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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检验医学的迅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对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如何培养医学检验技术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2年国家教育部下发通知，将医学检验改为医学检验技术，学制调整为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人才培养目标由原来的

“医学高级人才”改为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科研潜能的“应用型医学检验专门人才”，在新形势下，笔者从课程设置，师资配备、

教学方法、实习方案、教学质量保障五方面探讨了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旨在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高级应

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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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new challenges have
been posed to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ician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In 2012，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a circular to change Medical Laboratory to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adjus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o four
years，and award a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The goal of personnel training has changed from "senior medical personnel" to "ap⁃
plied medical laboratory specialists" with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and certain scientific research potential.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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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检验医学的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能

的不断涌现，对医学检验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变

化。故打破传统的医学检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

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实属必要［1⁃2］。多年来，五年

制医学检验专业以培养检验医师为目标，毕业生进

入临床工作后，由于医院科室岗位设置的限定，工作

模式等原因，使其不能接受临床检验医师的规范化

培训，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检验医师。为了解决这

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与国际上医学检验接轨，同时推

进我国医学检验技术的急速发展，2012年国家教育

部下发通知，将五年制医学检验专业改为四年制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毕业后授予理学学士学位。人才

培养目标由原来的“医学高级人才”改为实践能力

强、具有一定科研潜能的“应用型医学检验专门人

才”［3⁃4］。目前为止，很多高校仍沿用原有的培养方

案，仅把课程进行了简单的压缩。因此，我国高等医

学院校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制定医学检验技术人才的

培养方案，使得新学制下培养出的医学检验技术型

人才既具有强劲的临床操作实力，又具备医学科研

能力，从而满足现代检验医学发展的需要。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医学技

术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要

求，笔者在新学制背景下，对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检验

系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方

法、实习方案、教学质量保障做出了思考。

1 优化课程设置，致力于应用型检验人才的培养

五年制与四年制对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人才培养

目标的定位，五年制的人才培养定位是检验医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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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的人才培养定位是检验技师，为了适应培养目

标的改变，必须在原有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和

创新，使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由于学制缩减了一年，势必要对原有的课程设

置方案进行调整，这不仅仅是对原有五年制课程的

简单删减，而需根据医学技术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要求，使课程安排体现出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注重

素质和发展个性的原则，并结合学生的建议，制定

出符合本校实际的课程计划，从而进一步体现出医

学检验技术这门学科的特色，强调学生人文素养、

临床技能的培养及科研能力的提高。

1.1 合理设置公共基础课程 据医学技术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要求，旨在培养出具有科学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具有人道

主义精神的医学检验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因此，在大一时合理安排公共课的内容和学时十分

重要。由于学制缩短，须在原有五年制医学检验开

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中，进行合理的选择，既不能占

用过多学时，又要让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进一步提

高。结合我校实际，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为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4学

分，总学时7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总

学时57。通过这两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的思想道

德和职业素养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2 调整和整合理论课程

1.2.1 弱化纯理论的基础医学课程，结合临床课

程，促进专业多方位发展 根据国家教育部确定的

培养目标，检验技师的任务不在于诊断，故可压缩

一些基础医学课程，把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这

两门基础课程合并为人体结构学：6学分，总学时

114，理论学时72，实践学时42；生物化学、生理学均

缩减为：2学分，总学时 38，理论学时 28，实践学时

10。用医用化学取代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5学分，

总学时95，理论学时67，实践学时28。将病理学、脱

落细胞学、血液形态学课程调整到基础学科，亦可

适当缩短学时。将医用物理学、电子技术基础由必

修课改为选修课，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从而用更多

的精力专注于医学检验技术课程的学习。

1.2.2 优化临床课程的设置方案，提高学习效率

医学检验技术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因

此，建议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流行病学，传染

病学等多门临床医学课程综合整理成一门临床医

学综合概论，6学分，总学时 114，理论学时 74，实践

学时40。把分布于临床医学检验基础、临床生化检

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输血与

检验、临床检验仪器等学科中质量管理和控制相关

章节的内容凝练出来，开设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2
学分，总学时 38，理论学时 30，实践学时 8。通过合

