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这种教学模式；９０．１％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能培养分析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８８．３％的学生表示可操作性强，

培养了动手能力。综合分析，ＡＴＤＥ教学模式在“问→想→做

→评”的一系列活动的实施中，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角色转换，

即从被动的学习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人，充分激发了学生的求知

欲和探索意识；促进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系统性掌握和巩固，

培养了学生的操作技能及综合能力。总之，该体验式教学模式

有利于创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然而，从上表１也可以看出，

少部分学生在 ＡＴＤＥ教学模式中的学习效果不佳，如也有少

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操作技能和综合能力没有得到有效锻炼，

甚至不喜欢这种教学模式。这可能是因为在ＡＴＤＥ教学模式

的整个开展过程中，教师主要做启发式引导，要求学生们有较

强的学习自觉性和一定的动手能力，那么比较依赖于传统教学

理念和方法的学生还需积极主动配合，教师还需在知识结构、

教学能力与方法等多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能力。

５　ＡＴＤＥ教学模式对《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实验教学的意义

通过将ＡＴＤＥ教学模式用于《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实验

教学的实践，发现这种教学模式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潜力，增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学生在问、想、做、评等一连贯活动过程中既巩固了所学的理论

知识，又养成了爱动手爱动脑的好习惯，还培养了自己主动获

取知识和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ＡＴＤＥ教学模

式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

法，不仅消除了学生对《临床寄生虫学与检验》实验教学课程的

厌倦情绪，而且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及能力，受到学

生的欢迎。诚然，ＡＴＤＥ教学模式应用于《临床寄生虫学与检

验》实验教学还需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并不断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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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血液标本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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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血者的血液标本是实验室结果可追溯、可重复的最根本

依据，直接关系到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对血

液标本进行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结果真实可靠的基础。为了

进一步加强血液全面质量管理，作者对血液标本的质量控制因

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现报道如下。

１　标本采集

１．１　试管质量保证　目前收集血液标本的大多采用塑料试管

或聚乙烯硬试管，也有使用真空采血管、血袋样辫等。无论使

用何种试管，都要保证试管的清洁、干燥、无菌，特别是实验室

使用全自动标本处理系统检测的标本，加入的抗凝剂（乙二胺

四乙酸、肝素）一定要按比例，符合规定要求。市场上有一次性

抗凝管出售，但要选择质量可靠的厂家。

１．２　采血人员

１．２．１　采血者要是具有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献血前要对献

血者进行规定的健康体检，要进行有关献血知识和献血注意事

项的宣传，避免因药物、饮酒、吃油腻食品等因素使采集的标本

出现溶血或乳糜血，而造成检验结果的假阳性［１２］。

１．２．２　采血者在采集血标本前，一定要认真核对试管、血袋、

献血登记表上的标签条码是否一致，然后将采集的血液按比例

沿试管内壁缓缓注入，充分混匀，防止溶血或凝血。

１．２．３　试管标本留取完毕后，立即在血袋血辫自顶端开始留

取１５～２０ｃｍ血清（浆）标本留存用。

１．２．４　血液标本采集后应随血袋一同及时放入冰箱内，因为

温度对血液标本的质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２　标本交接

２．１　标本运输

２．１．１　血液标本从采血现场到移交检验科检测的过程中，要

同血液运输一样，建立“冷链”管理，保证标本始终在４～６℃的

环境中。

２．１．２　血液标本在运输过程中，要避免激烈振动，防止标本溶

血和溅出影响结果。

２．２　检验科在接受血液标本时应该对血液标本的编号、条码、

血型等是否齐全，数量是否准确，质量是否达标，有无溶血、乳

糜血、污染等要素进行核查，并做好交接记录。

３　标本检验

３．１　检验科将标本接受后，如不能及时检测应将标本于４～

６℃储存；新采集未抗凝标本，应放入３７℃水浴中３０ｍｉｎ，使

其血清析出。

３．２　血液标本按检验状态做好分类　已检测、未检测、复测状

态，标志清楚。

３．３　血液标本在检测前，先离心分出血清或血浆，再对标本质

量进行目测，如标本溶血、乳糜不符合标准要求，都将会影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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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故应及时另取标本，或做好对照试验。

