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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病理科专业
取材指导教学实施指引

（2024 年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病理科专业取材指导是在指

导医师的组织下，以一年级住院医师为主体，在临床实践过

程中以病理标本取材为主要教学内容，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分层递进及质控反馈的教学模式，培养住院医师病理取

材技能和职业素养等综合能力的教学活动。

1 目的

（1）在掌握解剖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标本取材基本原

则和规范，培养住院医师取材能力；

（2）掌握病理标本规范化取材方法和步骤；

（3）培养住院医师职业素养、沟通意识、团队合作意

识和病理质控意识，建立“规范取材是规范病理诊断第一步”

的工作理念。

2 内容

（1）取材理论知识和管理制度培训：取材理论、取材

工作制度和注意事项、取材质控要求、取材个人防护要求、

职业暴露应急处理等。

（2）取材操作技能培训：取材器械设备准备、标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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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核对（“三查三对”基本原则：查对患者一般信息、病理

编号和标本信息）、标本固定要求、标本固定满意度评估、

取材过程（标本外观描述、大体标本拍摄、标本剪开/切开、

病变性状描述、活检小标本点红及包裹、手术标本涂墨及组

织块选取、组织块大小厚薄修整、组织块数量确定、包埋盒

号码信息核对、取材记录信息核对）、取材后组织块及时固

定、核对组织块及清洗取材器械台面等。

3 形式

指导医师根据带教计划及住院医师对带教标本类型取

材操作的掌握程度，确定本次病理取材指导采用的教学模式。

病理取材指导有以下 3 种教学模式：

3.1 示教模式（指导医师操作，住院医师观摩）：住院医

师在指导医师的示范下，观摩学习指导医师的取材操作和描

述。熟悉取材工作流程及取材工作制度的要求。适用于新入

培的住院医师。

3.2 带教模式（指导医师和住院医师共同操作）：在指导

医师的指导下，住院医师与指导医师共同完成取材和描述。

注重关键步骤的带教。适用于经过培训、掌握了取材操作基

本规范理论要求的住院医师。

3.3 指导模式（住院医师操作，指导医师指导）：住院医

师独立完成取材和取材描述。指导医师履行观察和督导责任，

取材结束后予以反馈，重点反馈不足之处。适用于经过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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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教，已基本掌握取材操作技能的住院医师。

4 组织安排

由专业基地根据临床病理科专业培训细则及专业基地

的实际情况，制订取材间工作制度、生物安全管理要求，各

系统病理标本取材作业指导书。由专业基地教学小组制订教

学计划（覆盖各亚专科器官系统），建立各标本类型取材指

导登记制度及评价反馈制度，遴选取材指导医师，定期开展

师资培训和考核。培训基地定期开展教学督导，开展带教质

量控制。

5 准备工作

5.1 标本类型的选择

（1）应包括培训细则要求的病种。

（2）带教常规手术大标本取材时，选择病变明显、术

前诊断明确、大体特征明显的标本。

（3）同一病种，注重选择不同手术方式的标本。

（4）选择标本类型体现难度分层递进原则，带教术中

快速标本取材适合有一定取材经验的住院医师。

5.2 指导医师的准备

（1）明确住培培训细则中对病种及取材例数的要求。

（2）对住院医师进行提问，以了解住院医师对取材规

范步骤的掌握程度。根据住院医师当前取材技能水平及取材

例数，确定带教模式、教学目标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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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住院医师选择合适的带教病例，必要时制订教案。

（4）为住院医师推荐相关的解剖学、取材操作规范或

图谱等文献书籍。

（5）指导住院医师做好取材前的基础准备工作，包括

生物安全管理要求、取材台的使用、器械使用注意事项、取

材规范操作要求、职业暴露应急处理流程等。

（6）定期参加师资培训，特别是针对操作技能直接观

察评估（DOPS）的培训，掌握 DOPS 评估的形式、内涵、

评价标准和反馈技巧。

5.3 住院医师的准备

（1）了解患者病史（包括必要的影像学资料信息）、

术中所见及送检标本情况。

（2）掌握取材操作规范步骤和要求。

（3）做好取材前的基础准备工作，包括了解生物安全

个人防护要求、取材台的使用、取材器械的准备、职业暴露

应急处理流程等。

（4）主动和指导医师沟通取材准备工作事宜。

6 实施

6.1 准备阶段：取材准备的工作，应在指导医师的指导下

由住院医师完成。

（1）掌握取材着装及生物安全个人防护要求。

（2）调整取材台高度、灯光，检查取材摄像头、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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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照相仪、通风设备、取材记录信息系统等设备或软件状

