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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创新思维以及不断进行科学探索的兴趣。

（三）课程教学目标

学生通过学习本门课程需要达到：

知识目标：通过本学科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如造血与造血器官、造血调控、血细胞来源、发育演变，血液病的

检验特征等）。

能力目标：通过本学科的教学，培养学生规范熟练的操作技术和对形

态学观察和识别判断能力，尤其是正常与异常、良性和恶性病变的鉴别能

力，建立初步的临床思维，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形

态诊断技能，树立对临床疾病诊断指导的成就感。

素质目标：通过本学科的教学，使学生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实

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珍惜标本的来之不易，珍爱每一个生命，尊重患者，

树立自愿捐献骨髓及干细胞意愿，提高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探索兴趣，培养

学生的职业规划、执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团结协作、人道主义、大爱精神、

健康生活观、科研创新思维，促进健康宣教意识，增强专业自信和人生价

值观。

课程目标实施路径

课程教学目标 章节/知识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

知识目标：要求学生了解本门课程的特点

和重要性

素质目标：了解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激

发学习兴趣

绪论 讲故事和举例

知识目标：掌握造血器官及造血微环境和

血细胞的发育演变过程特点

能力目标：学会对细胞分析的技巧和思

路，具备综合应用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第一章 造血

及造血调控

讲授结合

板图

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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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举一反三、用辩证的思维客观

地分析事物

知识目标：掌握各种造血细胞的形态特点

和骨髓检验、血细胞化学染色的原理

能力目标：能正确辨认和分析各种血细

胞，学会细胞化学染色基本操作、独立分析骨

髓象和细胞化学染色及结果判断

素质目标：养成良好的职业操作习惯，加

强职业责任及职业道德的培养

第三章 造血

检验技术

结合图片

直观式

对比式

知识目标：掌握常见的几种贫血的临床知

识及检验特点。

能力目标：具备独立分析各种贫血的骨髓

象能力和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素质目标：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健康生

活理念，关爱女性、关爱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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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过程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强调

问题引导和兴趣启发，注重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沟通

与协作意识的养成。根据授课内容和教学资源情况，灵活选用讲授式、案

例式、启发式、讨论式、PBL 等多种教学方法，给学生以丰富多样的教学

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任课教师应讲述补充一些学科前沿进展和动态

发展，使学生在获得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能了解学习该学科的前沿动态。

实验教学教师应适当讲授，结合示教，多开设综合性研究性实验，以

及通过开放实验室等手段，加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五）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内容整合：红细胞检验与红细胞疾病应用整

合，白细胞检验与白细胞疾病应用整合，血栓与止血的理论、检验及疾病

应用整合到一起）

序号 章节、内容 总时数 理论 实验

1 绪论 2 2

2 第一章 造血及造血调控 2 2

3 第三章 造血检验技术 18 8 10

4 第八章 红细胞检验及疾病应用 31 14 17

5 第九章 白细胞疾病应用 27 18 9

6 第二章 血栓与止血 5 5

7 第七章 血栓与止血的检验技术 1 1

8 第十章 出血与血栓性疾病应用 8 4 4

合计 94 54 40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主要包括考核项目、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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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为考试课，实行百分制，其中终结性理论考试占 70%，理论

课考试多采用闭卷考试（选题有一定的范围及难度），从而全面考核学生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程度，以及对本学科领域前沿动态了解的程度，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其他占 30%，其中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核占 20%，包括细胞形态和常见

血液病的形态学诊断分析各占 10%，过程性考核即平时成绩占 10%（包括

实验报告与出勤、课堂学情、学习态度及习惯等占 10%）。

（七）建议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教材

夏薇，陈婷梅主编.《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8

2、教学参考书及资源

1.许文荣，王建中主编.《临床血液学检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2012.5

2.王建中主编.《临床检验诊断学图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9

3.网络资源平台：检验星空、检验医学网、检验学习网、血液病综合

诊断学术交流等公众平台

网站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xw_pOuAsbBEVwF7rTyDtg

二、理论课教学内容与要求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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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2 学时

[目的要求]：

1.熟悉血液学、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的范畴和研究对象。

2.了解血液学研究的范畴及其发展情况，了解血液学与临床的关系。

[教学内容]： “▲”表示掌握的内容，“※”表示熟悉的内容。

一、临床血液学和血液学技术概述 ※

二、血液学和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的历史及发展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查阅资料了解血液学检

