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的检验医师培训方案+

+

年的检验本科学业#是检验医师培

训的第一阶段+首先对医学检验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进行改革+精化检验专业课程#创办了国家,省,市精品课程#

增设与临床相关的0临床检验诊断学1等课程#继续增加已有临

床课程的学时#对于基础病,常见病的诊断,治疗从了解,熟悉

的阶段逐步提升到掌握的阶段+引入病例分析#根据实验室的

检验结果#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和病史#积极运用临床疾病的

各个知识点#广泛联系诊断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

基础知识#对病例进行讨论#对检验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培养检

验专业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教学模式方

面#检验系采取了开放式教学,启发式教学#以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讨论问题及解决问题为主线#结合病例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切忌将实验结果看成一堆单纯的数字+该模式下的教学

活动#对教师的素质和能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担任检验医师

教学任务的教师应能够集临床,基础知识和检验知识于一身#

将两个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为学生思维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

导向+适当延长临床科室实习的时间#在不能面面俱到的情况

下#做到保证大方向#兼顾小方向#如大内科和感染科是必须轮

转的科室#外科,妇科和儿科则选择轮转+

第二阶段则是在工作岗位上完成的#培训时间为
.

年+培

养对象为检验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同时也鼓励临床医学专业的

毕业生参加检验医师的培训+培训医生先在内科范围内轮转

'-

个月#包括心血管,呼吸,消化,肾内,内分泌,血液,感染性

疾病
*

个专业+完成了临床科室的轮转后#经考核#培训医师

重新回到检验科内开始本专业的轮科#包括临床基础检验,临

床化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

检验,急诊检验和输血检验
*

个专业+轮转期间要求参加相关

科室的专业查房
'/

次和各科巡诊
.

次#以内科,感染性疾病科

为主+完成了
.

年的检验医师培训后#要通过严格的相关考

核+首先在所要求的培训时间内#要通过全国检验医师资格考

试+临床能力考核一般由所在科室副高以上的临床医师完成#

可采取执业医师技能考核形式#即临床专业技能和临床决策能

力两方面%专业技能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临床上涉及的各

项技能操作%决策能力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合理地开出各

种检查项目以及对检验结果的判读+检验技术考核可由所在

检验室各专业组的主管完成#主要对标本的送检标准,各个项

目检验前的准备,检验过程中的操作和检验结果的审核及临床

意义进行解释+考核完毕后再将结果汇总#由医师培训小组专

家为学员的最后成绩进行评估#合格者方可以检验医师的身份

为检验科和临床科室服务)

*31

*

+

检验医师的培养融合了多个学科的发展#如何搞好检验医

师队伍的建设#仍有待进一步的摸索和完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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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检验标本是检验质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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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的目的是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实验诊断依据#为

保证检验结果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患者当前病情#应减少不合

格标本+因其涉及面广#从医生开具申请单到检验科发出报告

任何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为了保证检验数据的可靠性#在检

验医学中必须保障检验标本合格+现结合临床检验工作实践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

!

临床医生开具检验申请单

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开出对疾病的诊断,监测有帮助

的检验项目#并告知患者+申请单填写不规范是最常见的错

误+主要是患者姓名字迹不清#无年龄,性别,诊断#申请项目

不清#科室,床号,住院号未填#标本标签与申请单不符#无标本

等+这些存在的问题将导致患者的信息量不足#检验人员录入

困难+出现异常结果时难以与以往结果比对#无法决定是否复

查#增加了分析的误差频率+申请者必须认真填写检验项目和

名称#书写必须规范准确+因此#检验工作人员必须监督临床

医生正确填写申请单,不合格申请单,标本标签与申请单不符

的标本登记在专用的.拒收不合格标本登记本/中#认真做好登

记#同时#应不断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的沟通#遇到问题及时反

馈#并及时加以纠正和解决+

/

!

患者的准备工作

患者准备包括患者饮食状况,药物影响,运动等+为了保

证检测结果真实,客观地反映患者当前病情#医护人员事先将

检测项目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并且吩咐患者检测前要避免

剧烈运动#避免熬夜#必须在安静和正常运动下检测+

'

!

标本采集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标本采集过程是保证标本质量的关键环节#整个过程包括

采集时间,采集姿势,止血带的使用,采集与收集标本容器的要

求等#血生化指标检测应清晨空腹$

/

!

'(>

&采血+患者高糖,

高脂饮食后#三酰甘油,血糖等比空腹结果约增高
+,0

)

'

*

+禁

食过久$超过
'2>

&也会使血清中的清蛋白,补体
"

.

,转铁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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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葡萄糖含量下降#而血胆红素上升+餐后采血引起血液浑

浊#同时采血前禁止喝饮料#咖啡,饮酒等+吸烟使烟草中所含

有的烟碱直接影响到血氧饱和度#导致人体内物质代谢功能改

变#使检测结果异常)

(

*

+

')$

!

输液的影响
!