态。

（3）核对标本信息（“三查三对”基本原则）。

（4）核对标本数量。

（5）基础准备工作：清点和准备取材刀具、镊子、尺

子、伊红、滴管、生物色标剂、棉棒（蘸生物色标剂使用）、

纱布（或滤纸）、锯骨机（必要时）、脱钙液（必要时）及

探针（必要时）等物品。

6.2 实施阶段：取材实施阶段一般是指标本从容器内取出，

标本固定满意度评估开始，直至组织块选取等取材工作全部

完成，剩余标本装回标本容器。指导医师指导住院医师掌握

取材基本原则和步骤、识别病灶、判断手术切缘和涂墨、寻

找淋巴结等，以及对标本进行准确规范的描述。

6.2.1 示教模式（指导医师操作，住院医师观摩）：对于

初次参加取材或对取材过程不熟悉的住院医师，可以在指导

医师的示范下，学习取材的全过程。住院医师可进行核对标

本信息、大体标本拍摄、取材记录、核对包埋盒号码信息、

将组织块装入包埋盒等工作。示教模式下，住院医师以观摩

为主，示教期间不参与任何操作。

6.2.2 带教模式（指导医师和住院医师共同操作）：对已

经历过示教模式并对相关类型标本的取材过程熟悉的住院

医师，可以在指导医师的指导下完成标本外观测量描述、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活动实施指引

6

本剪开/切开、手术切缘的取材、寻找淋巴结等相对基本的

取材操作。对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对取材关键步骤有充

分认知的住院医师，可以在指导医师的指导下完成取材关键

步骤（病灶取材）。指导医师应把控取材的规范性和质量。

6.2.3 督导模式（住院医师操作，指导医师督导）：对于

已经熟练掌握取材规范要求和取材关键步骤的住院医师，可

以在指导医师的督导下独立完成取材全部工作。无特殊情况，

指导医师在督导过程中原则上不提示、不指导、不评价，将

取材建议予以记录，在取材结束后的总结阶段进行反馈。

6.3 取材结束阶段：在指导医师的指导下，由取材住院医

师完成如下工作：

（1）核对组织块数量。

（2）核对取材记录信息。

（3）清洗取材器械及取材台面。

（4）剩余标本按要求存放并记录以备补取之需。

（5）取材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刀片、标本袋/瓶、手套

等）按要求分类放入相应位置。

6.4 总结阶段：指导医师和住院医师一同对取材操作过程

进行回顾，鼓励住院医师主动反思总结，对住院医师的表现

进行评价和反馈。

（1）指导医师根据取材标本类型及取材操作过程，总

结住院医师本次取材应掌握的关键知识点和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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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医师针对取材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讨论

及总结，包括取材器械的识别、取材设备的使用以及标本信

息核对的要求等。

（3）指导医师点评住院医师在取材操作过程中的优点

及不足，提出指导性意见。

（4）取材组织制片后，指导医师和住院医师共同在镜

下阅片，将组织学改变与取材大体所见及取材描述进行对比

解析，分析取材的组织块是否满足规范性病理诊断要求，讨

论改进措施和方法。

7 注意事项

（1）指导医师指导住院医师取材之前应强调标本的珍

贵性，以及标本结构损坏或遗失后的不可弥补性，培养住院

医师的职业素养。

（2）取材过程中，指导医师与住院医师进行良好的互

动。当住院医师遇到困难、出现错误或无法完成时，要立即

向指导医师汇报，指导医师应当及时暂停取材操作，针对性

地进行讲解和带教。

（3）取材过程中，指导医师应当密切观察住院医师操

作，对于用刀方式不规范或其他操作不当等，可能造成职业

暴露风险的操作应及时制止和纠正。

（4）取材过程中，指导医师应当全程把握取材质量，

当住院医师取材出现原则性错误，可能影响后续病理诊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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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医师应及时介入或者终止住院医师的取材操作，以确保

