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的合作，努力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使中医药惠

及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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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室实习带教体会

徐礼杭（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福州　３５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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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必须

掌握的的基础理论与技术课程。本院作为三级甲等教学医院，

每年有大量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在本院检验科完成实习任务。

现本院检验科有２台日本产的东芝 ＴＢＡ１２０ＦＲ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和１台美国强生 ＶＩＴＲＯＳ５．１ＦＳ全自动干化学生化分

析仪，为日常检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使得学生从事

编号离心等大量非技术性工作，为部分实习环节带来不便。现

根据本院的实际经验，总结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实习工作，保

障实习生完成实习任务。

１　引导学生重视生化检验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生化室的检验前质量控制是检验工作质量保证中的重要

环节。应要求学生严格按照《临床检验基础》的规范操作对生

化标本进行采集与处理［１］。应特别注意生化结果的检验前变

异，它由生物变异和非生物变异两类组成。生物变异不可人为

控制，但必须教会学生生物变异的特征，包括患者的年龄、性

别、昼夜节律、海拔、季节、妊娠以及情绪波动等对特定生化检

验结果的影响［２］。而非生物变异指临床医生从开出检验医嘱

开始到检验程序终止步骤中的每一个环节所造成的变异，此类

变异可通过标准化操作加以控制。在这一关键的环节，应注意

引导刚接触生化检验采集标本的学生结合实际。同时了解患

者的身体状态，例如体位、饮食、运动等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

响。对于不合格的标本，应带学生找出不合格标本的产生原

因，并登记及制定对策；即使对于不太理想但又能检测的标本

得出的生化检验结果，应在备注栏中告知患者的标本状态以避

免纠纷。

２　加强学生生化检验基本操作与动手能力的培养

对于生化检验的每一项测定，带教教师应组织学生学习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相关的内容［３］，根据具体工作的实

际，合理安排生化各组合项目的实习周期，并做好规划。对于

这一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应加强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在具体工作中，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生化检验各项目

测定的原理、步骤、方法和结果的讨论，更应以规范化的标准要

求学生自己动手，从离心、吸样、试剂与洗液配制、比色、录入、

移液管与分光光度计的使用、电极保养等基本操作起步［４］。要

求他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好记录，并针对他们所提出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辅导，以提高他们的薄弱环节。当然重要的

一点是带教要做到放手不放眼，严防差错发生。同时在日常工

作中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断贯彻全面质量控制的教育原

则，培养起学生严瑾的工作态度和质控意识。

３　引导学生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分析处理，同时注重与临床方

面的沟通

学生没有权限独立发放报告，但可以在实习的最后环节安

排观看带教教师如何发放、审核具体的生化检验报告，这对于

他们的实习完整性来说是必需的。此环节包括检验结果的审

核与发放，带教教师应结合本院的具体工作耐心解释如何做到

生化检验报告信息的完整性、结果的正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等各方面的关键所在［５］。重点注意结果的前后对比，异常结果

复查登记，急诊结果优先发放，危急值结果及时报告登记，标本

检测后及时保存处理等细节。同时教会学生耐心接受患者、医

生与护士的咨询，包括帮助有需要的患者理解生化检验结果，

帮助病区护士正确采集生化标本，帮助医生及时有效地利用生

化检验结果等工作。

总之，临床生化室实习带教必须与日常工作实际紧密联

系，结合本医院、科室及学生自身的特点，通过不断探索更优的

带教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以促进医学检验专业的学生圆满地完

成生化实习任务，为他们以后走上生化室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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