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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检验及技术》课程思政建设设计方案 

序号 课程章节与名称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1 绪论 
介绍血液学发展史中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培养

学生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 

2 1-3 造血细胞 

讲授造血干细胞时，补充介绍造血干细胞移植

相关知识和新闻报道，弘扬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3 2-1 骨髓细胞形态 

介绍省内外一些检验工作者在医学检验界的

主要成就，教育学生应具有认真负责、细致观

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4 3 细胞化学染色技术 
通过介绍樊学军的事迹，教育学生不忘检验人

的初心和使命，提升职业认同感与使命感。 

5 5 贫血与临床 

寄生虫感染，如疟原虫、钩虫等感染是引起贫

血的原因之一，引出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在传

统祖国医学的经验上，研制出了新型抗疟药，

激发学生对传统中医文化的自豪感，树立文化

自信。 

6 
8造血功能障碍性贫血

与检验 

介绍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因时，强调“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增强环保意识。 

7 11-3白血病概况 

讲授白血病病因之一放射线的影响时，引出居

里夫人，教育学生具有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

精神。 

8 
12-1 急性白血病分型

及诊断 

讲授急性白血病诊断时，强调血液检验在临床

诊断中的重要性，通过相关案例，告诉学生要

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实践技能，更好服

务患者，服务社会。 

9 
11-2 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与检验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是

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重大疾病，通过介绍国家

《关于开展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治及

保障管理工作的通知》，使学生认识到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增强民族自豪感。 

10 
12-3 急性髓细胞白血

病与检验 

介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在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治疗的巨大贡献，教育学生要有全心

全意为病患服务的工作态度，科学严谨的研究

精神，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11 22-4常见血小板疾病 

通过相关案例，指明工作粗心大意的严重后

果，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告诉学生要做富有责

任心和守规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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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善于思考敢创新 

导入：关于血液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祖国医学《黄帝内经》

中，国外于公元前 3～4世纪也有人提及，但对血液的起源、

组成和功能认识长期以来是唯心的和不全面的。 

正文：1673年、1749年和 1842年先后用显微镜观察血

液中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形态，使血液有形成分成为

血液学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19 世纪中、后期，血细胞计

数方法的发明和改进、红细胞来源于骨髓组织及血细胞染色

方法的建立等，使血液学的研究进入细胞形态学阶段。1929

年骨髓穿刺针的发明,使骨髓细胞检查成为血细胞形态研究

的重要内容。1945 年 Coombs建立了抗人球蛋白试验,为免疫

血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 年证实镰状细胞贫血是

血红蛋白结构异常所致,提出了“分子病”的概念,对疾病

的认识进入分子水平。20 世纪初,血细胞的生成、造血干细

胞及造血调控成为血液学研究的焦点。 

人类的智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作为卫生职业院校的学

生要向这些为医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学习，要善于思

考，敢于创新，树立学以致用、报效祖国、造福人类的远大

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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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点燃生命献爱心         

导入：目前我国有上百万的白血病患者，并以每年 7 万

人的速度增加，其中大多为儿童，每年因白血病死亡的人数

达 5 万以上。因为没有等到相配的造血干细胞，很多患者的

生命火焰即将熄灭，如果能为他们的生命火焰添加一点 

“油”，就能让生命重新绽放光芒。 

正文：造血干细胞是所有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的起源细

胞，具有自我更新、多向分化和归巢（即定向迁移至造血组

织器官）潜能。它不仅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还可跨系统分化为各种组织器官的细胞。1957 年，美国华

盛顿大学多纳尔·托玛斯发现正常人的骨髓移植到病人体内，

可以治疗造血功能障碍。这一技术的发现，使多纳尔·托玛

斯本人荣获了诺贝尔奖。这一技术很快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并已成为根治白血病等病的主要手段。因为有了造血干细胞

移植技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白血病患者，重新燃起了生

命的希望。 

一般造血干细胞来源于三个渠道：骨髓造血干细胞 、

外周造血干细胞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中华骨髓库目前主

要开展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以前叫捐献骨髓，如今叫捐

献造血干细胞。其实都是采集造血干细胞，原来是抽取骨髓

血，而骨髓血中富含造血干细胞，所以原来叫捐献骨髓。现

在是从外周血中直接采集造血干细胞，过程和普通捐献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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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过程相同。当然开始需要将大量存在于骨髓中的造血干细

胞动员到外周血中。所以现在称捐献造血干细胞，目的也是

和以往的相区别，避免造成误导。虽然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

疗白血病的理想方法，但要寻找与病人组织相容性抗原基因

相匹配，不被排斥的造血干细胞却不容易。 

促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来

源于志愿者，正是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专业知识、特

长技能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参

与乃至推广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使之成为公益救助的重要

品牌。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库容量已达到 2719940，但远远满足不了众多白血病患