验的新进展

2.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对本门课程

的学科特点有充分的了解。

教学手段：板书/录像/多媒体

第一章 造血及造血调控

[教学时数]：2 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血细胞的发育演变过程、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的特点。

2、熟悉造血器官、血细胞的起源与分化、发育过程，熟悉造血微环

境的组成。

3、了解造血调控及细胞凋亡与自噬。

[教学内容]：

一、造血器官※

二、造血微环境※

三、造血细胞▲

四、血细胞的生长发育▲

五、造血调控

六、造血凋亡

[教学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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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 自学/课堂讲授

2. 自学与讲授结合

3. 理论与临床结合，穿插案例故事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第三章 造血检验技术

第一节 血象和骨髓象检验

[教学时数]∶6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血细胞的发育演变规律、骨髓细胞的正常形态学特点。

2、熟悉血象和骨髓象分析方法、骨髓报告单的填写以及正常骨髓象

的特点。

3、学会对骨髓细胞检验结果的分析。

[教学内容]：

一、正常血细胞形态学检验（粒系、红系、巨核系、单核系、淋巴系、

浆系）▲

二、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验※

三、骨髓细胞形态学检验※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结合图片进行引导、启发、推理和比较各种细胞的形态特征。

3.理论与临床结合 实际工作中不同染色背景下的血细胞形态对比。

教学手段：

1.板书、板图

2.多媒体

3.网络媒体（数字和网络资源库）全国形态质控图片及山东泽众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骨髓细胞形态资源库

4.幻灯

第二节 细胞化学染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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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细胞化学染色的概念及基本步骤。

2、熟悉常用细胞化学染色的原理、结果观察及临床意义。

3、了解细胞化学染色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细胞化学染色的概念和基本程序▲

二、各种细胞化学染色（POX/MPO、PAS、NAP、SE、NSE、铁染色）的

原理、染色结果及临床意义※

三、骨髓活体组织检验和血细胞的培养（自学）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图片讲解，并应用对比和总结的方法加深理

解和记忆。

2.自学与讲授结合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疾病进行分析各种细胞化学染色的应

用。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 幻灯

第八章 红细胞疾病应用

第一节 红细胞疾病概述

[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贫血的概念、诊断。

2、熟悉贫血的分类及常见临床表现。

[教学内容]：

一、红细胞疾病概述

二、贫血的概念▲

三、贫血的分类※

四、贫血的临床表现※

五、贫血的实验室一般检查及诊断思路▲



9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图片讲解，并应用表格和思维导图推理的方

法加深理解和记忆。

2.自学 红细胞检验技术部分要求学生自学。

3.理论与临床结合 将内容整合，结合临床基础检验技术所学知识让

学生总结、讨论。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二节 缺铁性贫血

[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缺铁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特点。

2、熟悉缺铁性贫血的病因和临床表现。

3、了解铁的代谢过程、缺铁性贫血的病因、发病机制。

[教学内容]：

一、铁的代谢。

二、缺铁性贫血的概述。※

三、缺铁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推理式结合铁的代谢流程图分析和推导缺铁性贫

血的病因和临床表现。

2.自学与讲授结合 在自学知识的基础上穿插前面红细胞检验技术

中的有关铁代谢指标检测的应用。

3.理论与临床结合 CBL 教学法结合案例激发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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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幻灯

第三节 巨幼细胞贫血

[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巨幼细胞性贫血的实验室诊断要点。

2、熟悉巨幼细胞性贫血的病因、临床特点。

3、了解叶酸、维生素 B12的代谢。

[教学内容]：

一、叶酸和维生素 B12 在 DNA 合成中的作用。

二、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代谢。

三、巨幼细胞性贫血的概述。※

四、巨幼细胞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叶酸、维生素 B12 的代谢流程图以及在 DNA

中的作用分析和推导巨幼细胞性贫血的病因和临床表现。

2.自学与讲授结合 在自学知识的基础上穿插前面红细胞检验技术

中的有关叶酸和维生素 B12 代谢指标检测的应用。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案例激发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和分析问

