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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医学教育最低要求（Global Minimum Essential Requirements in Medical Education。
GMER）制定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迄今已近十年。
以GMER为蓝本，结合中国国情制定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也于2008年9
月出台。
GMER与以往教育评价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通过检验毕业生质量来评价医学教育效果的“结果
评价”。
GMER以能力评价为标准，从社会用人的角度对世界各地医学院校培养的医师从医学知识、临床技能
、职业态度、行为、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终身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价。
它重视教育运行的终极结果，符合市场要求，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代表着医学教育改革的主流。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改革以市场需求、学生就业为导向，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上力求使学生的
知识和动手能力同步发展，正在逐步扭转过去偏重知识灌输，而轻视动手能力的倾向。
　　病理学学科范围涵盖医学基础课程、临床病理检验和科研三个方面。
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病理学作为医学基础课程，一般在第二学年开课。
面向低年级医学生的病理学教材，主要讲授病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其教学目标是为学生学习诊断学、
药理学和临床医学知识打基础。
限于学生当时的知识结构、教学目标和本学科学时，教学内容基本不涉及临床病理检验知识。
　　但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师，临床医师应当了解与临床有关的相关学科知识，
从而能在医疗实践中恰当选择包括病理学检验在内的辅助检查。
　　病理学诊断在临床医疗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在我国医学教育中，有关临床病理学知识，过去没有作为规定课程向高年级医学生讲授，致使毕业生
在走向工作岗位时不会使用临床病理学检验手段。
常常有年轻医师要求做某种病理学检查项目，但送来的标本从采集到后处理都不符合要求；也不能正
确理解病理学诊断报告，从而耽误了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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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绪论到第六章介绍了当前临床病理学中常用的检查方法，依次为活体组织学
的常规检查、活体组织学的快速检查、临床细胞学检查、组织化学与免疫组织化学以及原位核酸分子
杂交组织(或细胞)化学技术；第七章超微病理诊断和第八章分子病理学目前虽然在临床病理工作中运
用不广泛，但随着高端设备不断普及和医学知识不断更新，将会被更多地用于临床病理学，造福人民
，所以特设专门章节介绍这些知识，使学生对临床病理学的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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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细针吸取细胞学　　细针吸取细胞学是用细针穿刺病灶，吸取少许细胞成分做涂片检查的
一种诊断细胞学。
这种方法有独特的优点，目前已成为医学上一个重要的诊断手段。
近年发展了超声、CT等影像诊断仪，在这些仪器导向之下进行穿刺吸取，可获得局部器官病变标本，
从而免去做剖腹探查等诊断性手术。
与一般自然脱落细胞学不同，细针吸取只能作为一种诊断手段而不能作为癌症普查或早期癌症的检测
。
　　一、细针吸取细胞学的优缺点　　1.优点　　（1）除深部内脏需导向穿刺外，一般穿刺抽吸操作
简单易行，痛苦少；不需切开，无瘢痕形成。
（2）操作安全，极少发生副作用或意外，唯一的禁忌证是出血性体质。
实践证明几乎不发生肿瘤细胞沿针道扩散。
　　（3）取样迅速，制片、诊断亦较快，一般只需1小时左右，故可用于术中的病理诊断。
　　（4）应用范围很广，几乎适用于任何部位，可在同一肿物做多个点穿刺；可重复检查：便于动
态观察或疗效观察。
　　（5）所得细胞完全是新鲜的，无自溶变性，极少人为挤压，细胞舒展，无组织切片的人为收缩
，有利于镜下观察，也能做细胞培养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2.缺点　　（1）由于吸取物小，仍有一定的假阴性，甚至还有假阳性。
有些病变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异常而非细胞异常，此时用本法诊断，准确率不如组织学。
　　（2）虽然可鉴别肿瘤的良恶性，但本法对肿瘤的分型有困难，分型准确率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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