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医生的“眼睛”
科研和临床的“纽带”

2012年作为特殊人才来到医院的
李新丽博士，现在已是检验科主任。从
事检验工作20多年的她对这个工作深
有感触：“知识更新快，工作看似简单，

却跟科研和临床的关系都非常紧密。”
李新丽介绍，美国的一项研究表

明，检验费用所占比不到患者医疗总支
出的30%，但却承担了60%的临床决
策。“几乎所有的住院、门诊病人都需要
检验，医生来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诊
断。”因此，检验也被称为医生的“眼

睛”，能够帮医生看“透”疾病表象，找到
更深层次的病因。

除此之外，一项新技术要实现向临
床的转化，也离不开检验这条“纽带”，
当新技术经过检验符合一系列的标准
和要求，便能应用于临床，让患者享受
更先进、便利的医疗服务。

凭软件硬件“双引擎”
晋升市重点学科

检验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纵
观检验的发展历史，从“医学检验”逐渐
转变为“检验医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
明。医院的检验科也越来越受关注。
李新丽介绍，从“藏”在医学背后的科室
转变为一个相对更加独立的学科，医院
领导班子清楚检验医学的重要性，对科
室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李新丽所在的检验科经过60多年
的发展，现在已成为集医、教、研于一体
的综合性学科。科室共有6个亚专业，
35人的团队中包含了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等，高级职称有7人，中级职
称有11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层次和
人才梯队。科室还配置有50多台检测
设备，开展的检验项目达600多项，每
天从住院部、门诊及其他单位送来的样

本量就有2000多个。目前科室学科建
设有三个方向，分别是心血管病和脂代
谢研究方向，早期肾脏疾病发生机制研
究方向以及肿瘤疾病的诊疗研究方向，
而且在心血管风险评价、肺功能评价、
激素类、骨代谢及血液病生化等检测，
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李新丽说，目前科室已发
展为集高度自动化、信息化和标准化为
一体的临床实验室，近期还正在筹备建
立分子诊断室，未来可实现对于肿瘤的
基因突变和扩增的检测，可以有效的进
行分子靶向治疗。

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设备和专
业人才，通过更简便的方式实现精
准、快速的检验才进一步走进人们的
生活。基于软件、硬件等方面的不俗
实力，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成
为整个成华区的临床检验质量控制
中心，今年9月还被评为成都市医学
重点学科。

被问结果能否快点出？
医生用蒸馒头做比喻

12日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李新
丽的同事们开始轮流去吃午饭，因为是
24小时工作制，轮流吃饭在这已成为

他们的习惯。但即使是“连轴转”，每天
仍有源源不断的患者来进行检验，科室
还需承担科研、区域对口帮扶、各大专
院校实习带教等工作。

几乎每一个检验科的工作人员都
曾被患者问过：检验报告能不能早点
出？面对这样的问题，李新丽苦笑一
下，“真是做不到啊。”李新丽说，为此她
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蒸馒头要把面
揉成一个个馒头的形状，再一个个放进
笼屉，还要蒸20多分钟才能出锅。检验
科采血也是一样的道理，收集一批患者
血样后，进行样本检测分析，最后才能
得出结果，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这样比
喻之后，很多患者就能理解了。“我常跟
年轻同事说，跟患者交流也要从他们的
角度出发，说的太专业别人听不懂当然
不理解，打个比喻说明白了，大家就能
互相理解了。”

在李新丽看来，随着检验医学的发
展，人们了解到检验科不仅仅是抽血那
么简单，检验科只有靠规范化的实验室
管理，依靠优秀的检验质量和热情服
务，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
夷 摄影报道

9 月 12 日，成都市某
医院检验科抽血窗口站着
几位等待抽血化验的患
者，“医生，检验结果能不
能快点出啊？”一位患者询
问窗口里的医生。“这种情
况很常见，我们也理解患
者着急的心情，但检验是
项 严 谨 的 医 学 ，马 虎 不
得。”检验科主任李新丽
说，检验科的工作就像是
临床医生的“眼睛”，也是
连 接 科 研 和 临 床 的“ 纽
带”，在别人眼里，检验科
可能是个辅助科室，但实
际上，正是因为检验科团
队看似枯燥、重复的工作，
才为患者、为医生提供了
诊断和治疗的依据。

默 默 的 付 出 终 有 回
报，今年9月，成都市第六
人民医院检验科成功晋升
成都市重点学科。

被称为医生的“眼睛”检验科做的不止是抽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