为保证血液标本的质量#应尽可能避免在

输液过程中采血+因为输液不仅使血液被稀释#而且输入液体

的成分会严重干扰测试结果#最常见的干扰项目是葡萄糖或电

解质+在日常工作中有时发现患者血糖为
-+)+BB56

"

V

#其他

项目如总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都严重偏低#而核对质控物

和其他样本都没问题+打电话与临床科室联系#患者无高血糖

症状#与采血护士核实是在患者输入葡萄糖时采的血#且为输

液同侧采血#系为液体稀释了血液所至+据文献报道#检验分

析前错误中有
2+0

出自临床护理工作)

.

*

+一般情况下#应在

输液结束
'>

后采血+

')/

!

正确采集样本
!

样本的采集是分析前阶段质量保证关键

的一步+应严格按照样本采集指南,操作规程采集样本#防止

过失采样如边输液边抽血检测钾,钠,氯,血糖等%样本采集后

贴错标签+血常规检测时#末梢采血由于挤压易混入组织液使

血液稀释#影响检测结果#且血液易凝固#最好采用静脉血#静

脉血干扰少#便于复查+尿液检查以清晨第一次尿为好#晨尿

浓缩度较高#有形成分比较集中#而且形态保存较好#适用于泌

尿系统疾病的动态观察+大便常规检查标本要新鲜#避免混入

尿液#提取有病理意义的部分如黏液脓血部分+在临床检验

中#溶血标本并不少见+但更多时候系由于采集不当而造成的

溶血#如穿刺不顺利,压迫时间过长,采血中产生大量泡沫等+

已发生溶血的标本不能使用+对不合格的血样标本#如溶血,

凝血要及时退回说明原因#并建议重新抽血检查+检验人员与

临床工作人员要加强沟通与配合#遇到问题要及时反馈#并及

时加以纠正和解决+全体医务人员应增强工作责任心#避免各

种影响标本质量的因素#才能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

!

止血带的作用
!

止血带的使用也会改变静脉压力#从而

引起与体位改变类似的检验指标改变)

-

*

+为了避免充血和血

液浓缩#止血带的压迫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F

#使用止血带时

应尽量在
'B@:

内采血#看到回血立即解开止血带%当需要重

复使用采血时#应换另一只手臂采血+对于某些检测指标来

说#卧位采血与坐,立位采血结果是有区别的#静脉采血应取坐

位#采血时应统一采血姿势#一般以坐姿为宜%因此#要养成规

范的采血操作习惯)

+

*

+

')1

!

标本的送达与核对
!

标本采集后应立即送检#切忌在室

温中放置过久#放置过久会使血中某些成分发生改变+时间耽

搁得越少#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越高+标本运送要防止标本外溢

或者样本容器的破碎+检验科收到标本后应立即核对标本#核

实标本与申请单内容是否相符#确定无误后编号+对一些不合

格标本#如溶血,脂血,血量不足#采集标本后送检时间过长#用

错采血管等#进行登记成册#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需要分离

血清或血浆的标本#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分离并及时检测+尽量

减少存放时间#因为有些检测项目对检测时间有严格要求#否

则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如!血糖标本不及时处理#会因糖

酵解作用引起测定结果降低%电解质测定血标本也应及时分离

血清和血浆$尤其血钾测定&对于不能马上检测的标本#需放置

(

!

/W

冰箱或冷冻保存+

在日常工作中遇见某标本血清钾为
'()+BB56

"

V

#经核对

复查找不到原因#样本不溶血#血清钾大幅度增高#经询问临床

得知是因为护士先抽血常规的抗凝管#再抽干燥管#血常规抗

凝管使用的是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剂中的钾增加了血清中

钾的浓度+所以应加强业务学习和质量管理#并积极与临床沟

通+检验科可派专人定期到病房了解和检查标本采集和留取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综上所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要靠全体医务人员

共同努力#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增强工作责任心#避免各种影响

标本质量因素#才能保证高质量的标本#高质量的检验#才能提

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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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核武器损伤防治学1是军医大学的必修课程#是军事医学

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战时核武器与平时核事件所

致伤害的医学防护和救治)

'

*

#更是一门包含放射病理,辐射血

液,临床生化,创伤外科,分子生物等多学科组成的特殊的新兴

学科)

(

*

+实验教学是该课程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该实

验课涉及知识面较广#很多实验涉及到各种放射性核素的操

作#学生在实验中常常会产生恐.核/心理#导致对0核武器损伤

防治学1实验操作技术的恐惧心理+因此实验带教过程中不仅

要认真传授放射防护知识#降低学生的技术焦虑水平#同时还

要指导学生顺利完成实验+如何提高0核武器损伤防治学1实

验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仍需认真思考与改革+以下结合

放射性碘$

%8

'.'

S

&在小鼠体内的吸收分布和碘化钾的预防效果

实验#就如何上好0核武器损伤防治学1实验课谈几点体会+

$

!

做好实验课前准备工作

$)$

!

课前预习#做好实验用品准备
!

上实验课前要布置学生

预习实验指导和课本相关内容)

.

*

#让学生了解整个实验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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