者进行骨髓移植的需要。 

病魔无情，但人间有爱，爱心无限。捐献造血干细胞是

奉献爱心、拯救生命的人道善举，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可

以积极参与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动中来，为这种彰显大爱

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让我们一起加入中华骨髓库，捐献造

血干细胞，共同点燃生命的希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7%9B%B8%E5%AE%B9%E6%80%A7%E6%8A%97%E5%8E%9F/5556038


 
 

5 

案例三：爱岗敬业担使命 

导入：在医学检验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检

验工作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临床疾病的诊

疗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的

体现。爱岗敬业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平凡的奉献精神。 

正文：解放军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主

任丛玉隆，他的“以患者为中心，以将所测得数据转化

成为高效的诊治信息，并提供给临床为目的”的理念，

已成为临床检验行业行动的宗旨。在检验小舞台上，他

舞出大成就，奠定了他成为我国检验医疗、教学、科研、

实验室管理等方面的的丰碑式人物。近些年国内部分医

院部分检验科出现了重仪器而忽视显微镜形态学检查

的错误倾向，造成误诊或医疗事故，丛玉隆组织学(协)

会专家用了三年时间制定了数个自动化仪器形态学检

查筛选指南并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举办了 20多次学习班

或研讨会，纠正了错误观点和导向，提高了形态学检查

的质量和水平。 

王澎，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中国微生物学、

真菌学青年专家，致力于微生物事业和公益事业，2016 

年 12 月 21 日早晨因突发急病去世。检验界朋友圈也

被她的去世之事刷屏，可见王澎老师的影响力和魅力之

大。她是一个热爱专业，执着进取的人，在平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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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上踏实认真、勤奋奉献。她经常与临床沟通联系，

甚至协助临床诊治了许多疑难感染性疾病。她乐于助人，

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并在微生物大讲堂网络授课，

获得国内临床检验界同行的认可，也获得临床医师的赞

同。她经常参与临床疑难病会诊，协助临床医师诊断一

些感染性疾病，许多病人在她的准确诊断建议后，经过

治疗，恢复了健康，她的所作所为正是医学检验与临床

结合的最好范例。王澎老师去世前的一天在医院汇报医

疗成果奖时，所用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中表达了爱患者的

思想境界：“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这

是大爱，也是真情告白，已经成为绝笔！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作为未来的医学检验工作者，

应具有认真负责、细致观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怀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尽心尽力，这是一种基本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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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践行初心尽职责  

导入：卫生检疫主要在对外开放的国境口岸，对入出境

人员依法实施检疫、鉴定、监督管理等工作。樊学军从事的

就是这项工作，她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历和见证了 30 年来我

国卫生检疫事业发展的历程，已经从一名初级检验师成长为

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知名卫生检疫专家。 

正文：1989 年，23 岁的樊学军从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卫生检验专业毕业，进入现在的四川国际旅行卫生保

健中心工作，该中心是成都海关下属的专门从事出入境人员

传染病监测体检、预防接种以及口岸疫情疫病防控的专业技

术机构。樊学军在这里坚守了 30 年，每天晚上实验楼里她

办公室的灯光总是最后一个熄灭，从只能完成最简单的 4 项

传染病检测项目，发展成为能够完成上百种传染病的各类检

测项目，拥有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国家输入性传染病检测重

点实验室的口岸卫生检疫机构。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作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

生，内心应真正看重自己的专业，培养自己的责任心，不忘

检验人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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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传统文化显自信 

导入：疟疾是非常凶险的传染病，通过按蚊叮咬或输入

携带疟原虫患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

每年导致全球约 40 余万人死亡。青蒿素作为中国献给世界

的一剂良方，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近年来青蒿

素在全球部分地区出现的“抗药性”难题，屠呦呦及其

团队的“青蒿素抗药性”合理应对方案给世界人民健康

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正文：2015年10月，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可以有效降

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成为首

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针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

屠呦呦及其团队最新研究表明，新一代的青蒿素抗疟组合再

次战胜了已经产生耐药性的疟原虫，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

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在2019年4月25日的

第12个世界疟疾日，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

已刊载了屠呦呦团队的“青蒿素抗药性”合理应对方案，一

时间引发业内轰动。同时，利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也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背后却是屠呦

呦及其团队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屠呦呦如今已经89岁高龄了，

但是她一直在研究，在屠呦呦看来，中医药应该在健康丝绸

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域发挥更大左右，给世界人

民健康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7%94%9F%E7%90%86%E5%AD%A6%E6%88%96%E5%8C%BB%E5%AD%A6%E5%A5%96/13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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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汲取中华

