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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薄白，脉细弱，为脾胃虚弱证，方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

补脾益肠法  用于病机为邪犯胃肠，胃肠不和的病症，症见：

脘腹胀痛，肠鸣下利，恶心呕吐，舌质偏红,舌苔腻，或白或黄，

脉弦滑。行气健脾，辛开苦降，疏通气机。方用参苓白术散或、

柴芍六君子汤、半夏泻心汤加减。

3.典型病例

3.1 清胆和胃法胆汁反流性胃炎

患者刘某，女，34岁，因“右上腹隐痛3月余”就诊，症见：

上腹隐痛、腹胀、饱餐后加重、恶心欲呕、嗳气、口苦。舌偏

红，苔薄黄，脉弦细滑。脉电子胃镜：胆汁反流性胃炎，采用清

胆和胃法，予加味橘皮竹茹汤治疗：橘皮 20g，竹茹 20g，党参

15g，法半夏 9g，白芍 10g，枳实 10g，蒲公英 15g，柴胡 12g，

郁金lOg，生姜10g，大枣10g，甘草6g。10剂，每日1剂，口苦、

腹胀、恶心、嗳气明显好转，随症加减，治疗3月余，诸症自除，

复查电子胃镜，粘膜正常。

3.2 补脾益肠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男性，28岁，因“解粘液脓血便 1月”就诊。症见：

解黄褐色溏烂便，时有粘液脓血便，约3～5次日，偶有里急后重，

厌油腻，纳少，疲倦乏力，时时恶心，偶有腹痛，便后缓解，

小便调；舌淡胖，边有少许齿印，苔薄黄腻，脉细稍数。电子

结肠镜检查示:溃疡性结肠炎。采用补脾益肠法，治以健脾行气、

清热祛湿为法，处方予柴芍六君子汤加减治疗 :柴胡 lOg，白芍

15g，凤尾草 20g，白花蛇舌草 20g，太子参 15g, 炒白术 15g，

茯苓 15g, 马齿觅 lOg，木香 6g( 后下 )，石菖蒲 15g，法半夏

lOg，甘草 6g，10剂，每日 1剂，水煎服。二诊，患者诉仍稍厌

油腻，腹痛、疲倦乏力较前减轻，胃纳稍好，大便较前稍成形，

2～ 5次 /日，偶有粘液脓血便，无里急后重，舌淡胖，边有少

许齿印，苔薄黄腻，脉细。守上方加藿香10g，增强其芳香化浊，

行气醒脾之效，10剂，每日 1剂，水煎服。三诊，患者诉大便

成形，2次 /日，小便调，仍有少量白色粘液，厌油腻感消失，

无脓血便，舌淡胖，无齿印，苔薄白，脉细。三诊，守上方去藿香、

马齿觅加三七粉6g（冲服），陈皮6g，去瘀生新，促进粘膜修复，

10剂，每日 1剂，水煎服。四诊，患者述大便正常，无粘液脓

血便，纳寐可，小便调，舌淡，苔薄白，脉细。继续以柴芍六

君子汤加减治疗，2个月后复查肠镜显示：“全结肠及直肠粘膜

未见异常”，治愈。

3.3健脾和胃法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

许某,男,52岁。因“反复胃脘部胀闷10余年”就诊,症见:

胃脘闷胀，食少纳呆，倦怠乏力，面色不华，形体消瘦，舌质淡，

苔薄白滑，脉细弱。电子胃镜诊断 :慢性浅表性胃炎。辩证为

脾胃气虚，采用健脾和胃法，方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木香6g（后

下），砂仁 6g（后下），党参 15g, 白术 10g, 鸡内金 15g, 姜半

夏 10g, 茯苓 15g, 陈皮 6g,黄芪 20g, 川贝母 10g, 丹参 15g, 枳

实 10g, 三七 6g（冲服）,甘草 6g。服上药 7剂 ,自觉胃脘胀闷

好转 ,守方加减治疗 4月余 ,症状消失。 

4.结语  

五脏六腑皆有气机，肝、脾、肾以升为主，肺、胃、心、胆、

大小肠、三焦、膀胱以降为主，在全身气机升降中，脾胃气机

又是其枢纽。脾胃肠疾病的诊治应用当顺应各脏腑功能特性、

配合得法，脾宜升、宜健、宜燥；胃宜降、宜和、宜清，脾胃

二者在生理特性上相辅相成，临床施治时可因势利导，亦可逆

向调整，使异常的升降状态恢复正常，将不同升降作用的药物

进行合理搭配，使药物的作用与气机升降的规律相顺应，升中

有降，降中有升，使中焦脾胃气机条达，升降协调，出入有常，

最终达到阴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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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基础检验学》是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针对检验

本科、卫生检验本科及检验生物医学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一

门必选学位课程。临床基础检验学是临床医学检验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课程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其主要

任务是综合运用生物学、物理学、电子学、计算机以及生物化学、

免疫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手段，以手工操作或自动化分析方式，

对人体离体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和脱落细胞等标本进

行检测，并对检测全过程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获得可信的检测

结果和数据，结合临床相关资料和其他辅助检查进行综合分析，

最后为诊断疾病、预防、保健及科学研究提供客观依据。《临

床基础检验学》既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

该课程的理论课为 54学时，实验课为 72学时，由此可见实验教

《临床基础检验学》实验课的教学体会与思考
胡晶  胥文春  罗春丽  唐敏  施琼  欧俐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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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临床基础检验学》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该课程的实验教学不

仅可以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对学生的实验技能、创新能力，甚至科研习惯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课前准备、

课堂教学的方法、形态学的教学、教师示教及教学与临床的结合几方面，就本人在《临床基础检验学》的实验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做

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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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本门课程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实验教学除了可以拓

展和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外，还可以培养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实验技能和创新能力，

