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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院是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医学科每年接收

及培训
%"

多名检验医学专业实习生和进修生)胜任临床微生

物学检验室的工作需要掌握较多的基本技能#并灵活运用大量

基本理论知识)每届实习生和进修生均反映临床微生物检验

室临床分离细菌*真菌的属种繁多#不同类型标本的检验流程

各异#难以记清#学习起来很吃力)近几年作者对实习生和进

修生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带教模式进行探讨与实践#取得较好效

果#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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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习生和进修生培训手册的编写及应用

根据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的实际工作情况#编写实习生*

进修生*研究生*见习生$简称2四生3%培训手册#在临床微生物

学检验室各项标准操作程序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浓缩)对往

届实习生和进修生易犯的各项错误不断进行总结#归纳至相应

部分的注意事项中)

实习生和进修生一般在每年
6

月份进入检验医学科实习#

故每年
$

月份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所有带教教员集体讨论#参

考最新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共同修订培训手册,

#

-

)通过集体

讨论#可以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及时将检验工作中新的变化及

实习生和进修生易犯的错误总结得比较全面#并使所有带教老

师都能准确地指导实习生和进修生#尤其明显提高年轻老师的

带教能力,

!

-

)实习生和进修生进入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后#第

一天上午先了解本室开展的各项检验项目*工作流程#下午自

学培训手册(第二天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展开实习工作)只

要按照培训手册详细讲解一遍#实习生和进修生即可在实习中

参照培训手册胜任大多数检验工作#只有少数情况需要询问带

教老师)在以往的实习生和进修生带教中#老师讲#学生记录#

由于老师的讲解缺乏系统性#可能存在口误#学生的记录也不

全#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在实际工作中也易造成失误#而通过培

训手册的应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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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工作手册的编写及

应用

编写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工作手册)室内质控部分主要

包括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使用的各项室内质控记录表格#包括

冷藏冰箱*冷藏和冷冻
X!"j

冰箱*冷冻
X%"j

冰箱*生物安

全柜*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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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箱*普通培养箱*仪器室温度和湿度记录*细菌

鉴定药敏仪*血液自动培养及检测仪*革兰染色*抗酸染色*墨

汁染色*离心机*显微镜*葡聚糖检测仪的室内质控记录表#各

项目或仪器失控记录表*仪器维护记录表*每月室内质控小结

记录表*医生和患者投诉与抱怨处理记录表等#将上述各项表

格汇总并装订成册#工作中需要哪项表格可用工作手册进行复

印#便于快速查找复印的模板)

室间质评手册主要包括国家卫生部和广东省室间质评的

主要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具体内容包括标本接收及保管记

录*质控标本复苏接种*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分析及上报流

程*室间质评结果查询及结果反馈分析等)由临床微生物学检

验室初中级职称工作人员轮流负责
#

年室间质评工作#

#

年内

每次卫生部及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均由该工

作人员完成操作*记录*结果分析)但每次室间质评工作的整

个过程#所有工作人员及实习进修生均参加#由负责室间质评

的工作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后#集体讨论#最后由组长及高年资

高级职称工作人员把关#这样既保证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又

给年轻工作人员及学生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每年年底#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所有工作人员以集体讨论

的形式#对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工作手册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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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细菌学检验系列视频教材制作及应用

结合临床细菌学检验实际工作中#将需要掌握的基本操作

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制作系列视频教材#共制作
7

部教材)

临床细菌学检验一#临床常见类型标本的接种*培养及结果观

察#主要内容为临床常见类型标本中段尿*粪便*痰液*生殖道

分泌物*伤口分泌物*穿刺液标本接种*培养*结果观察)临床

细菌学检验二#临床常见类型标本的涂片*染色及结果观察#主

要内容为临床常见类型标本静脉血$培养阳性%*中段尿*穿刺

液*粪便*痰液*分泌物标本涂片方法(革兰染色*抗酸染色*墨

汁染色基本原理*基本操作*结果观察)临床细菌学检验三#临

床常见细菌的鉴定及药敏试验#主要内容为临床常见革兰阳性

球菌*常见革兰阴性球菌*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鉴定要点(临床

常见细菌的常用鉴定试验触酶试验*凝固酶试验*氧化酶试验*

氧化发酵试验*克氏双糖铁试验基本原理*基本操作*结果观

察(临床常见细菌的
P/3

法药敏试验基本原理*基本操作*结

果观察*质量控制(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仪基本原理*基本操

作*结果观察*质量控制)上述系列视频教材#适用于检验医学

专业学生学习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时使用#也适用于临床微生物

检验室的实习生*进修生及工作人员使用#已由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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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考核.实践能力/的基本理论试题库和基本技能试题库

的建设及应用

参照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专业课教学大纲*卫生部检验医学

专业职称考试大纲#收集历年国内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职称考试

模拟试题#建立基本理论考试题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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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包括
!"""

