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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验教学是临床医学检验学课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为了加强学生的检验操作能力,提高形态学

知识掌握水平,通过基于医学检验虚拟实验室开发的形态学图片库的建立和应用,对实践教学进行了探索性改

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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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医学检验学是通过对临床标本进行检测,为
疾病预防、诊疗和预后提供实验依据的一门学科,其
本质是临床医学和检验医学结合的交叉性学科。随

着新时代医学高等教育的深入改革,提高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培养人才的核心[1]。临床

医学检验学的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密不可分,从实验

教学着手,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可以为学生今

后胜任检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传统的实验教学

存在教师讲解抽象、学生理解困难的情况,为弥补教

学过程中这一缺陷,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专业教学

的特点,皖南医学院检验学院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

核心,基于 Web技术、VR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实

验室,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形态学图片资源,供学生模

拟实验操作,并对形态学结果进行辨认,教师根据实

验结果结合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加强师生互动,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2]。
1 形态学图片库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皖南医学院自2012年招收首届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学生以来,完成了多轮临床医学检验学课程的教学

任务,但由于专职教师缺乏,教学任务一直由皖南医

学院弋矶山医院和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临床

教师承担。繁忙的日常工作迫使临床教师没有更多

的精力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中,尤其是实验教学,而
实验教学对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而言意义重大,
因此本专业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与提高学生专业能

力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教学建设的主要矛盾。薄弱

的实验教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书本知识与临床

工作脱节严重,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无法培养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二是缺乏知识更新,教材虽然

在不断更新,但教材中形态学图片却仍是插图、模式

图等,且有些新的知识点无图片加以说明;三是缺乏

创新,现在的实验教学仍然沿用教师在讲台上讲,学

生用显微镜观察,师生之间互动极少,有时学生较难

辨认显微镜下所看到的形态结构,但又无法与教师及

时沟通,导致实验教学质量不高;四是缺乏科学有效

的实验考核机制,长期对实验教学的忽略造成实验课

考试形同虚设,学生不能充分重视实验操作、形态学

读片。为此,基于医学检验虚拟实验室开发的形态学

图片库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图片库的建设

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临床知识的理解,由教研室、学院

审定的图片能覆盖教学大纲的知识点,图片结合临床

案例的呈现方式构建了以临床工作需求为核心的教

学体系。其次,图片库的建设提升了教师队伍的整体

素质,教师通过建设图片库,可加强自身学习,提高形

态学知识水平。学生借助网络平台、虚拟实验室技

术,可获得大量形态学学习资源,拓展了知识面,也促

进了学生自主学习[3]。最后,图片库的建设可作为实

验教学改革的评价依据之一,学生对形态学的知识掌

握情况可通过参加全国临床检验技能大赛得以体

现[4],检验人员对形态学的系统学习可达到自我提升

的目的。
2 形态学图片库建设的内容和应用

2.1 制订图片库大纲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为蓝本,建立符合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自身特点的图片库。在制订图片库大

纲时,依据培养目的和教学大纲充分网罗从各种渠道

获得的形态学图片,并加以讨论、修改、完善、校正、审
定,按照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的不同要求对图片

进行分类并及时更新,确保图片库的科学性、完整性

和时效性。
2.2 确定图片库结构 按照大纲将图片库分为三级

结构:一级是与形态学密切相关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分别是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检验基础、临
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遗传学检验;二级是每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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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章节的分门别类;三级是各类疾病相关的特征性

形态学表现。
2.3 图片库素材来源与整理 图片库素材来源与整

理是图片库建设的主要内容,除教材中的经典图片

外,还通过以下渠道收集了大量有临床价值的形态学

图片,(1)临床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留取的标本图片,临
床标本直接取自患者,具有时效性,且直接拍摄的图

