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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兵：新时代检验人才培养应注重“四力”

顾兵：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主

任、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珠江人才计

划”领军人才、江苏省“科教强卫”医学

重点人才、“333工程”人才、“六大人才

高峰”人才、“六个一工程”高层次卫生

人才。现担任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

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精准检验专委会主

委、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委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

副会长、广东省临床基因检测质控中心

主任、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检验经济分

会会长等职务。

个人简介

“立足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在‘新医

科’背景下，伴随着测序技术、微生物质

谱、数字 PCR等新技术在临床的推广

应用，培养以学科交叉为特征的复合型

‘四力’即临床检验能力、学科交叉能力、

卫生经济能力、国际交流能力的检验人

才，才能更好地适应医学发展与时代需

求，助推检验医学高质量发展。”近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顾兵在接受

《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医学检

验行业逐步进入自动化、智能化、国际化

的新时代，培养“四力”检验人才对于检

验医学，乃至整个医疗体系、公共卫生体

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从纯手工操作为主的“作坊式”检

验，到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医学检验实验

室；从“以标本为中心”的医学检验，到

“以患者为中心”的检验医学；从医技辅

助科室，到支撑平台科室……经过几代

检验人的努力，我国检验医学被赋予了

全方位参与临床诊疗的新使命，学科地

位得以大幅提升。

“这必然对检验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提出新的要求。”顾兵说。

我国检验医学高等教育大致经历了

4个时期：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设立

检验本科专业，到 21世纪初相关院校数

量和办学规模持续扩大的快速发展期，

到 2012年“五改四”学制改革的战略调

整期，再到当下“新医科”建设发展时期。

特别是 2012年授予医学学士的五年

制医学检验专业统一改为授予理学学士

的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使得医学检

验人才培养方向由“具备临床医学检验与

卫生检验基本能力”的检验医师转变为“具

备临床检验与实验技术能力”的检验技师，

对检验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

委员会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及《检验专业认证

标准》，提出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育工

作各方面的最基本要求，规范了医学检

验技术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属性。

“检验医学专业人才应立足专业，吸

收高新技术及前沿理念，以传承创新、开

放合作赋能检验医学学科建设，充分利

用组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更好地发挥

检验信息的临床价值。”顾兵说。

详解“四力”人才培养

那么，如何培养复合型“四力”检验

人才？对此，顾兵进行了详细解释。

第一，临床检验能力。检验工作要以

临床问题为导向，能帮助临床医生对疾病

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作出更精准的判断，同

时也要从繁杂的检测标本中发现科学问

题，找出新的疾病诊断标志物。目前，顾兵

团队共主编临床检验教材与专著 17部，

汇总临床检验实践案例 1316个，培养学

生通过案例教学和翻转课堂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践，掌握临床检验的技术和流程，

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

应对复杂临床检测需求。基于这些工作，

顾兵团队获得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及中

华医学会教育研究项目三项。

第二，学科交叉能力。随着基因组

学、光学、材料科学、结构生物学等领域高

新技术的涌现，以及各类自动化仪器设备

的相继问世，检验医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多

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早在 2021年 5

月，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就成立了国内

检验界第一个学科交叉组，通过交叉融合

理念引导学生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理解多

领域知识的交集和应用，培养创新思维和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检验医学的研究

注入新动力。顾兵团队先后获批教育部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广东省本科高校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第三，卫生经济能力。仪器设备、试

剂、耗材、质控物等都是检验科必需的耗

材，如何在成本可控下提升临床诊疗水

平，最大限度地服务患者，考量的是检

验管理人员的智慧。为此，顾兵团队于

2022 年成立首个检验经济学会，培养

学生掌握卫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原

理，理解医学检验的成本效益分析和

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学生在医疗体系

中实施经济可行性解决方案的综合能

力。临床实践方面，顾兵团队建立了低

成本、高效益的幽门螺旋杆菌（HP）感

染及药敏检测体系，带领学生公益筛

查全国 52 个城市 2.89 万人 HP 感染

耐药现状。相关研究获广东省“益苗计

划重点培育项目”、全国公立医院“灯

塔杯”卓越案例、顾兵本人获得“羊城

好医生”荣誉称号。

第四，国际交流能力。国际化是检验

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推进国际化发展

就要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融入国际

化学术组织，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

检验医学创新。2022年 8月，广东省人民

医院检验科与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

学联盟（IFCC）共同举办全国首届检验英

文演讲比赛，通过国际会议和交流切实提

升学生的语言表达、团队合作、文化适应

能力，拓宽学生国际化视野，让学生在国

际检验医学和科研环境中具备有效沟通

与合作的能力。顾兵指导的研究生参加国

内外大型学术交流活动，获得优秀论文及

优秀壁报奖十余项。

“每一份样本除了承载着生命信息，

还包含着医患的共同期待，检验人员应该

用专业知识与精湛的技术，抽丝剥茧地寻

找疾病的蛛丝马迹，为民众的健康护航。”

顾兵表示，确保检验结果的精准性是每个

检验人员的职责。而培养“四力”检验人才，

不仅为检验医学释放出更大潜力打牢基

础，也为医学事业发展提供了新质生产力。

新策略为干细胞治疗提供有前景的细胞来源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昌胜团

队提出了一种新型自体间充质干细胞原

位授权策略。植入活性材料产生的自体

来源间充质干细胞，为干细胞治疗提供

了一种有前景的全新细胞来源。相关研

究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间充质干细胞因卓越的免疫调节

功能、低免疫原性和多向分化潜能，在

克罗恩病、移植物抗宿主病、系统性红

斑狼疮等多种炎症性疾病及抗衰老的

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当间充质干细胞被

招募到炎症部位时，其功能会受到周围

免疫细胞的影响，一般需要用炎症因子

预处理间充质干细胞。然而，这种预处

理会导致间充质干细胞失去免疫豁免

权，容易被宿主免疫系统清除，且预处

理后的功能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下降，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通过植

入负载骨形态发生蛋白 2（BMP-2）的

生物活性材料，在体内构建类骨组织，并

借助发育早期的炎性微环境激活间充质

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进一步实验表

明，该方法所获得的自体间充质干细胞

具有更低的免疫原性，可在宿主中长期

存活，且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免疫调节

能力。在小鼠溃疡性结肠炎模型中，该方

法获得的自体间充质干细胞表现出优异

的免疫调节特性，能显著降低小鼠死亡

率，重塑结肠部位炎症生态位。

（江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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