理地删减、整合，使课程设置更加高效优化。

1.3 合理设置实验课程，加强临床操作技能的培

养 随着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检验已进入自

动化时代，质量控制和管理已成为当前检验科工作

的重中之重。故实验课程的设置也面临着新的挑

战。我们需构建新的实验课程体系，在实验教学

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标准化操作、检验质量管理、生

物安全规范理念，做到检验教育与临床实践操作能

力有效统一［5］。

1.3.1 优化实验教学资源，增设临床检验中心为教

学点 目前，大多高校的教学实验室仍是依学科而

建，存在规模小，实验设施落后等问题，与临床检验

中心的实验室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旨在培养具有检验技能的人才。新形势下我们需

改变观念，形成新的实验室格局，首先以专业为基

础，建立该学科的实验室，其次要增设临床检验中心

作为实验课教学的另一个教学点，让学生对医学检

验技术有更直观的感受，有利于检验技能的培养。

1.3.2 单独开设实验课，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和实验

考核形式 目前，大多高校仍将实验课作为理论课

的一部分，存在课时数偏少，教学内容与临床脱节

等问题。根据教育部新的培养目标，将实验课与理

论课分离，单独开课，且增加实验课的学时数［6］。按

照现代检验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对现有的实验教学

内容进行整合，删除与临床严重脱节的基础实验内

容，增加应用型实践操作内容，进一步培养学生在

医学检验过程中面对突发问题的应变能力，提高学

生在今后工作中的科研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医学

实验课要单独进行考核，单独报送成绩。考核内容

涉及基础实践操作；检验仪器的操作、质量控制；科

研实验设计等方面，使实验教学不再是理论教学的

附属品，从而形成全面系统的实验教学体系。

1.4 增加医学检验英语、医学统计、文献检索等工

具性学科课程 增设医学检验英语课，4学分，总学

时 76，以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有利于对大型

进口自动化仪器的学习和掌握，也有利于对世界先

进技术的了解。医学统计学：3学分，总学时 57，让
学生掌握医学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为

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基础。在医学统计学的基础

上增设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医学文献检索和利用

课程，均为 2学分，总学时 38，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数

据处理及科研能力，为可持续学习奠定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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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增设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学生的创业和创新意

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深入

学习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举

措［8⁃9］。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也将创新创业纳

入了培养计划之中。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科研兴

趣，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医学检验系依托于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建立开放式的综合实

验平台和教学研究型实验平台，包括分子生物学实

验平台、免疫学实验平台、细胞形态学实验平台以及

蛋白质实验平台等，不仅为学生提供先进的实验器

材，而且为学生配备了有丰富科研经验的指导老师，

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近几年，医学检验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因此，

多数医学检验学生创业兴趣一般、创业意愿较低。

就此现状，在创业课教学内容上开设《创业方法导

论》和《医学实验技术新进展及应用》两门理论课，

让学生接受充分的创业知识教育，并对医学检验专

业创业前景有充分认识，从而使学生在未来的职业

规划中，打开思路，把创业纳入毕业后的计划。

2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进而提升整体办

学实力

高校教师队伍是进行知识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

量，代表着高校的水平，在高校人才培养中起决定作

用，支撑着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

结底是师资力量的竞争，因此，拥有一支能适应新形

势、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依托于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属于系科合一的办学模

式。医学检验系从教研室主任到每一位任课老师

及实习带教老师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且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

验。正是这样一支素质优良、团结协作、可持续发

展的教师队伍；使教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为我国

的检验事业输送着一批批优秀人才。

3 完善教学方法，积极开展应用型教学模式

3.1 激发学习兴趣，拓宽学习途径，加强师生互动

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和老师进行交流，促进

师生互动，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10］。具体

如下：（1）为班级配备在检验科工作的老师为班主任，

通过微信、微博、腾讯QQ等社交软件及时向学生展示

检验科新动态，让学生能更加感性的认识检验科，同

时有利于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2）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高校教室已基本覆盖互联网，微课作为一种新兴