片更加清晰、直观。由于临床标本会随着病情的发展

而变化,因此要求临床教师事先需准备好拍摄工具,
采用动静结合的方式保存图像,如血涂片、骨髓涂片、
尿沉渣镜检涂片、脱落细胞学涂片等适宜用静态图片

来保存,而寄生虫、虫卵等可用录像的形式保存,以便

观察其运动和变化情况。(2)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
国国家和地区的临床检验中心相继开展了血细胞、体
液细胞、骨髓细胞、尿沉渣管型、寄生虫成虫及虫卵等

形态学室间质评活动[5],通过对各类细胞及有形成分

的辨认,临床检验工作人员提高了对形态学知识的掌

握水平,因此可将这部分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归纳、
入库。(3)网络资源,目前国内许多高等医学院校和

医学科研机构均建立了与形态学相关的网站,如检验

医学信息网、国际检验医学网、丁香园论坛等均有较

多高质量的图片供学习使用。对从网络上收集到的

图片进行命名、编号、标注等整理,按照图片库结构建

立包含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寄

生虫学检验、临床遗传学检验、临床脱落细胞学检验、
临床体液检验的综合医学检验形态学图片库。
2.4 图片库的动态维护和管理 随着教材的更新、
研究的进展,图片库的结构和内容也会不断补充和完

善,每门课程负责人都应及时添加新的图片并替换旧

的图片,保证图片库的质量,提高库内资源的时效性。
图片库建立后是需要基于虚拟实验室发挥教学作用

的,因此建立健全虚拟实验室管理机制才能保证教学

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有效使用[6]。
2.5 图片库的应用 基于虚拟实验室开发的图片库

建立后,库内资源广泛应用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教

学,具体应用方法如下,(1)多媒体情景教学:教师根

据库内各亚专业图片资源,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教学模式[7],结合具有代表性的临床病例,总
结疾病典型的形态学特征并强调重难点,培养学生正

确的诊断思维和对检验结果解释的能力。(2)网络数

码显微互动:教师制作的图片通过数码互动技术引入

虚拟实验平台,开放式的实验教学配合理论教学增加

了师生间的互动,让学生更容易理解相关知识点。
(3)课后网络共享:虚拟实验平台在线读片系统制作

成APP后可以应用于手机、电脑、平板等移动终端设

备,供学生随时随地下载、浏览图片,并支持学生之间

相互讨论,进一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帮助其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教学效果。(4)实践培训

与考核:图片库内的资源可随机组合形成形态学考试

题目,优化了实验课期末考试模式,能够较为客观地

反映学生形态学诊断能力,同时也减轻了教师的工作

负担,此外,该图片库还可与医院临床教学实现资源

共享,丰富教学内容,在临床教学的过程中提高教职

工的形态学知识水平,教学相长,并且还可利用该资

源在医院内部进行医学检验相关专业的技能培训。
3 形态学图片库建设的收获和体会

3.1 师生反馈 通过对教研室教师和2016、2017级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谈话等方式了

解其对形态学图片库的使用感受。教研室教师反馈

结果显示,基于图片库的实验教学形式新颖、操作简

便,课堂气氛明显活跃,学生讨论问题的主动性提高,
且回答问题的准确率大幅上升,实验课期末考试成绩

明显提升。对基于图片库的实验教学持非常肯定和

肯定态度的学生占95%,通过该教学模式全部掌握和

大部分掌握知识点的学生占85%,平时通过手机

APP等移动设备进行自主学习的学生占100%,网络

共享教学已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形态学知识水平

的助推力量。此外,实习医院教师也认为接受该教学

模式的学生在日常临床工作中的动手操作能力明显

提高,能较好地胜任相关岗位工作。
3.2 有形成果 在建设形态学图片库之初,利用部

分库内资源,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临床教师对在本

院实习的2014级17名学生进行培训,并带领其参加

全校医学检验技术技能比赛,获得了团体第1名的好

成绩。随着图片库建设的不断完善,医院临床教师又

培训了2015级3名学生和2016级3名学生代表皖南

医学院分别参加2019年安徽省大学生检验技能大赛

和第一届华东六省一市高等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技能大赛,均取得了优秀成绩。形态学图片库已然成

