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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尤其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与基础学科的相互渗

透,各种仪器和合成试剂的大量涌现,极大地促进了检验医学向着高理论、高科技、高水平方向

发展。作为21世纪医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大批的医学检验和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人才。为此,人民军医出版社组织全国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专家对《全国医药院

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进行修订再版,以适应当前医学检验技术领域职业

教育形势的需要。

该套教材的第1版于2006年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具有良好的基础,几年来在多家医

药院校使用,得到了关注和好评。本次修订再版工作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展开,由多家院校专家

认真研讨和广泛征求意见后,对内容和编排进行修订。教材秉承紧贴高职高专这一层次的人

才培养目标,遵循“三基”“五性”的原则,补充了近年来医学检验技术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

方法,删减了不够实用的部分,并突出以下特色:精理论强实践,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依据医

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以岗位需求为依据,参阅临床医学检验技

术初级考试大纲,既具有针对性,又兼适用性。贯彻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考试相结合的精

神,把职业资格证考试的知识点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同时按照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吸

纳行业专家参与教材体系的论证及教材编写。以“必需、够用”为前提,以“实用、会用”为目标,

对传统教材内容进行了必要的精选、整合和优化,能更好地适应高职教改的需要。

打造一套紧扣大纲、顺应现代医学检验技术发展需要,适合教师教学、利于学生学习的好

教材是所有参编院校的编写初衷和不懈追求,我们衷心感谢参编院校在该套教材编写过程中

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希望有关院校积极选用该套教材并及时反馈意见,使本套教

材不断得到完善与提高,更好地为高职高专医药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职业教育服务。



   前 言

临床基础检验学是检验医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临

床实验室的基本检验技术。在自动化仪器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临床实验室的操作手段简单化、
检验结果复杂化是对当今检验人员的挑战;而循证检验医学又给每一位检验医师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临床实验室不再单纯被动地接受检验任务,还要更多地参加临床会诊、筛选实验方

法、分析解释个体化检验结果,指导临床“床边检验”的实施及质量控制等,以期合理使用实验

资源,提供经济、适用的检验方案。
本教材是对2006年第1版《临床基础检验学》的修订,5年来,临床检验学从技术到理论

都有了较大进展,为适应这一变化,新版教材既传承了前一版教材的知识内容,又对某些检验

项目的方法、质量控制手段及评价指标进行了补充与更新。充分体现了先进性、知识性、创新

性、实用性和继承性。注重体现了“循证检验医学”“质量控制”“医技合作”和“人文素质教育”
的思想。其部分内容编写了实验方法,以利于学生日后更好地服务于临床,为临床疾病的诊

断、治疗提供重要的线索。针对前版教材基础理论和临床结果解释内容略显繁冗的状况,本次

修订时做了相应的精简,注重知识的高度概括性和实用性,以“知识够用”为原则,避免了同一

套教材之间知识的过多交叉与重复。由于第2版教材不再修订习题集,因此,在每一章节后列

出了少而精的思考题,供师生参考。
该教材修订的依据是:

1.学科地位与培养对象 临床检验基础是检验医学在我国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临床

最常用的最基本的实验室检查内容与技术,其内容涉及了细胞学、临床化学和物理学、免疫学

和病原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随着临床实验室科室划分的逐渐细化,直接导致了实验室工作的

过细分工,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医院,所谓“临检室”仅剩余了血、尿、便和体液“四大常规”。
我们的培养对象是三年制高职高专学生,虽然他们的基础知识水平较本科生略显薄弱,将来主

要面向基层,但他们毕业后在临床实验室所从事的技术工作同本科毕业生并没有多少差别。
目前我国各地区的临床检验水平差距越来越小,而高职高专毕业生所要就业的医院规模普遍

偏小,检验科科室划分并不是很细,更要求他们在技能上是多面手。因此,在有限的学时内,高
职高专院校的教学任务比普通本科院校更为繁重,也对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材既

