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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务院于2009年4月6 13发布新医改意见，从2009年

起，中国将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

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卫生服务。其中，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建

立惠民新机制，是医改的核心。由此，检验项目的选择合理化

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医改既给检验科带来挑战，

也带来机遇。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的检验科医生，

笔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一些现象，也引发一些思考，愿在此

提出与同行共同讨论。

1血常规检验项目内容上的供与求

在我国，检验医学近年受国际检验医学自动化、微量化

发展趋势的影响，二甲以上医院血常规检验项目基本固定

化，约20—25项不等，其中有不少参数是计算结果，还有一些

参数应用范围有限(如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网织红细胞计

数等)“。血常规检验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检验项目之一，临

床医生并不希望检测全部血常规项目，而是可以根据患者的

诊疗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检验。例如：对感染患者复查检验

项目主要是白细胞及其分类。笔者最近随机抽取我院门诊

2012年3月至5月100份非血液科血液标本的检测结果发

现．涉及白细胞及其分类、血红蛋白及红细胞计数、血小板计

数等5项(包括1项或多项)结果异常者占12％，其他单项异

常者占6％。这说明进行全血分析有一定的必要性，在入、出

院或重症患者诊断不明情况下应全面了解血液分析的各项

参数情况。但对在较短时间内需复查的患者并不需要每次都

检测血常规全部项目。同时在仪器设置上也应考虑选项的灵

活性．减少不必要的项目重复。

2尿常规方法学的复杂化与临床应用困惑

尿常规检测也是临床最常用的项目之一，近年来其方法

学发展也较快。在同一检验科内对于尿常规检测，同时有干

化学检测仪(8—11项不等)、尿沉渣镜检、尿参数的数字化显

示、尿流式细胞仪等不同检测方法的仪器，并常常同时开展

工作。尽管检验学会临检专业多次发布工作指南，临检专家

们也多次在各种专业会上呼吁尿常规检验流程标准化。2，然

而至今一些单位的尿常规检测仍常同时报2～3种方法的检

测结果+并在不同方法检测结果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时，未给

出任何解释。例如：尿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潜血(+十)，而其他

方法检测结果报告均为阴性。若检验科不对此现象做出任何

解释，会引起医生和患者的困惑，甚至导致医患纠纷。

针对这一情况，根据国际《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

准则》(GB 22576：2009／IS0 15189：2007)的要求，同一实验室

使用不同方法或仪器检测同一项目时应有比对结果，经比对

确认后应向临床发放最终报告。如之前所述流式法检测尿潜

血(++)而其他方法未检出的病例，应使用硫酸铵试剂确认潜

血阳性的町靠性．最终向临床发放一张报告。另建议检验科

应通过检验医师加强与f临床沟通，对于申请单上标明肾科或

泌尿科患者的标本、应最好采用多种检测方法进行确认，以

使尿常规检查真正符合不同患者的要求。并且报告的结果要

便于医生的解读．不能引起歧义。

3配合医改挖掘传统项目的新内涵

临床微生物检验在检验科的众多亚专业学科中是手工

项目最多、不易进行质量控制、既费时费力又收益较低的专

业。因此，相对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其他专业，微生物检验的

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微生物检测结果对于患者的疾病确诊

有决定性意义。为了规范抗生素的临床应用，配合医改工作

进行，去年卫生部发文要求使用抗生素的患者．临床微生物

检验项目的送检率不能低于30％，且要逐年增加，这一规定

符合国际上临床抗生素使用原则01。

为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真正做到为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依据，临床微生物专业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检验医师，并与

临床医师、临床药师共同参与临床感染症的治疗。检验科应

与临床密切沟通，共同制定各类标本送检适应症，特别是血

培养等与重症患者有关的项目，应了解其送检指征。作为微

生物专业组，更应规范分析前、中、后过程以提高检验结果可

信度和保证质量。例如：对阳性报警结果能区别感染或操作

污染的可能性；确认静脉导管感染诊断等重要结果，为抗生

素的临床合理使用提供确切依据。医改的一些措施对传统检

验项目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很多类似于微生物血培养项目的

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这会使检验科在接受新挑战同时获得新

的发展机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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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体化治疗的理念必然带给检验工作新发展