为大学生技能比赛培训的重要工具。
3.3 技能考核 利用图片库资源组合形成考试题

目,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检验科于2019年5月组

织全科工作人员在医院教育处技能培训中心进行形

态学读片考核,考核结果显示,检验科工作人员形态

学知识掌握较好,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有了明显提

高,均通过了考核。
4 小  结

  通过近几年图片库的建设,对医学检验技术教学

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赋予了“教与学”新
的概念,在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获得了满

意的教学效果,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

其专业技术能力[8]。但在实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仍

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比如基础教师的缺乏、实
验课时设置及内容整合不合理、实验教学投入不足

等。在今后的实验教学中,本课题组将进一步改进实

验教学方式的不足,完善图片库资源,优化实验教学

考核体系,加强对学生综合分析病例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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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检验科管理

林宇琦1,魏修奇1,徐 魁1,曾 轶1,陈 文2,王 晖3△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检验科,湖北武汉430022;2.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湖北武汉430014;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湖北武汉430022

  摘 要:检验科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检验人员奋斗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接

触到大量可能携带病毒的血液和体液标本,成为感染的高危人群。加强疫情期间检验科的管理工作,及时对检

验人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是打赢抗疫攻坚战的关键。该文从实验室管理(生物安全原则、优化检验流程、医

疗垃圾处理、实验室分区管理)和检验人员管理(提高重视程度、人员培训及考核、科学排班、加强心理干预)方

面出发,对相关措施和方法进行了概述。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检验科; 实验室管理; 心理干预

中图法分类号:R197.3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1)06-0858-0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种以呼吸道

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为主,在特定条件下也可通过气

溶胶、粪-口途径和污染物传播,传播能力强,且潜伏期

和发病后均具有传染性的呼吸道感染疾病[1]。目前,
COVID-19仍在全球各地区暴发、流行。我国已将

COVID-19列入乙类传染病,并要求按甲类传染病管

理。检验科要检测各类血液、体液标本,疫情期间检

验人员是感染COVID-19的高危人群,因此在开展患

者各类标本检验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检验人员的感

染防护及实验室管理工作,对检验人员出现的不良心

理状态进行及时干预。
1 实验室管理

1.1 生物安全原则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目前按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进行管理。病毒分离培养、
核酸检测应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开展;进行病毒抗

原检测、血清学检测、生化分析等操作时,可在生物安

全二级实验室开展,但须同时采用生物安全三级个人

防护。
1.2 优化检验流程

1.2.1 检验前 标本由医护人员采集后,加盖,装入

密封袋,置于标本盒中,再放入转运箱,由防护措施齐

全的专人运送至检验科。转运箱要有统一的特殊标

识,标本转运时间不超过2
 

h。转运者及实验室接收

者均需要进行安全防护,开箱瞬间用75%乙醇喷雾消

毒[2]。标本采集、转运、交接环节进行详细记录,以便

回溯。标本离心后静置15~20
 

min,开离心机盖时进

行喷雾消毒[2]。尽可能避免打开管帽,并尽可能缩短

打开管帽后的标本暴露时间,以防产生气溶胶。所有

操作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1.2.2 检验中 检验人员在进行标本检测时必须正

确佩戴合格的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穿着防护服和

隔离衣,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并保证操作环境的生物

安全。检测时需确认标本采集是否合格,当发现不合

格标本时进行登记并及时与临床沟通,要求其重新采

集标本。对于合格标本,检测中注意防止标本溢洒,
如出现溢洒,先用吸水纸吸干,然后对台面、地面使用

1
 

000
 

mg/L的84消毒液进行喷洒消毒,15
 

min后及

时用清水擦洗,再对台面、地面进行紫外线消毒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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