能体现检验医学的最高水平,又能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简明、科学、
实用。

2.内容设置 本书共四篇,分20章,50余万字。按照标本来源和检验科实验室区域设置

分类编写。包括概论、项目名称、检验方法及方法学评价、质量控制、参考值和临床意义。部分

项目介绍了实验操作,详细介绍了实验原理。未包括操作方法的项目则对常用检验方法的原



理进行了简单阐述。
第一篇,血液检验,重点是血细胞的手工检测和自动血液分析仪检验。其中自动血液分析

仪仍以电阻抗型血液分析仪为重点,简明介绍五分类血液分析仪。相关的实验方法,仍根据临

床实验室经常开展的检验项目进行重点编写。
第二篇,血型与输血检验,包括基础理论、检验方法和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
第三篇,排泄物、分泌物与体腔液检验,其中尿液检验以尿液一般检验(理学检验、化学分

析和尿沉渣分析)、自动尿液分析仪和尿液检验的标准化为重点。其他化学检验及酶学检验则

选几个重点项目,特别是定性检验即可。粪便检验以显微镜检验和隐血试验为重点,同时介绍

了粪便检验工作站。其他体腔液也是以常规检验为重点,酶学检验、免疫学和微生物学检验简

单介绍。生殖系统分泌物除重点介绍常规检验项目外,适当增加超高倍显微镜分析,而对酶学

检验、免疫学和微生物学检验也仅做简单介绍。
第四篇,脱落细胞及细针吸取物细胞学检验,重点介绍脱落细胞学基本知识和检验技术,

脱落细胞学检验质量控制与应用评价和临床经常开展的检验项目,包括痰及气管、支气管、肺
泡灌洗液、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阴道脱落细胞及乳腺、淋巴结针吸细胞学检验。

3.重点 包括理论基础、检验技术(细胞形态的辨认、基本操作方法的规范化)、检验项目

与方法的正确选择和评价、严格有效的质控措施。其目的是:①以搞好质量控制为前提,采用

最有效、最可靠、最简便、更准确的检测方法,为临床提供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检验项目和结

果,及时满足临床诊断、鉴别诊断、疾病治疗和病情观察的需要。②结合本教材的适用范围,加
强方法学评价、质量控制和临床应用的内容,在质量控制部分增加了检验结果的比对、可接受

范围及最大允许误差、检验方法与质控物的溯源性、仪器检验结果的复检规则等内容,以适应

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重点内容仍同时编写实验操作方法。③密切结合临床检验实际工作

需要和教学要求。
在编写教材过程中得到了刘成玉教授的认真指导,特在此致谢。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

能力所限,教材内容或存在有待商榷之处,请广大师生在使用时耐心标出,并与编者及出版社

联系,以利于再版时修订,我们深表感谢!

编 者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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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血液检验基本技术

血液检验是临床应用最广泛、蕴涵信息量最大的基础检验项目,是评价病人及健康体检

者身体素质状况的最基本内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变化累及血液系统时,可引起相关

血细胞的数量、形态、比例异常,也可引起血液生化成分及血液流动行为的改变。同时,血

液系统本身的疾病也会影响全身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
血液检验包括血细胞计数及血细胞形态学观察、血液相关物理、化学指标测定。血液检

验主要用于:①协助诊断及鉴别诊断疾病;②病情观察及预后判断;③临床用药及治疗监

测;④手术病人术中和术后安全评价;⑤流行病、传染病和职业病的调查;⑥健康体检、身

体状况的评价。

第一节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使用与调试

一、 显微镜的分类

显微镜是由1个或数个透镜组合构成的精密光学仪器,分为光学显微镜 (lightmicro-
scope)与电子显微镜两大类,是人类的视野进入微观世界的标志。光学显微镜是1590年由

荷兰的杨森父子首创,以可见光为光源,利用光学原理,把人眼所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放大

成像,以供观察者提取微细结构信息。光学显微镜又分为明视野显微镜 (普通光学显微镜)、
暗视野显微镜、相差显微镜、荧光显微镜、激光共聚扫描显微镜、偏光显微镜、微分干涉差

显微镜、倒置显微镜等。临床实验室主要采用普通光学显微镜进行细胞计数和细胞等有形成

分的形态学观察。

二、 显微镜的构造

普通光学显微镜由光学系统和机械系统构成,光学系统由光源、光栅 (光阑)、聚光器、
物镜、目镜等构成。机械系统由镜座、镜柱、载物台、物镜转换器、粗调和细调螺旋等构成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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