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四节 再生障碍性贫血

[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骨髓象检查特点，尤其是急性再生障碍性

贫血与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鉴别。

2、熟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分型、发病原因和机制、临床特点、诊断

标准。

3、了解纯红再障、再障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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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再生障碍性贫血概述。※

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

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鉴别（急性造血功能停滞、MDS、PNH 让学生利

用网络资源进行了解自学）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图片分析和推导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因，结

合概念推理出临床表现。

2.自学与讲授结合 在自学知识的基础上穿插前面红细胞检验技术

中的有关骨髓活检、干细胞培养等检验分析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发病机制。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案例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引发学生思考。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五节 溶血性贫血

[教学时数]∶6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溶血性贫血的实验诊断步骤、常用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及原理。

2、熟悉溶血性贫血的分类、血红蛋白的转归和共性改变。

3、了解各种原因所致溶血性贫血的检查方法。

[教学内容]：

一、溶血性贫血的概述。

二、溶血性贫血的分类（插入病理转归）。※

三、溶血性贫血的临床特征。

四、溶血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程序。▲

五、常见各种溶血性贫血及实验室检查。▲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利用流程图讲解溶血性贫血的病理转归，推导溶

血性贫血时检测项目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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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学与讲授结合 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利用归纳总结和对比法讲

授各种溶血性贫血的主要特点。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案例分析检测指标有效组合。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九章 白细胞疾病应用

第一节 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的概述

[教学时数]∶2 学时

[目的要求]：

1、熟悉白血病 FAB 分型与 WHO 分型以及临床特征。

2、了解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的分类变化（WHO）。

[教学内容]：

一、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的概述。

二、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的分型。※

三、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的临床特征。※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与讲授结合 利用框架导图讲授分型。

2.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实践工作特点进行分析和引导。引进最

新 WHO 分型框架(2017 版、2021 版)，拓展前沿知识。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幻灯

第二节 急性白血病的实验室检查

[教学时数]∶8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急性髓系白血病各亚型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主要检验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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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急性白血病的分型及典型的临床特点。

3、了解急性白血病的治疗及缓解标准。

[教学内容]：

一、急性白血病概述※

二、急性白血病的实验室检查

（一）形态学检查

（二）免疫表型分析

（三）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查

（四）微量残留白血病的检测

三、急性髓系白血病各分型的主要检验特点▲

四、前驱型淋巴细胞肿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急性髓系白血病采用列表比较法，案例分析法、

直观对比法

2.自学与讲授结合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要结合淋巴瘤讲解，与淋

巴瘤内容进行整合。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穿插临床案例，建立初步临床分析思维。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三节 其他淋巴系统恶性淋巴瘤

[教学时数]∶1学时

[目的要求]：

1、了解恶性淋巴瘤的分类及临床特点。

2、熟悉恶性淋巴瘤的检验特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教学内容]：

1、恶性淋巴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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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奇金淋巴瘤。

3、非霍奇淋巴瘤。

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推理式和对比式结合讲解。

2.自学与讲授结合 结合检验技师考核大纲讲解淋巴瘤相关知识。

3.理论与临床结合 慢淋与毛白、滤泡淋巴瘤等成熟 B 淋巴瘤需要鉴

别，结合临床免疫学表型与活检技术提出鉴别要点。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四节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熟悉 MDS 的分型及病态造血的特点。

2、了解 MDS 的临床特点。

[教学内容]：

1、MDS 的概述、分型。※

2、MDS 的检验。※

3、MDS 的诊断。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重点梳理 WHO 与 FAB 分型对 MDS 的分型不同以及

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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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学与讲授结合 结合图片直观引导学生对病态造血、细胞发育异

常的理解。

3.理论与临床结合 根据临床 MDS 病例的发生率、误诊率等，引起学

生对本病的重视。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五节 骨髓增殖性肿瘤

[教学时数]∶2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分期、实验检查特点。

2、熟悉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临床发病特点。

3、熟悉其他骨髓增殖性肿瘤的主要检验特点。

[教学内容]：

1、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2、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自学）※

3、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自学）※

4、原发性骨髓纤维化（自学）※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图例、CBL 重点讲授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基础