道选择

题$单选题和多选题%#将试题按照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各项

考核要点进行分类后#将题库放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信息系统

2帮助模块3#以便于实习生和进修生利用检验工作闲暇时间自

学)实习生和进修生在离开本室前须进行基本理论知识考核#

从题库中选取
#""

道试题#覆盖主要考核要点)将题库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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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室参加职称考试的人员复习时使用#考试后大家普遍反

映#本题库实用性较强#参照教材和该题库进行复习#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立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基本技能考试题库#共
)"

道题目#

题目包括各类标本接收流程*接种培养基选择及接种方法(革

兰染色*抗酸染色*墨汁染色(临床常用生化鉴定试验*临床常

用血清学鉴定试验(临床常见细菌真菌平板上菌落形态观察

等#所有考核内容均为实习生和进修生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室

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各项基本技能)在进行基本技能考核

时#由带教老师随机选取
)

道试题#2四生3完成该
)

道试题的

操作#考试时由
%

名带教老师现场打分)根据突出2实践能力3

的基本理论考核和基本技能考核的成绩及平时表现#由带教老

师进行总体评价#并填写实习生和进修生在本室实习情况的考

评意见)

参考文献

,

#

- 杨大鹏
,

对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实习带教方式的探讨

,

Y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67/#*6%,

,

!

- 张亮#张芳琳#白文涛#等
,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实践及

体会,

Y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

!"#"

#

#!

$

7

%!

!%$/!%*,

,

7

- 王元松#刘成玉
,

临床技能学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实践

,

Y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

%!

##)/##$,

$收稿日期!

!"#!/"!/"*

%

基础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胡小平"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7!"""

#

!!

"关键词#

!

生物安全&

!

质量体系&

!

医学实验室

!"#

!

$%&'()(

"

*

&+,,-&$)./0(122&/%$/&$3&%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

"

!"#!

#

#*/!7+#/"!

!!

近年来#新现$或再现%病原微生物如甲型流感
U#N#

*人

免疫缺陷病毒$

U'Q

%*丙型肝炎病毒以及多重耐药结核分枝杆

菌等成为实验室获得性感染和生物安全关注的新重点#更是让

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了生物安全防护对实验室工作人员乃至对

全人类的重要性)我国的生物安全管理起步较晚#加之条件相

对较差#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存在一定隐患)作者结合本室

工作实际#浅谈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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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相关定义

$,$

!

感染性微生物的危险度等级
!

根据感染性微生物相对危

害程度#制定了危险度等级划分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类

四级)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卫

生部组织制定了.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

$,/

!

实验室等级
!

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根据所处理的微生物

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序各自分为四级#基础实验室111一级生物

安全水平*基础实验室111二级生物安全水平*防护实验

室111三级生物安全水平和最高防护实验室111四级生物安

全水平#以
304/#

*

304/!

*

304/7

*

304/%

相应生物安全防护水

平)本文仅讨论一级和二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的生物安

全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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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现状

我国基层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现状令人堪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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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

存在以下共性)

/,$

!

规章制度不健全或制度缺乏操作性#工作落实制度形同

虚设)

/,/

!

生物安全管理力度不够#领导层更多的重视质量管理*经

济管理*信息管理#相对忽视了生物安全管理)

/,'

!

设施和布局不合理#结构老化#建设初期缺少可供参考的

建筑技术规范)

/,1

!

缺乏或缺少生物安全防护屏障)

/,2

!

人员配备及培训不足(生物安全知识缺乏)

/,)

!

医疗废物的处理不够规范)

/,.

!

医务人员自我防护意识淡薄)

/,3

!

缺少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

'

!

基础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认识

',$

!

基本的原则
!

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的基本原则是以保障

工作人员充分避免所操作生物因子的危害#保证危险生物因子

不向实验室外扩散)然而#实验室不可能完全没有风险#因此

要求实验室主管和负责人考虑涉及的所有因素#尽可能地降低

风险#并使之达到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

!

生物安全措施
!

对于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而言#其生物

安全措施可以概括为
7

个部分!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

件#实验室设施和防护装备#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实验室必须

要有科学而系统的生物安全体系文件#保证管理有章可循)通

常将实验室防护定义为一级屏障和二级屏障#前者包括实验室

安全设备*个体防护装置和措施(后者主要是指实验室的特殊

设计和建筑要求)实验室作为一个动态的环境#在实验室工

作#风险是永远存在的#而安全只是相对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要

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操作者应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标

准化操作规程进行日常作业)

1

!

生物安全管理的策略

1,$

!

熟悉掌握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文件
!

中国有关实验室

生物安全的文件有.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V3#+%*+/

!""%

%$简称 .要求/%*.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

V3)"7%)/!""%

%$简称.规范/%*.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

物安全通用准则/#$

T0!77/!""!

%$简称.准则/和.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人间传染的病原微

生物名录/等)

1,/

!

建立健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

针对各种潜在

的生物安全问题#以.条例/为基础#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应的

科室生物安全准则*细则*应急预案和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具

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推动各个专业实验室

的常规检测和科学研究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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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体系文件的控制管理#

及时识别不符合项的活动或现象#制定不符合项的纠正措施#

定期开展内部审核#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偏离#做好对体系

文件的评审管理#使之持续改进)

1,'

!

作好实验室的生物防护屏障
!

基层实验室一般不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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