甚至科研习惯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提高实验教

学的质量，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和动手的主观

能动性，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我

本人在《临床基础检验学》的实验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做一阐述。

1.课前准备非常重要

教师必须在上课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案，并且根据学生

上理论课的进度巧妙的将理论知识与实验课内容结合。教师不

但要对课程内容非常熟悉，还要与时俱进，跟上临床基础检验

的发展趋势，了解临床基础检验的新技术新方法，让同学们了

解经典技术方法和新技术新方法的优缺点，以便更好的巩固理

论知识和适应临床实习。临床检验发展迅速，教师们必须不断

的学习，充实自己，才能满足同学们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望，达

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不光是教师要做好课前准备，学生的课前准备也是非常重

要的。我们将实验课的内容安排为基本与理论课同步，就是期望

同学们能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每次理论课后，我们都

会告知同学们接下来的实验课内容，以及需要他们预习的内容，

通过预习可以让同学们初步了解实验的目的、原理、实验步骤

及仪器的使用等 [2]。预习做得好的同学做实验时思路更清晰，

减少实验的盲目性。提前做好预习，同学们上课时的反应能力

和积极性明显提高，他们能够更有目的和条理的去完成实验。

2.课堂教学的方法

《临床基础检验学》是检验专业中最基础的课程之一，实

验教学内容丰富，涉及的实验项目、原理、方法较多，因此如

何将一些基础的、枯燥的原理方法讲得更加通俗、形象，增加

学生学习的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采用

了多媒体、录像、板书、示教、提问等多种方式方法，来对相

关知识进行讲解、阐述，以求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比如，每

次课的板书都会写清楚本次课的要求与目的，哪些是要求同学

们掌握的，哪些是要求理解的，让同学们有重点的学习和记忆。

我们将一些比较抽象不好理解的内容，比如血细胞计数板的结

构和细胞计数的原则，通过图片，动画以及示教的方法向同学

们讲解，使同学们能形象的理解计数池的构造和格子的划分，

从而明白计数的原理和计数的方法，在实验过程中更好的完成

各种细胞的计数。另外，我们还将一些常用仪器，比如血细胞

分析仪、血凝仪等的操作制作成录像，在示教前先放录像，让

同学们有个初步的认识，再亲身示教讲解，这样让同学们印象

更为深刻，操作时更得心应手。由于临床基础检验涉及到很多

形态学的内容，为了让同学们能在较短时间内更好的认识和掌

握其形态特点，我们教研室的教师通过很多方法找到了大量的

细胞及病理形态的图片，通过多张图片的强化认识，加深印象，

使同学们能更好的掌握细胞形态和病理形态的特点。

3.加强形态学的教学

随着自动化分析仪器在临床检验医学中的广泛应用，很多

医院检验科的血细胞、尿液中细胞、管型等的形态学分析都采

用全自动化的分析仪，但是由于细胞等有形成份的形态复杂，

可变性大，很多情况下仪器不能识别，仍然必须在显微镜下进

行的识别和确认，因此在临床基础检验学中加强细胞形态学的

教学非常必要 [3]。而细胞形态千变万化，并且在不同的标本中

又有所变化，光靠多媒体软件里的一些图片示教给同学们是完全

不够的，因此我们制作了血细胞、骨髓细胞、尿液粪便有形成

份等的彩色图谱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供同学们在课前课后学

习，并且收集了很多的影像资料，上传到平台或是在课堂上播放。

例如尿液的显微镜检查，通过视频将尿液显微镜检查的方法，

细胞及有形成分的形态图片，以及病理形态的临床意义一一的

呈现给同学们，避免了枯燥的理论讲解，使他们有更感性的认识，

并且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我们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还专门注意收集典型和少见的标本 (特别是细胞形态

学标本)，并拍照存留，同时保持与临床的联系，收集临床标本，

保证实验课有足够典型的标本提供给学生。

4.实验课的教师示教是重点

实验课的关键是让学生掌握操作方法，同学们第一次接触

的实验，虽然通过之前的讲解或视频图片对实验有了初步的了

解，也明白了理论上的注意事项，但是真正动手时可能还是会

有很多地方觉得很难，所以教师的示教就非常重要。对于较难的，

容易出错的实验，教师应该一步一步的将过程展现给同学们，并

且介绍自己经验给他们，让他们更快更好的掌握实验方法。例如，

在讲解如何将稀释后的血液冲入计数池时，书上没有很详细的

描述，视频演示也很短暂，同学们还是不太清楚怎么样才能比

较合适的充满计数池，并且细胞分布均匀。我们教师就需要把

自己的经验告诉同学们：首先要在冲池前再次混匀细胞悬液，

用微量吸管吸取试管中间段的液体，吸取时不需要精确定量但

是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大概 15ul 左右，然后将细胞悬液打

出来成一滴，靠近计数池的斜面，由于虹吸现象液体会很迅速地

进入计数池内。对于一些比较精细的操作，教师最好分小组分

批示教，并且示教完毕后让一位同学来示范一次，这时候就可

以通过该同学的一些不规范操作，给大家指出一些常见的错误，

让大家印象更加深刻。

5.实验教学必须结合临床

临床基础检验与临床检验科的工作紧密相关，教学时应注

意与临床相结合。因此我们在实验教学中专门设计了一次参观

附属医院检验科的内容，目的是让同学们对检验工作有一个更

直观的认识。我们安排了负责检验科临床检验的检验技师，带

领同学们参观标本的采集、送检及保存，观察各种检验仪器的

运行和使用，并对一些常用仪器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和比较。

这样的学习与临床密切接触，不仅让同学们对理论知识有了更

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对目前临床检验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有了

更多的了解，也增加了他们对临床检验的兴趣。并且这种参观

学习对于授课教师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们

也更及时的了解临床的最新动态，让教学更密切的与临床接触，

有利于更好的课堂教学和实验操作。

6.结语

上好《临床基础检验学》的实验课除了可培养学生的实验

操作能力，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对于学生以后尽快适

应实习和工作，甚至是从事科研实验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实

验课教学中，如何调动起同学们上课的兴趣，激发其主观能动

性，挺高课堂质量永远是我们教师追求的目标。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准备在实验教学中加入更多的综合性及设计性实验，增强

学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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