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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到“检验医学”是里程碑式理念变革 “适宜技术”成检验医学发展趋势

“大检验”指导检验医学全面发展

检验医师最重要职责是实现检验与临床相结合

医师报：如何成为合格的检验医师？

丛玉隆：应能透过试管里的标本看到活生生的患者。
医师报：检验医学如何体现“适宜技术”？

丛玉隆：适宜技术，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化验单，医院有选择

性地配置检验设备。

医师报：适宜技术与医院设备的引进、应用存在密切关系，对此，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如何应对？

丛玉隆：应用“大检验”理念搭建“产学研用”桥梁。

医师报：优秀的检验医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丛玉隆：优秀的检验医师是架起实验室和临床之间的桥梁。

以患者为中心的检验医学
本期嘉宾：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丛玉隆

采 访 者：本报记者  王坤 宋攀

检验并非一项单纯的技术，而是临床医学的一部分。据统计，临床实验室提供的诊断信息约占辅助诊

断信息总量的70%以上。由此可见，检验科担负着为临床提供高质量检验报告的重要任务。而在我国检

验医学变革中，不得不提到原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主任委员、现任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丛玉隆教授。他推动了现代检验

理念的变革，促使“以标本为中心，以检验结果为目的”的传统检验模式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以将所

测得数据转化为高效的诊治信息，参与临床诊治为目的”。此外，由他提出的“大检验”概念，也使得检

验医学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丛 玉 隆 介 绍，20 世 纪 80

年 代， 医 学 检 验 只 是 一 项 实

验室技术，做标本、出数据，

不参与临床、不接触患者和医

生， 这 是 经 典 的 医 学 检 验 模

式。“因此，我们将‘以标本

为中心、以检验数据为目的、

封闭而孤立的实验室操作方

式’称之为医学检验。”丛玉

隆表示，当时的检验工作者只

见标本不见人，不考虑为谁而

做、为何而做。

进入到 20 世纪末期，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飞速发展且结

合日益密切，医疗行为中也愈

发重视患者地位，这便要求检

验工作的宗旨转向以患者为中

心，通过实验技术得出的实验

指标，转化成高效的诊断信息

提供给临床医师，检验医师积

极参与临床诊断和治疗，这就

是现代检验医学理念。“从‘医

学检验’到‘检验医学’，看

似两个词组顺序的变换，却是

一个革命性、里程碑式的理念

变革。”丛玉隆强调。

丛玉隆举例说，当前很多

中老年人常服用阿司匹林预

防心脑血管病，但同时需定期

进行血小板聚集功能试验，了

解预防效果及副作用。对于初

诊患者而言，第一次做血小板

聚集功能试验时，检验医师有

必要询问患者就诊前是否服

用过阿司匹林，如果服用，须

停药 10 天才能取血检查。因

为当血里存在一定量的阿司

匹林时，无论检验管理多么严

谨、实验仪器多么先进，检验

结果都无法真实反应患者的

情况。

“这就体现出以患者为中

心的重要性。检验医师要透过

试管里的标本看到活生生的患

者，只有了解到患者的情况，

或通过告知程序留取标本，才

可能获得对临床有用并相对准

确的信息，帮助临床医生诊断

和治疗。因此，实验报告不再

是检验工作的终结，而是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丛玉隆说。

丛玉隆指出，检验医学无

疑是临床医学的一部分，检验

科的全部工作内涵也与临床

密切相关。因此，实现检验与

临床相结合、搭建检验与临床

的桥梁是检验医师最重要的

职责。

2003 年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颁布的《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

力专用要求》明确提出，医学

实验室除了对患者的标本进

行各种检测外，还要求提供结

果的解释，以及在实验室所涵

盖的范围之内提供正确的咨

询性服务。“检验医师岗位的

专业职责是负责实验室病理

学科与临床学科、实验室与临

床科室的沟通与交流、提供更

多信息。那么，成为检验医师

的人至少应该具备临床医学

和医学检验两方面的基本素

质。”丛玉隆说。

丛玉隆介绍，原则上临床

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经实践和

考核获取执业医师资格，再进

行检验医学培养，考核合格后

可以获得检验医师资格。然而，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各医学院校检验医学专业培养

了大批本科毕业生及检验专业

硕士，也应有的放矢地进行临

床医学相关知识和技能培养，

允许他们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或检验医师资格考试，从中

选拔出合格的复合型人才。

2003 年 10 月， 在 丛 玉 隆

教授等检验医学专家的呼吁和

努力下，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

师分会成立。2004 年，原卫生

部在专科医师准入制度的试点

学科中将检验医师准入列入其

中，这意味着检验医师在医学

领域有了自己的集体和名份。

但 丛 玉 隆 仍 表 示， 我 国

检验医师培训工作尚处起步阶

段，检验医师对临床医生的帮

助以及对整个医疗质量提升的

内在价值尚未充分体现，人才

培养仍需要时间积累。“还需

要给予检验医师更多制度建设

和发展所需的支持，明确检验

医师的作用、地位、权益和职

责，使检验医师的工作有法可

依，有据可循。”

随着我国“保基本，强基层，

建机制，加强公立医院体制改革”

的医改工作的推进，宣传和推广

检验适宜技术、配备，适合各级

医疗机构的医学装备成为中国医

学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技术专

业委员会的重点工作之一。

丛玉隆指出，适宜技术就是

在满足疾病诊治基本需求的前提

下，实验成本符合患者承受能力

和医改要求的检验技术。例如，

当 2~3 个肺癌检验项目就可以对

患者确诊时，医生却安排 20 几项

检验，有些甚至与肺癌无关，既

损失患者的时间和金钱，也浪费

国家资源；又如某些一二级医院

配备血友病检查仪器，却几年用

不上一次，浪费了医疗经费。这

些都与适宜技术的宗旨相违背。

“要做到适宜技术，医生就要有

针对性地开化验单，医院有选择

性地配置检验设备。”丛玉隆说。

丛玉隆指出，在医学检验发

展过程中，有三大部分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第一部分是设备，也

就是化验诊断的设备，又称为体

外诊断（IVD）行业；第二部分

是医学实验室，在这里使用检验

设备将患者的标本转变成医疗信

息；但光有设备和实验室显然无

法进行检验，最关键还要有医生，

医 生 通 过 实 验 室 提 供 信 息 到 临

床，这就是第三大部分临床医生

和护士。

“‘大检验’就是使 IVD 产业、

医学实验室、临床诊治科室在实

验诊断学的联系下实现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根据各自范围、各自

作用、各自特点，形成的科学的、

系统的、全新的发展理念。三者

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无论哪个

部分脱节，检验医学都不能充分

发挥其在临床医学上的作用。而

信息化建设是实施大检验理念的

重要基础，如检验设备要有信息

化功能、实验室要有信息管理和

数据传输系统、医院要有信息系

统保证临床和患者能及时得到检

验信息。”丛玉隆说。

“在‘大检验’理念指导下，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

技术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以期

做产学研用桥梁，搭建平台，使

检验医学在健康促进、疾病防治、

康复等方面提供更多重要数据、

更多重要信息，借此促进检验医

学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丛玉隆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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