个体化治疗在国际上某些医疗领域应用已相当普遍。我

国近年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由于本世纪人类基因组学的飞

速发展．研究并发现人类个体基因多态性直接影响药物转

运、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以及人体药物靶标的基因变异发

生的变化而导致的药物疗效差异，促使了临床对个体化治疗

的需求瓯。基因导向型个体化用药即根据个体的基因型，以确

认患者对某种药物的反应情况，选择效果最佳的药物和最佳

剂量，以期得到最佳疗效。目前，对于可进入临床的基因检测

并指导有关药物使用的报道已有很多，如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的抗血小板凝集剂：波立维、硝酸甘油、华法林；消化科质子

泵抑制剂：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神经、精神科用

药：抗肿瘤药：抗真菌、抗结核、其他抗感染药等多个领域都

已经开展了相关项目的检测。因为近年分子生物学检测的发

展，不少检验科已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进行这些检测在技

术上完全可满足临床个体化治疗的要求。因此，检验科应抓

住这方面的机遇．积极配合临床诊疗需求，适时开展个体化

治疗中的检测项目。

5新近出台检验项目收费标准原则后的思考

临床检验项目发展较快，据管理学会整理的文件中根据

不同方法学的项目拆分方法可达1400余项。同一项目不同

方法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差甚远，临床选择的原则应为满

足临床工作需求。就免疫学检测中抗原抗体反应而言，沉淀

法、酶标法、金标法、发光法等敏感性依次递增，目前酶标法

及发光法均较广泛应用于临床，但两者敏感性差异较大．收

费也有较大差异。以HBsAg检测为例，查体及常规患者复查，

酶标法已基本满足临床要求，而对于输血专业的血源筛查则

需要在方法学上有更高灵敏度的发光法才能满足要求。目前

颁布的收费原则是按项目收费而不考虑方法学差异。

对于以项目为基本收费单位的原则，检验科可通过专业

组织向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反映，临床不同专业对同一项目的

方法学需求有差异这一情况，争取更多理解和支持。另外检

验科应更积极参与临床沟通。近年各临床学科诊疗常规制

(修)订发展极快，2—3年即有新改动，检验医师应有更多机会

实际参加各专业与临床的沟通工作，收集新方案中提出的有

价值的检验指标。例如：呼吸科结节病的活动性分期规定以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为分期指标。肝炎新诊疗常规规定以胆

碱酯酶作为肝功能低下的指标之一。乙肝治疗中提出拉米呋

定、阿德福韦、恩替卡韦等抗病毒药应用中常见耐药突变位

点并提出治疗监测的检验需求。因此，以上所举各项均应进

入检验科诊疗项目目录。只有积极开展配合临床的检验项

目，拓宽工作范围和领域，才能在医改过程中寻找机遇，持续

发展。

在上述两个问题中．还涉及一些新项目的开展，需要检

验医师积极收集临床新需求，通过检验学会、检验医师协会

与医政管理部门、批准立项部门、试剂审批部门等积极协调，

争取在医改过程中，使检验工作更合理化，更能适应医学科

学发展的需求，为患者提供更有效更实用的信息，以协助临

床诊疗，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总之，随着我国医改的深入开展，检验科作为一个医院

的实体性业务科室，将会在医改深化过程中遇到之前从未遇

到过的问题，有许多问题冲击着检验科原有的技术水平和管

理理念。如何在检验科发挥检验医师与临床沟通的作用，在

迎接挑战中寻找新的检验自身发展机遇，是检验医学专业人

员必须面对的问题。相信通过检验医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一定能使检验医学跟随医改的步伐，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

健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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