文化精华，用欣赏和敬畏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善于发现

中医文化中的亮点，善于用当下的科学思维和现代化眼光，

挖掘这个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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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诺奖得主树榜样 

导入：白血病是一种因多种原因导致的造血干细胞异常

增生的恶性血液病。白血病的病因主要有病毒因素、化学因

素、放射因素、遗传因素等。 

正文:有证据显示，各种电离辐射可以引起人类白血病。

白血病的发生取决于人体吸收辐射的剂量，整个身体或部分

躯体受到中等剂量或大剂量辐射后都可诱发白血病。小剂量

辐射能否引起白血病仍不确定。经常接触放射性物质（如钴

-60）者白血病发病率明显增加，大剂量放射线诊断和治疗

可使白血病发生率增高。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相当长

一段时间，日本的白血病患者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居民。 

居里夫人，法国著名的波兰裔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

家，她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分离放射性同位素技术，发

现两种新元素钋和镭。1903年居里夫妇由于对放射性的研究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因发现元素钋和镭再次获

得诺贝尔化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诺贝尔奖的人。在

她的引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使

医学更上一层楼。 

居里夫人，为了科学，不顾个人安危，在明知道镭的放

射性对健康有害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科学探索。由于长期接

触放射性物质，居里夫人于 1934 年 7 月 3 日因恶性白血病

逝世。 

https://www.baidu.com/s?wd=%E8%AF%BA%E8%B4%9D%E5%B0%94%E7%89%A9%E7%90%86%E5%AD%A6%E5%A5%9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AF%BA%E8%B4%9D%E5%B0%94%E5%8C%96%E5%AD%A6%E5%A5%9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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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卫生职业院校的学生，要学习居里夫人献身科

学的无畏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

技能，将来勤奋工作报效祖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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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保护环境为健康 

导入：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因多种原因导致骨髓造血

功能减退所致的血液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致病因素主要

有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物理因素以及内分泌因素等。这些

致病因素中，有些我们难以避免接触，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正文：化学物质中苯及其衍生物与再障关系密切。它的

主要来源有：①建筑材料,如油漆、染色剂、粘合剂、墙纸、

地毯、合成纤维等；②燃烧烟草的烟雾；③汽车尾气或汽油

的蒸发等。 

苯主要以蒸汽形式被吸入，其液体可以经皮肤吸收和摄

入。苯中毒对身体的危害归结为三种：致癌、致残、致畸胎。

短期内吸入较高浓度苯后可发生亚急性苯中毒，出现头昏、

头痛、乏力、失眠、月经紊乱等症状，并可发生再生障碍性

贫血、急性白血病。皮肤接触二甲苯会产生干燥、皲裂和红

肿。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

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作为一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实验过程

中须注意废液的规范化处理，不应随便丢弃和排放；同时在

工作中实验方法的选择，尽可能少用对环境有害，对健康不

利的的苯类试剂。比如显微镜使用的脱油剂，宜用乙醚复合

配方替代传统的脱油剂二甲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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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德技并修勤于业 

导入：在检验工作中，从标本的采集、检测到最后报

告的审核，一环扣一环，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不管哪个环

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最后的检验结果，这就要求我们

擦亮双眼，认真对待每一份标本，出一份正确的报告，服

务于临床。 

正文：福州某三甲医院收治一名男性患者，45 岁，原为

西班牙农场主，出现无明显诱因下午 4～5 时以及夜晚 11～

12 时寒战发热，体温最高达 40℃。大量饮用开水或者脱去

衣服后，发热持续 5～8分钟可恢复正常，每隔 3～4 日发热

一次，持续近 4个月。做了血常规和骨髓检查，未发现明显

异常，病原学检查未发现钩端螺旋体病、恙虫病、布氏杆菌、

流行性出血热等特殊感染性疾病。患者无法确诊，不能进行

有效治疗，病情反复。这问题一直困扰着医生，病人也更加

痛苦。后来骨髓片送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

究所，经过黄慧芳主任反复认真细致观察，最终在骨髓片中

发现了杜氏利什曼原虫。最后患者确诊为杜氏利什曼原虫感

染，用药后很快痊愈出院。 

黄慧芳主任严谨治学、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精神是我

们学习的楷模。作为卫生职业院校的学生，学习是人生永恒

的主题，要勤于思考，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实践能力，



 
 

14 

严谨、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才能更好服务患者，服务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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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医保政策惠民生 