理论知识。

2.自学与讲授结合 其他骨髓增殖性肿瘤要求学生自学，教师主要运

用总结归纳式的教学方法讲解检验要点。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案例对学生引导，当初次遇到此类患者

如何根据相关资料进一步分析和为临床提出进一步检查的合理建议。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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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浆细胞肿瘤

[教学时数]∶1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多发性骨髓瘤的检验特点。

2、熟悉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特点及其与浆细胞性白血病的鉴别。

3、了解浆细胞病的分类。

[教学内容]：

1、多发性骨髓瘤。▲

2、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自学）。

3、重链病（自学）。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直观式与案例式结合、推理分析式，代㞗

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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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临床基础检验技术知识进行推理和引导式教

学。

2.自学与讲授结合 其他如脾亢、类脂质沉积病、噬血细胞综合征等

学生自学，教师帮助总结要点。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白细胞减少症和粒细胞缺乏症的诊断标准需要

根据学科前沿动态给学生提示，结合学科领域的新进展为学生拓宽思路，

跟上时代进步，学会应变。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二章 血栓与止血

[教学时数]∶5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血管壁与内皮细胞的止血功能、血小板的止血功能、凝血因

子的凝血机制及凝血途径。

2、熟悉参与止血与凝血的机制、纤溶系统的组成及激活途径。

3、了解体液和细胞的抗凝机理。

[教学内容]：

1、血管壁的止血作用。※

2、血小板的止血作用。▲

3、凝血因子的凝血机制及凝血途径。▲

4、抗凝血系统。

5、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结合流程图进行推理、引导分析。

2.自学与讲授结合 根据自学情况，教师测试，梳理难点和重点。

教学手段：

1.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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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七章 血栓与止血疾病检验技术

[教学时数]∶1学时

[目的要求]：

1、熟悉一期止血、二期止血、纤溶活性增强的筛选实验。

2、了解有关止血与血栓的检验方法。

[教学内容]：

1、血栓与止血的筛查试验。

2、血管内皮细胞的检验。

3、血小板的检验。※

4、凝血因子的检验。※

5、抗凝物质的检验。

6、纤维活性的检验。※

7、血流变学的检验。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列表比较法,应用框架结构图梳理参与止血与凝

血的各系统的检测指标

2.自学 学生自学，绘制思维导图。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结合临床案例引导学生对检测指标进行有效的

筛选与组合。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第十章 出血与血栓性疾病应用

[教学时数]∶4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分型、诊断要点，DIC 的诊断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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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血友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和诊断程序以及与血管性假性血友

病的鉴别。

3、了解过敏性紫癜、血管性假性血友病。

[教学内容]：

1、过敏性紫癜。

2、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3、血友病和假性血友病。※

4、DIC。▲

[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自学/课堂讲授 采用对比式、分析式进行血友病和血管性血友病

的讲解。

2.自学与讲授结合 过敏性紫癜和 DIC 采用先自学，再进行推理分析

和引导。

3.理论与临床结合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可结合临床案例分析。

尤其是急性型与慢性型的发病性别、年龄的不同结合案例记忆更加深刻。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3.挂图

4.幻灯

三、实验课教学内容与要求

实验教学基本内容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

时

实验类型

1 实验一 正常血细胞形态 3 演示+综合性

2 实验二 正常骨髓象分析 3 综合性

3 实验三 细胞化学染色 4 综合性

4 实验四 缺铁贫的检验 3 综合性

5 实验五 巨幼贫的检查 3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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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正常骨髓象

[教学时数]： 3学时

[目的要求]：

1、学会判断骨髓涂片的质量，掌握骨髓象的分析程序。

2、熟悉正常骨髓象的特点。

3、了解其他各细胞的正常形态。

[教学内容]：

一、讲授骨髓涂片的分析程序和观察内容。

二、观察骨髓涂片，判断涂片质量，选择合适部位。

三、镜下分析正常骨髓象。训练独立思考和综合分析能

力。必要时教师指导推理。

四、总结：计算各系统各阶段细胞比例，分析数据。

五、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操作、总结。

实验三 细胞化学染色

[教学时数]： 4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常用的细胞化学染色原理和方法。

2、熟悉染色后的形态及检验。

3、了解临床应用价值。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细胞化学染色操作。分组进行，团队配合与协作完成。

