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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医学检验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规划与设计思路
张 悦 哀丽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1曰3珍)

摘要 :依据医学检验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及我校医学检脸教育改革现状
,

构建专业技能培训体 系及评价标准
,

改变单学科 自成

体系的培养模式
,

克服了实践教学的盲 目性
。

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
、

创新能力及市场适应能力
,

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
,

并通过医学检脸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应用
,

能使学校教学更有效地与市场接轨
,

为 医学检验市场提供高素质的有创

造性的专业技术人才
。

关健词 : 医学检脸 ;技能培训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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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检验发展的现状

检验医学(加场旧ory M‘五c i能)也称实验室医学〔
’〕

,

是现代

实验室科学技术与临床医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

以成为当

今医学领域中发展迅速
、

相当成熟的多技术
、

多学科交叉的具

有其独特应用目标的学科
,

然而
,

医学检验教育如何顺应未来

社会发展的需要
,

迎接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怎样向新的教育

模式转变
,

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有效信息量
,

使学生获得

更广泛的知识
,

掌握最先进的检验技术
,

是医学检验教育的当

务之急
。

改革开放 20 年来
,

检验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
,

突出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

1
.

1 仪器设备的引用和商新技术的推广

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
,

经济实力增强与国外技术

交流和信息沟通加快
,

促进了检验新仪器的大量引进和运用
,

加快了检验医学前进的步伐
,

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大

量先进的自动化仪器取代了简单的比色计等一般仪器
,

临床

实验室已经发展形成临床血液学
、

临床化学
、

临床免疫学
、

临

床微生物学
、

分子生物学等众多亚学科
。

很多最新的尖端学

科
,

如
:

流式细胞技术
、

免疫标记技术
、

基因诊断技术
、

生物芯

片技术以及各种 自动化细菌鉴定和药敏分析系统等
,

均属于

自动化
,

微量化
,

灵敏度高
,

特异性好
,

同时
,

由于计算机网络

的广泛使用
,

将可以实现实验室与临床 ; 实验室间 ; 区
、

市
、

省

乃至国际间的信息交换
,

进而实行远程的实验室诊断系统
。

1
.

2 检验队伍人才结构和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科技以人为本
,

检验医学 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开发
。

目

前
,

全国共有 26 个检验系
,

3 个博士点和 17 个硕士点
。

每年

的毕业生上千人
,

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检验专业主要 以中专

生打主力的局面
。

随着继续教育的深人
,

在岗的检验人员也

在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
,

努力提高 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

力
。

1
.

3 形成了较合理的质, 控制管理体系

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
,

直接关系到医

疗质量
。

目前
,

我国的质量控制体系基本普及
,

其内容包括三

个方面
:

¹ 析前的质控
。

测定方法的统一
,

仪器量具的标定
,

统一

标准品
,

标本标准化等
。

º 分析中的质控
。

分析过程中干扰的识别
,

插人质控标

本进行检查
,

以发现仪器
、

试剂及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

题
,

以便及时解决
。

» 分析后的质控
。

将检验结果与参数间的关系同临床质

料进行相关性分析
,

随时收集临床反馈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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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代化医院检验科三大工作目标将很好落实[s1

2
.

1
.

1 提供及时可靠的实验数据
:
为此必须抓好医学检验的

四个基本要素即仪器
、

试剂
、

方法和人才素质
,

此外还必须具

有完整的质控保证制度
。

只有这样才能使医学检验达到 4S
即氏nsi ti vi ty (敏感 ) S衅‘ci ty (特异 )

、

S拌ed (快速 )骊而ty (安

全)
。

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医学检验教育
,

培养实用型
、

应用

型人才
。

2
.

1
.

2 提供充分的检测项 目
:
及时调整更新

、

引进
、

开发和应

用新项 目
,

有完善的方法学评价与临床意义判断
,

为此必须重

视培养组织和利用检验科队伍上层结构中的左翼 一 方法学

家
,

侧重抓方法学 [z]
。

2
.

1
.

3 提供临床咨询
:
合理分析解释实验数据

,

提供进一步

检测意见
,

协助阐明分析数据变化的病理生理基础
,

能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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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数据有效地转化为更高层的临床诊断信息
,

为此必须重视

培养检验科的右冀 一 临床检验医师tz]
。

2
.

2 医学检验将实现
“
四化

”

2
.

2
,

1 仪器的自动化
:
目前国内医院各类自动化分析仪器一

般都是单机的自动化
,

而国外仪器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将几台

自动化仪器串联起来
,

流水作业
,

形成大规模的全实验室自动

化
。

发展趋势之二是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
,

进而实行远程

的实验室诊断系统
。

与大规模自动化相反的是实验室逐步走

向病人和家庭
。

因此仪器的发展将呈现两极化的趋势
。

2
.

2
.

2 试剂的商品化
:

高质量商品化的试剂保证了检验结果
的质量

,

受到检验人员的欢迎
。

2
.

2
.

3 方法的标准化
:

同一个检验项 目不同的检验方法
,

结

果和参考值也不一致
。

方法的标准化不仅使全球方法和结果

得到统一
,

有利于统一诊断标准
,

而且更有利于试剂生产
,

质

量控制和保证检验准确性和可比性
。

2
.