导入：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重

大疾病。对于很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孩子罹患疾病

后高昂的治疗费用与较长的治疗周期，很可能会成为压垮整

个家庭的重负。 

正文：河北村民小轩今年只有 12岁，被确诊为尤文肉

瘤，在他重病确诊的那一刻，家里的天几乎都要塌了下来，

小轩哥哥在西安交大读大学，妈妈务农，爸爸靠开货车维持

生计，光为了供哥哥读大学，家里生活已经是捉襟见肘，没

想到正是花季年龄的小轩又患大病。不仅有大笔的医疗费用

摆在面前，家里还有一抽屉的欠条。好在医务人员了解到小

轩家里情况后，告知家人可以享受的相关医保报销政策。最

终，小轩住院 7次总共花费 11余万元，其中的 56.26%得到

报销，而且每次结账都是即报即销，不用先垫付，大大减轻

了家里的负担。 

小轩一家正是儿童恶性肿瘤救治保障政策的众多受益

者之一。小轩父母说，他们切身体会到救治管理和保障体系

是老百姓救命救急的好制度，而且感受到我国的医保报销政

策也越来越好。小轩的治病经历，是全国各地将儿童主要血

液病和恶性肿瘤纳入救治管理和保障体系的缩影。 

   随着《关于开展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治及保障

管理工作的通知》印发，发病率较高、诊疗效果明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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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淋巴瘤等 10个病种被作为首批

救治管理病种。2019 年 8月底，全国确定了首批 113 家儿童

血液病定点集中救治医疗机构和 77个实体肿瘤诊疗协作组。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做好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

治保障工作，就是为了要进一步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

迫问题。 

国家把医疗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多方解决群众看病难的

问题，从干部职工看病报销到全民看病报销，从只能从本地

看病报销到跨区域、跨省市报销，从报销药品费用降低、范

围扩大及自费药的逐渐减少，从常见慢性病药物列入报销行

列，从部分进口药品列入医保，从医保门诊费用的灵活使用，

从医保电子卡多功能使用等等方面，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从

保障“平民”的角度出发，一步步健全完善，越来越方便实

惠，越来越亲民。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巨大变化，体会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为生长在这样的国家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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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仁心仁术为患者 

导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曾是白血病中最为凶险

的一种，很多病人往往抢救几小时后就死亡了。直到上

世纪 80年代末，全世界范围内也无有效治疗手段。因此，

这种疾病不仅沉重打击了病人的家庭，也让医生们倍感

压力。 

正文：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许多观众都对

剧中白血病病人的遭遇同情痛心，既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又要为高昂的药价焦虑奔走。电影中一盒两万多元的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神药刷爆网络，价格昂贵就昂贵在它的

专利权。而国内另一种白血病的特效药仅售 290 元，它

的发明者是上海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

义，他是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

诱导分化之父"。 

王振义教授经过多年的试验、不断筛选，发现维生

素 A 的氧化物，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实验中使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早幼粒细胞分化，发育成为成熟

的中性粒细胞。在有效缓解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

基础上，王振义教授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发现联合应用维甲

酸和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可使五年生

存率上升至 95%，从而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第一个

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这种治疗机制在当时是全球首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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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但是王振义等人并没有对此项药品申请专利，

如今这种药一盒仅为 290 元人民币，并且纳入了医保，

而同类药在国际上售价为 600 多美元。 

电影里的“药神”固然感人，但大爱无疆的王振义

教授更值得尊敬。他以一颗仁心救病患，用一份大爱济苍

生，用生命和热血维护医学的神圣。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

要学习王振义教授全心全意为病患服务的工作态度，学习他

科学严谨的研究精神，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学习他

谦和沉静、淡泊名利的医者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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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临床工作守规矩 

导入：黑热病，是由杜氏利什曼原虫引起、经白蛉叮咬

传播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此病解放初曾在长江以北的 16

个省、市、自治区有不同程度的流行。目前只有新疆、甘肃、

四川、山西、陕西、内蒙等 6省、区有新病例发生。 

正文：2007年3月，某中心通过疫情网络直报接到厦门

某医院报告的一例黑热病实验室诊断病例，在未得到确认的

情况下，该医院个别医务人员擅自向新闻媒体提供了不实疫

情信息。2007年4月5日厦门某报刊登了以《绝迹半世纪黑热

病惊现厦门》为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各大平面媒体和网

络纷纷转载，台湾有关媒体对此事件也进行了报道，引起了

很大的社会反响。经调查这是一例误诊病例。 

厦门市历史上从未发现黑热病病例，临床医生对本病认

识不足，实验室检查人员对病原学诊断及形态学鉴别缺乏经

验是误诊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对临床医生和实验室检验人

员加强相关培训；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遵守传染病疫情

报告制度，做到不漏报、不迟报、不谎报、不瞒报；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越权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作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要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为以后进入临床工作做准备。同时，不管是现在

作为一名学生还是以后参加工作，都要严格遵守学校或医院

的规章制度，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富有责任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