三、观察染色后的形态及判断标准。

四、总结

五、作业：对各种细胞化学染色的操作及结果判断与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示教、操作引导。

实验四 缺铁性贫血的检验

[教学时数]：3 学时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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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缺铁性贫血即 IDA 的血象、骨髓象的检验特征。

2、熟悉缺铁性贫血的铁染色特征。

3、了解铁粒幼细胞性贫血的检验要点。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观察缺铁性贫血的血片、骨髓涂片。

三、缺铁性贫血的骨髓象分析。培养细胞形态识别和分析

能力，学会综合分析和对比分析、应用大数归类、对比分析、形象描述、

逐一排除、偏向成熟的划分原则进行镜下观察计数。

四、总结。分析整理数据。

五、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典型视野示教、学生自行分析。

实验五 巨幼细胞性贫血的检验

[教学时数]：3 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巨幼细胞性贫血的血象、骨髓象的特征

2、 熟悉巨幼细胞性贫血的其他检验特征。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观察巨幼细胞性贫血的血片、骨髓涂片。观察三系变化。

三、巨幼细胞性贫血的骨髓象分析。

四、总结。

五、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典型视野示教、学生自行操作。

实验六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检验

[教学时数]：3 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再生障碍性贫血（AA）的血象和骨髓象特征。

2、熟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其他检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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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纯红再障、再障危象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观察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血片、骨髓涂片。

三、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象分析。观察和分析识别非造血细胞。

四、总结。

五、实习报告（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典型视野示教、学生自行操作。

实验七 溶血性贫血检验

[教学时数]：8 小时

[目的要求]：

1、掌握溶血性贫血的主要检验方法。

2、熟悉溶血性贫血的诊断程序。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实验原理及操作要点，筛选组合。

二、溶血性贫血的检验操作。项目较多、较杂，要求学生

先梳理内容，统筹安排，小组为单位，协作完成一整套检测项目。

三、结果分析。

四、完成实验报告。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示教、操作、团队设计、协作完成。

实验八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检验

[目的要求]：

1、掌握急性髓系白血病 M2、M3 的血象和骨髓象特征。

2、熟悉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其他检验特征。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对比观察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M2\M3）的血片、骨髓

涂片。示教 M1、M4、M5、M6。

三、数据分析与整理。

四、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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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3 学时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典型视野和图片示教、操作。

实验九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检验

[教学时数]：3 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血象和骨髓象特征。

2、熟悉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其他检验特征。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观察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血片、骨髓涂片。

三、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骨髓象分析。对比观察 L1、L2 及 L3。

四、总结三个亚型的形态特点。

五、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图片示教、操作。

实验十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的检验

[教学时数]：3 学时

[目的要求]：

1、掌握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慢性期和多发性骨髓瘤的血象和骨髓象特

征。

2、熟悉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其他检验特征，熟悉慢性髓细胞白血病

加速期和急变期主要的形态学改变。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

二、观察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的血片、骨髓涂

片，多发性骨髓瘤的骨髓涂片

三、骨髓象数据分析

四、总结

五、作业：填写骨髓报告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示教、操作。



25

实验十一 血栓及止血检验

[教学时数]： 4小时

[目的要求]：

1、掌握 PLT、BT、CT、PT 、APTT、TT、FBG 的测定。

2、熟悉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TP）的检验特点。

3、了解有关止血与血栓的其他检验。

[教学内容]：

一、讲授相关理论：各检测指标检测原理及组合意义，ITP 的检验特

点。

二、观察 ITP 的骨髓涂片。

三、演示 PT 、APTT、TT、FBG 的仪器测定。

四、学生操作： BT、CT、PT 、APTT、TT、FBG 的测

定。手工法与仪器法操作结合。

五、总结。

六、作业：完成实验报告，分析实验结果。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示教、操作。

课程思政融入与实施路径（理论教学）

章节内容 思政案例 思政育人目标

绪 论 兴趣是最好的驱动（干细胞疗

法-再生医学）

帮助学生确立理想，端

正学习态度，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造血、造血器官

与细胞发育演

变

生命的开始与延续（受精卵就

开始造血，维持生命体）

神奇的生命调控、要敬

畏生命，要自尊自爱

骨髓检查 一点一滴之珍贵(骨髓穿刺视

频播放提出为有损伤性检查、

标本的来之不易)