３．４　复检标本需标明复检项目，下一工作日完成检测。可疑

阳性标本要注意妥善保管，设立专门保存区域。

４　标本保存

４．１　试管标本的保存　试管标本检测完毕后，应用适当容器

装好，在４～６℃冰箱内保存，保存期与全血有效期等同。

４．２　血清（浆）标本的保存

４．２．１　血清（浆）标本是从血袋的辨管留取的１５～２０ｃｍ长的

血辫中留存，先离心将血浆和血细胞分开，然后在分界线处热

合，按日期、数量标志清楚，密封后低于－２０℃冰冻保存，保存

期在全血有效期满后半年。

４．２．２　冷冻标本保存过程要注意冰箱温度观察，确保标本存

放的条件，以防标本失效，保证标本的完好性。

４．３　用于研究的标本，可置带盖的容器内，或用封口胶封口。

４．４　血液标本保存、销毁、使用均应做好记录，以备统计和查

询所用。

５　其　　他

５．１　血液标本采集后如不慎溅出容器外，所接触的物品表面

应按消毒技术规范进行消毒处理。

５．２　建立标本质量控制管理程序，确定标本质量的关键控制

点从而保证血液质量，保证安全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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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细胞学检验历来是《临床检验》
［１３］课程教学的重点和

难点，而骨髓细胞检验更是这个难点中的难点，因其不仅在临

床细胞学检验教学中所占学时较多，更重要的是在临床应用方

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自动化仪器无可替代的作用，其检验的结

果对多种血液病的诊断起到权威性的作用。而细胞形态学的

教学，重在对细胞形态的描绘与辨认。因此，抓好骨髓细胞检

验环节的教学，帮助学生比较熟练地掌握血细胞形态检验技

术，是培养实用型检验人才的重要环节。本文总结多年来在课

堂教学和在医院临床带教中的一些体会，探讨如下。

１　循序渐进，由浅及深

在讲授骨髓细胞检验之前，先强化白细胞分类计数的理论

及实验教学，特别是实验实训的强化，在学生对外周血细胞形

态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再讲授血细胞的发育、演变规律及

其形态，起到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作用，便于学生对各种血细

胞形态的认识和掌握。

２　比较教学法，释义混淆

比较教学法是骨髓细胞检验教学中比较常用的教学方法，

因为在骨髓涂片中，各系统、各阶段的细胞比较多而且比较幼

稚，无论是理论描述或是镜下观察，对初学者而言，都会觉得较

难区别，极易混淆。克服该难题的做法是，在理论课讲述了各

系统、各阶段细胞形态后，对形态较相似的细胞，如原红细胞、

原粒细胞、原单核细胞进行比较、归纳，指出相同点与鉴别点，

再在显微镜下示教比较。如能在同一视野下找到需比较的细

胞，则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３　制作涂片，道具教学

在骨髓细胞教学过程中，如能充分利用附属医院（教学医

院）给患者作骨髓检验的取材机会，尽可能多涂制几张骨髓片

用于教学，可起到几方面的作用：（１）可示范未染色骨髓涂片的

特点，如观察骨髓小粒、脂肪滴等；（２）用于示范骨髓片染色，骨

髓片染色要遵守“低浓度、长时间、混合染色”的原则，采用染色

液浓度较低，染色时间较长，采用瑞氏姬姆萨混合染色的方

法，则可染出色彩鲜艳，形态真实，效果与彩色图谱一致的涂

片，非常有利于学生学习；（３）通过长期的积累，可收集到较多

的教学道具（涂片），利于教学。

４　课件结合实物，直观教学

在骨髓细胞教学的实验实训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课件或用

多部光学显微镜制作“连续式”示教片，即在多部光学显微镜下

找出某个系列的各阶段细胞，或找出各细胞系同一阶段细胞

（多媒体课件设计相同），让学生辨认、比较。然后让学生在练

习片上找出相应细胞，并作简易绘图，以巩固认识，是引导学生

入门的好方法。

５　理论与临床，同步教学

５．１　与教学医院密切合作，有与教学进度同步的病例，在进行

骨髓细胞学检验的同时，进行示教，或让学生部分参与检验工

作，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５．２　充分利用教学医院骨髓细胞学检验结束归档后多余的骨

髓涂片，给学生练习除染色以外的检验，指导学生辨认细胞、进

行细胞分类计数、骨髓象分析以及检验报告的书写，最后与教

学医院交流、反馈诊断结果。这样，既使理论教学与临床教学

高度统一，又促进了临床的工作。

６　实验实训，多学多练

医学教学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过程，骨髓细胞形态学的教

学更是如此，只有反复进行认识比较熟悉巩固这一过程，才

能达成教学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学校的实验实训非常重

要，因为医学检验学生到临床实习时，实习的内容多任务重，分

配到骨髓细胞学实验室实习时间短，如果学生在学校时掌握的

技能太少，则无法实习。因此，教师要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多

收集各种病例的骨髓涂片供学生实验实训，以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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