2
,

4 管理的科学化
:

实验室管理是一门科学
,

随着检验技

术的进步
,

医学检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和管理学
、

经济学
、

伦

理学等密切相关的独立学科
。

未来医学检验管理将进行科学

化
、

规范化
、

系统化
、

法制化和信息化的管理
。

主要表现在
: ¹

方法标准化º 全程的质量管理包括 1邻 和 I娜二将有一套完整

的制度且法制化
。

» 实验室信息系统 (llS )应用
: U S 主要是对

所有实验数据的分析
、

贮存
、

查询
,

邻
,

实验室专家咨询
,

实验

室的管理标本分类
、

分析项目试剂选择等的识别均通过 I JS 及

条码系统完成
。

2
.

3 检验科在组织体制方面将出现两极分化
,

同步发展 [s]

检验科组织形式一方面是向大型化
、

集中化
、

中心化
、

社

会化
、

商业化发展
。

另一方面
,

由于仪器小型化
、

微型化和智

能化以及利用生物传感器直接测定体内各种物质含量和无创

伤采血分析尤其是商品化的干化学试纸条及检测技术的发

展
,

检验科向小型
、

分散或卫星实验室发展也是发展趋势之

2
.

4 医学检验技术发展前景

前导技术是分子生物学技术 (基因极其片段的分析鉴定
,

分子扩增
,

分子杂交
,

分子探针
,

芯片分析技术 ) ; 自动化与信

息技术包括光谱
、

色谱
、

电泳等技术
,

其自动化
,

微量化
,

灵敏

度高
,

特异性好
。

生物传感器技术 ;标记免疫分析技术 (抗原
、

抗体
、

配体
、

受体 ) ;流式细胞计数分析
,

结合组化染色
,

扫描
,

对多类细胞进行分离
、

分类与鉴定 ; 同位素分析技术等
。

可以

相信一些新的研究技术将不断扩展检验的内涵
,

丰富检验的

手段
,

如
“

芯片
” 、 “

纳米
”

等技术的深人研究
,

将会对人体内发

生的许多化学反应机理
、

过程
、

酶的作用原理
、

作用位点等研

究带来全新的认识
。

2
.

5 信息医学检验的发展

实验室产品就是信息
,

未来医学检验将向信息医学检验

发展
,

因此
,

及时可靠的信息技术
,

信息的综合分析
,

完善的信

息服务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
。

¹ 首先表现在实验室将采
用更多的自动化方式执行和传递结果

.

实现计算机网络
、

国际

互联网
,

实现检验信息共享
。

º 病人的各项检验结果可被收
集

、

索引
、

存入数据卡由病人随身携带或存人联网的保健机构

的特定数据库
,

从那儿病人可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和系统随

访
。

» 临床咨询
。

¼智能专家实验室诊断系统开发和应用
。

3 我校医学检验教育改革现状与构建

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规划与设计思路

我国医学检验教育起于 40 年代
,

直到 即 年代初
,

几乎没

有高等医学检验专业教育
,

近 20 多年来
,

由于应用物理和化

学
、

分子生物学
、

免疫技术
、

微电子技术
、

电子计算机技术及仪

器分析等学科的发展
,

促进了医学检验的快速发展
,

从 1982 年

起国内开始兴办高等医学检验专业教育
,

现 以形成中专
、

大

专
、

本科
、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层次齐全
,

形式多样完

整的教育体系
。

从我国国情看
,

要在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

主要通过现有高等教育的改革来实现
,

教育改革要解决的根

本问题
,

就是探索可以有效地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的

教学模式
,

加速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的医学检验人才
,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医学检验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

命
。

我校医学检验系已被批准为省级改革试点专业
,

对医学

检验专业主干课程理论教学及实验教学体系进行初步的改

革
。

3
.

2 构建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规划与设计思路

医学检验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

熟练地掌握 医学检验

技术
,

正确
、

及时
、

迅速地对临床标本作出诊断
,

并将信息提供

给临床医师是检验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

为了客观的评

价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
,

部分院校分别在微生物学与免

疫检验 [4J
、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等学科运用室间质评阎
、

R c v 值

比等方法在专业教学中进行了尝试 [6]
,

但目前还缺乏完善
、

科

学的专业技能测评标准
,

虽然过去医学检验各学科建立 了各

自的项目培训体系
,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

高科技手段不断进人

临床
,

以往建立的培训项目已不能适应医学检验发展的
,

同时

培训项 目多存在学科之间的交叉重叠
,

浪费了许多有限的教

学时间
。

近年来
,

我专业一直在不断探索课程体系
、

教学内容
、

教

学模式等方面的教学改革
,

初步建立了适应检验教学发展的

理论教学体系和实验教学体系
。

在实践过程中
,

针对传统教

学中实验比较孤立
、

重复多
、

方法陈旧落后等不足
,

我们探索

建立与临床检验发展相适应的培训项 目体系
,

构建了新的医

学检验教学体系
,

尤其将对实践教学进行大胆的整合性改革

探索
,

为医学检验及相关市场提供合格的医学检验人才
。

具

体规划如下
:

¹ 确立科学的生化检验
、

临床检验
、

微生物与免疫学检

验
、

血液学检验的技能培训项目
。

º 建立一套完善的技能培训项目评价标准
。

» 该项培训方案在教学应用中所取得的绩效
。

该体系改变了单学科孤立的培养模式
,

能更有效地利用

有限的时间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
、

创新能力及市场适应能力
,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

并通过医学检验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

应用
,

能使学校教学更有效地与市场接轨
,

为医学检验市场提

供高素质的有创造性的专业技术人才
。

3
.

1 我校医学检验教育改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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