珍惜标本、珍惜生命，

培养工作责任心

血液病的其他

检测技术

今非昔比（引入学科领域的前

沿进展，引入流式、PCR、FISH、

NGS 等，提出各种检测技术和

指标的不断更新）

与时俱进、终身学习和

可持续学习，敢于创新

缺铁性贫血 偏爱的代价(好发人群及发病

原因分析)

关爱女性、关爱儿童的

健康，科学合理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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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宣传

巨幼细胞性贫

血

真假胖子(经济不平衡，偏远

山区营养不良，城市中营养过

剩)

优生优育（早期预防）

再生障碍性贫

血

子孙匮乏（从病因和发病机制

理化损伤与免疫异常）

远离射线、合理用药，

环保意识，强身健体，

培养大健康理念

溶血性贫血 人人心中有仲尼（骨髓的代偿

能力 6-8 倍）

每个人的潜力无穷大，

要挖掘潜力，增强自信

白血病概述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骨

髓移植(公益视频-中华骨髓

库)

骨髓捐献和无偿献血，

彰显大爱情怀

急性白血病 以毒攻毒,中医的博大精深

（砒霜治白）

客观分析事物的两面

性，中庸之道

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

诱导分化，改邪归正

（王振义院士教授为 M3 的攻

克做出的贡献）

敢于创新、甘于奉献、

淡泊名利、刻苦专研、

坚持不懈的科学探索

精神

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

脾破告白（由案例引发的思

考）

临床思维的建立，普及

和宣传健康体检知识

多发性骨髓瘤 特殊卫士（结合瘤细胞单克隆

增殖能力对免疫球蛋白的合

成，提到单克隆抗体制备，治

疗肿瘤、自身免疫疾病、感染

等的贡献）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取长补短，发现事物的

闪光点

传染性单核细

胞增多症

真假美猴王的识别（异常还是

异型，引导对疾病良、恶性的

正确分析和判断）

培养职业修养和综合

素养，精湛技术和奋发

向上的进取精神

止血与血栓的

生理机制

机体的自我平衡（互相制约，

互相协调）

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

境、和谐共处

过敏性紫癜 健康生活，增强体质（远离垃

圾食品，增加运动，强身健体，

提高机体免疫力）

健康饮食习惯与强身

健体

血友病 “玻璃人”的故事 4.17 世界血友病日，

关爱血友病患者

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

产后出血元凶（电视剧产科医

生片段——羊水栓塞导致

DIC）

培养对争夺生命抢救

时机的责任和临床思

维，为临床提供合理正

确的指导

课实程思政融入与实施路径（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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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实施路径 思政育人目标

正常血细胞形

态观察

镜下的美丽风景

（千姿百态）

目标明确，提升学习兴

趣

正常骨髓象分

析

按程序观察和部位选择（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工作责任心与执业习

惯的培养，对形态的观

察需要有工匠精神

细胞化学染色 既有操作又有形态分析，前期

的操作是后期形态分析评价

的基础：每一操作环节需要规

范进行，尤其对时间的限制，

多一分少一秒均可影响；形态

分析要求高超的业务技能和

规范报告

树立严谨的工作态度，

提升业务技能和职业

素养

贫血及白血病

的血象、骨髓象

形态分析

同一种疾病同一个病人不同

涂片、不同染色背景形态不

同、不同疾病形态不同（细胞

形态的千变万化）

自分析可培养独立思

考和综合分析能力、可

持续及终身学习的能

力（授之以渔），互相

讨论与评价可拓展思

维，提出独到的见解，

树立自信，加强责任感

与使命感

溶血性贫血的

生化检测

以小组进行全套操作的流程

设计和标本采集，结果分析

培养合理规划和团结

协作能力，初步建立临

床分析思维与实际应

对能力，培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善于探

索和思考的能力、敢于

创新的科学精神

止血与血栓的

检测

形态分析：巨核细胞的分类能

力训练显微镜不同倍数之间

的熟练切换使用，对检测指标

使用仪器和手工操作，进行对

比

培养对仪器的维护和

爱惜，根据操作手段、

原理的不同分析结果

的影响因素，学会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培养应

急思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