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登记交接制度，加强与医生及检验人员的沟通，提高检验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促进临床医疗诊断和治疗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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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本科生的临床实习是学校教学的延伸，是理论到

实践的必经之路［１］。临床免疫检验实习是医学检验专业本科

生实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就本科室在临床免疫

检验实习带教中的一些体会进行总结，报道如下。

１　重视岗前培训

学生到科室以后，由组长先对其介绍本科室的规章制度、

操作流程及开展的检验项目，使实习生能够了解本科室的概

貌。然后指导他们阅读本科室的标准化操作文件，熟悉每个检

测项目的标准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指出需要掌握的重点技

术。最后对实习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和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

知识的培训，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自我保护意识。

２　加强实验技能培训

免疫学检验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免疫学的实习

主要是操作技能和概念性知识的掌握［２］。本科室把操作技能

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性操作，这种操作技术性要求不高，

只要按操作说明及一定经验就能得到正确结果，如洗板机、酶

标仪的使用、肥达试验等；另一种是新技术、新项目的操作，如

自身抗体的检测。这类检测项目学生接触得较少，首先要让学

生了解免疫间接荧光法、免疫印迹法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然后

在荧光显微镜下指导他们认识各种荧光模式，了解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分类。由于学生在免疫室实习的时间有限，课本上对这

部分内容涉及不深，所以要让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完全掌

握是不可能的，只能教他们认识一些典型的荧光模式，使他们

对某些疾病出现某些常见的荧光模式有个初步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验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带教教师应该

“放手不放眼”，既要敢于放手，充分发挥实习生的主观能动性，

但又绝对不是撒手不管，要能够随时对他们操作及思维上的不

足进行指导或引导，充当监督和指导的角色［３］。

３　注重临床和科研思维的培养

在实习生动手操作的同时引导学生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如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的方法及检验原理，以提问的方式

帮助实习生回顾所学的理论基础知识。运用“启发式”教学方

法，将教学的主体从教师转向学生，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激发其自学能力，启发和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及运用理

论知识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４］。例如，结合梅毒甲

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检测和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组织

学生进行讨论分析，从科学的态度出发，对结果进行判断。

此外应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带学生做课题的时候

针对免疫学的发展前沿进行课题的选择，在指导教师的带动下

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毕业课题，让他们从文献检索、科研设计、科

学试验、课题总结到论文撰写诸多环节上都能得到训练。通过

学习和锻炼，使他们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将来开

展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５］。

４　加强质量控制意识

质量控制是对一个实验室的仪器状态、检验人员操作水平

的一个总的评价［６］，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其内容包

括检验前、检验中和检验后３个方面。检验前的质量控制主要

是指送检的标本是否合格，如果标本脂血或溶血必然会影响检

测结果的真实性。将不合格标本造成检验结果的失真对学生

进行分析和讲解，加强学生对不合格标本的拒收。检验中的质

量控制尤为重要。要让学生了解质控的重要性，并结合本部门

的室内质控情况对他们进行教学分析，重点讲解质控的原理、

规则以及失控后的处理。检验后的质量控制主要是对报告的

审核，引导学生分析结果与临床信息的符合性，确定报告是否

可以发布等。

总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他们的临床思维是临床

免疫实习带教工作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一定实践

经验的高素质检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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