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完善临床输血教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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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的重要辅助治疗手段之一#随着医学科学的快

速发展以及新的输血治疗技术的不断推出#输血治疗被赋予了

许多新的内容#这对临床输血教学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与输血学科发展相比#高等医学院校的临床输血相关教学还相

对滞后#无论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教学实施#都存在有待

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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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临床输血专业课程

输血治疗在临床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通常情况下临床输

血是包括输血适应证的把握,输血前患者评估,输血申请,标本

留取,血型鉴定,交叉配血,不规则抗体筛查,血液发放,输血实

施,输血相关并发症的防治,输血后疗效评估等内容的一个系

统过程#以及血液成分去除,置换,干细胞治疗等专项技术#其

外延还涵盖相关法规,血液的采集,成分的分离,制备,保存,血

液安全保障措施,疑难血型鉴定,疑难配血等内容)涉及到的

学科包括血液学,免疫学,传染病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移植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及护理学等相关学科)

由此可见#输血治疗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诊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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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大部分高等医学院校并没有开设临床输血的专业课程#

权威的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部规划统编教材仅

仅在外科学中设置有专门的输血章节#内科学教材是将输血相

关内容放在血液系统疾病章节#涉及的内容也不够深入细致#

实际工作中#真正需要输血治疗的#远不止手术患者和血液系

统疾病患者#且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不同疾病患者的输血

适应证,注意事项等都有所不同#如果不对学生实施系统的临

床输血相关教育#他们进入临床后#很容易忽略这些问题#造成

一些不必要的问题)至于检验专业学生#已经有个别院校开设

了临床输血专业课程#但更多的还是纳入了临床检验的课程)

护理专业更是将原有的输血相关内容从教材里删除了)从课

时安排看#非专业课程的课时通常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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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作者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很能接受到临床输血的系统教育)因此

临床上诸如对于输血适应证把握不严,自身输血推广困难,输

血并发症细节处置不合理等现象时有可见)近期#国家卫生部

正在拟定新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将进一步强化临床安全,科

学用血#这使得开展系统的临床输血教学显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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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工作需求)不同专业教学重点不一样

在实施临床输血治疗的过程中#要涉及到不同专业和部门

的技术人员#包括临床,检验,护理#他们各自所承担的职责是

不同的#因此在临床输血教学过程中应根据这一特点#对不同

专业的学生#设计不同的课程设置以及重难点)对于临床专业

的学生#掌握输血适应证,输血前评估,常见输血不良反应的鉴

别及处理以及输血疗效评估是教学的重点#也就是说#通过教

学#要让临床专业的学生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实施输血治疗,

该输什么#输多少#输血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怎么去判断和

处理#输血治疗结束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当然#临床专业学生

还应对血液成分及其功能有所了解#这是他们决策输什么的基

础)对于检验专业的学生#输血的教学侧重点则应该是输血相

关免疫学基础,血型鉴定,交叉配血,与血型相关的疾病诊断,

各种血液成分的采集,分离,储存,输血相关传染病病原体检测

技术,血液病原体灭活等等)之所以对检验专业的学生设置这

样的重点#是因为部分检验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输血科或血

站工作#而上述内容都是血站和输血科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护理专业的学生#作者认为输血相关教学的重点则应该放在血

液标本的留取,输血治疗的实施,输血过程的监护,输血不良反

应的早期发现和处理等)这些内容都是与输血治疗护理工作

密切相关的)当然#输血相关法律法规#是共性内容#无论哪个

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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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教学需进一步加强

除了理论讲解#实习也是临床输血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能够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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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医学

专业和护理专业的学生根本没有输血科实习的安排#甚至见习

都没有#但作者认为#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至少应该安排输血科

见习#让他们对输血科的工作内容和流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对于帮助他们日后工作中树立安全,科学用血观念是大有裨

益的)至于临床检验专业的学生#则一定要安排输血科实习#

建议时间应不少于整个实习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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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科的工作#尤其

是一些疑难患者的分析判定#需要严谨的思维,清晰的思路,丰

富的经验#单凭有限的理论学习#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一旦出

错将直接影响患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另外#由于时间差所造

成部分教材传授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也需要学生在实习

的过程中去完善,弥补)遗憾的是#目前能够提供从采血,成分

制备,储存,血液安全控制,血型鉴定,配发血以及指导临床合

理用血,融血站和输血科为一体的实习单位太少#导致实习学

生不能够完整地获得输血相关的感性认识)因此#如何协调医

院输血科和当地血液中心共同完成检验专业学生的输血相关

实习#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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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加入学科新进展

虽然目前输血在我国还不是独立的学科#但近年来随着相

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输血本身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干细胞技

术,人造血液,新的病原体检测和灭活技术,新的成分制备,储

存技术#使输血专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同时一些传

统的观念也正在被颠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传授经典的

输血相关理论和技术#应当适当加入输血相关的新进展#以更

好地吸引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兴趣#为他们指明学科的发展方

向#有利于他们今后自我学习提高#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输血界

不断培养出适应学科发展甚至引领学科发展的新型人才)

总之#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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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系统后#输血已经逐

步成为了安全,有效的经典治疗手段#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输血专业人才的培训#却一致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

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输血界的人士去深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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