和实际工作能力#增强自信#对于学生劳动观念和职业道德

的训练也非常重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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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过程中所用标本都是患者的临床标

本(临床检测项目#增强学生责任意识
!

学生上课(练习和考核

用的标本#都是临床标本#检测的都是真实的临床检测项目#由

于是患者真实的标本#增加了实践的真实性#提高了责任意识*

学生上课主动积极#自主学习性高#小心谨慎的操作#确保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真实的临床标本增加了实践的真实

性#更培养了学生社会责任感*

'8'

!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过程中所用设备都是实实在在的临

床仪器设备#积累了相关工作经验
!

学生上课使用的仪器设

备#分光光度计(离心机(半自动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既充分利

用了学院保健站资源#发挥现有设备和条件平台的使用效益#

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了解并会用最前沿

的临床仪器设备和知识#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积累

了相关工作经验*

'81

!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过程中由临床一线检验人员带教操

作#培养学生的职业服务意识
!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由长期工

作在一线的检验人员#将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应用于教学过程

中#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就直接树立起为患者(为临床服务的意识#为将来走上工作

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82

!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考核以真实的检验报告作为考核标

准#利于学生发现性(自主性学习
!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考核

以临床标本进行操作考核#以临床真实的检验报告作为评价标

准#通过实验结果与临床检验报告单对照#学生和老师及时了

解学生掌握的情况#并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

于学生发现性(自主性地学习*

6_%

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短#就需要寻找一

种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教学任务*教(

学(做一体化教学法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充分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爱岗敬业(主动操

作(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团队意识和职业道德等综合能力#这

种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满足现在检验发展的需求*同时#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督促其

不断进步#从而提高了整体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

6

/ 吕聪敏#岂爱妮
8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在0分析化

学1课程中的应用.

P

/

8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U

$

$!

%!

6!(8

.

%

/ 刘淑英
8

工学结合模式下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法

.

P

/

8

职业技术教育#

%##9

$

65

%!

5U8

.

$

/ 谢雪芳#钟波
8

,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电气控制技术课程中

的应用.

P

/

8

大众科技#

%##(

$

(

%!

6U58

.

5

/ 濮丽萍
8WVW

师生互动教学模式在健康评估教学中的应

用.

P

/

8

护理实践与研究#

%##9

#

5

$

$

%!

(!8

.

"

/ 李军
8

,教(学(做-一体化任务驱动型高技能教学模式构

建.

P

/

8

职业技术教育#

%##(

$

U

%!

$()5#8

$收稿日期!

%#6#)6#)#%

%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S>GV<FW,EC

!

V>AD@%#66

!

X;,8U

!

Y;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