的授课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同学喜爱。微课主题突

出、目的性强，可在短时间内充分抓住学生高峰注意

力，传递大量精炼核心词汇，强效整合碎片化时间，使

其成为学生课堂理解知识的关键和课后自主学习的

基础［11］。（3）定期开展课外讨论会，一方面可以了解学

生对老师授课方式的评价，促进老师不断优化自己的

教学方案，另一方面让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

不同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指导，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3.2 引入CBL与PBL双轨教学模式 CBL教学法

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是以典型病例为讨论内

容，使学生将理论和临床应用相结合，对疾病的诊治

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的教学模式。PBL教学法是以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以解答问题为驱动力，以分组

学习讨论和相互交流为手段的教学模式，是近些年来

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一种教学模式［12⁃14］。医学检验技

术是一门技术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教师在以往的

授课过程中，存在理论课内容抽象不易理解，知识点难

以掌握等问题。CBL与PBL两种教学模式的引入改善

了医学理论课程学习的乏味性，增强了学生对医学检

验技术课程学习的兴趣，进一步提高了学习效率。

4 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实习基地，拓宽学生的就

业渠道

以往医学检验学生的就业方向大多为医院检验

科或临床科室的实验室，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医院对检验人才质量的需求逐步提高，且医学检验

毕业生由医学学士转变成理学学士，使得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更为广泛，近年来，医疗

试剂、仪器销售、医疗仪器公司技术支持等岗位成为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毕业生的新选择，因此，开创多元

化、全面性的临床实习场所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以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及省级医院检验科为主，仪器及

诊断试剂公司为补充的多元化实习基地模式，以满

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为学生的就业奠定基础。

5 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流的质量，不仅需要一流的教育，更应有一流

的保障。故强化教育管理，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保障

体系，确保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是学

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核心工作［15⁃16］。四年制医学检验

技术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建设、教学方法及手段改

革是否有效，需要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去检测，因此，检验学系制定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实施办法”“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细则”“教师教学规

范和教学职责”“教师听课细则”等一系列管理制

度，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加强教师的责任心。各

教研室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并由教学秘书保存各种

教学档案及课件、教研室活动记录、教学过程记录

资料，对教学质量进行实时性、系统性的监控，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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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同时，采取教学督导检查性

听课、同行教师交流性听课、学生对教师授课进行

综合评分等方式，实现对教学质量的动态监测和管

理，逐步形成教学质量监控常态化、制度化，从而促

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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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实世界丹参川芎嗪注射液不良反应信号挖掘

郭鑫 1，裴贵珍 2，鲁宁杰 1，李伟 1，刘晓霞 2

作者单位：1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830001；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药学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830002

通信作者：李伟，男，副主任药师，研究方向为医院药学，E⁃mail：45152067@qq.com
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计划项目（2015AB034）

摘要：目的 通过对丹参川芎嗪注射液不良反应的信号挖掘分析，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法

（ROR）对新疆地区丹参川芎嗪注射液2013—2017年的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并采用 logistic回归对信号在性

别、年龄、用药时间等进行分析。结果 共检测到18个不良反应信号，其中17个未被说明书收录。ROR值较大的不良反应信号

为瘙痒、寒战、心悸、胸闷、静脉炎。经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年龄是全身性损害（OR＝2.174）的危险因素；性别是发生神经系统损

害（OR＝16.187）和心血管系统损害（OR＝10.130）的危险因素；用药时间是胃肠道损害（OR＝2.228）的危险因素。结论 对丹参

川芎嗪注射液ADR信号的挖掘，可为临床合理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丹参； 川芎嗪； 副作用； 药物副反应报告系统； 心血管系统； 信号挖掘； 报告比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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