医疗安全。

（5）对于小活检组织取材，指导医师应强调住院医师

将全部组织取材及标本包裹，注意防止标本意外丢失、防止

交叉污染等。

（6）当发现住院医师的操作能力和预期有较大差距时，

指导医师应调整当前的取材操作指导模式。

（7）当发现标本固定欠佳时，应尽可能采取必要的补

救措施。部分空腔脏器必要时钉在软木板上固定，须充分固

定及展平。

8 其他说明

取材是临床病理科专业住院医师进入专业基地最早接

触到的工作，应帮助住院医师尽快适应新环境、新角色，增

强岗位责任感。本实施指引适用于全国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临床病理科专业基地开展的病理取材指导教学活动，各专

业基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不能偏离其基本框架。

9 附件

9.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病理取材质量评分表（指导医师

使用）

9.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病理取材指导评分表（督导专家/

同行评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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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莉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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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病理取材质量评分表

（指导医师使用）

培训基地： 专业基地/科室：

病理标本取材指导病种及标本类型：

住院医师： 住培第一年 住培第二年 住培第三年

指导模式： 示教模式 带教模式 督导模式

评价项目 内容要求 满分 得分

取材前准备

（10 分）

1.规范着装（生物安全防护）：规范穿戴帽子、手套（必要

时穿戴鞋套、袖套）及取材防护衣
2

2.清洗取材台面、取材工具：刀、剪、镊、尺等 2

3.核对标本信息（6 分）

标本信息核对

查阅临床病史、手术所见等其他相关信息
3

标本核对：送检标本名称、标本个数 3

取材中

（75 分）

4.标本固定满意率评估：评估标本是否按要求切开固定，固

定液种类和量是否符合要求
5

5.标本大体拍照，包括完整肿物及剖面 5

6.标本取材及描述（65 分）

6.1辨认标本类型和解剖结构，正确切开或剪开 5

6.2 测量标本大小并准确定位病变部位 5

6.3 根据器官和疾病进行准确描述，如描述病变大小、形状

（息肉、乳头状、结节状、分叶状、溃疡、糜烂、缺损等）、

数目、颜色、质地、边界或与周围的关系、浸润深度等

10

6.4 对标本全面检查，防止遗漏多灶病变 5

6.5 若标本为淋巴结活检，知晓需要及时切开，保证合适的

固定时间（询问）
5

6.6 若有含骨标本，熟悉脱钙流程（询问） 5

6.7 细碎标本注意点：伊红染色、纱布或滤纸规范包裹 5

6.8遵循取材要求，必要时，切缘涂墨取材 5

6.9 取材厚度、大小及数量适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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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病变+邻近正常组织选取合适 5

6.11 其他病变取材（如合并其他病变） 5

6.12寻找淋巴结方法正确，淋巴结取材规范（询问规范化取

材所要求的最小淋巴结数目）
5

取材后

（5 分）

7.取材完成后，在取下一个标本之前，及时冲洗取材器械及

取材板，防止取材污染
5

8.核对组织取材块数、包埋盒病理编号和小号 3

9.剩余标本存放于合适容器内，做好存放记录 2

取材综合

评分

（10 分）

10.操作熟练度，刀工是否平整，取材器械、标本袋摆放是否

有序
10

总分 100

一票否决

情况

（适用于督

导模式）

1.取材操作过程中出现标本或组织块丢失 

2.取材发生不同患者张冠李戴 

3.漏取重要病变，对临床诊疗决策有原则性影响 

4.取材有疑问时，不知晓需请示上级医师或与临床医师沟通

后再取材，破坏标本原貌，造成诊断困难（询问）


病理标本取

材反映出住

院医师存在

的问题

1.取材专业知识有待提高 

2.取材操作基本功有待提高 

3.临床病理思维有待锻炼提高 

4.综合协调组织能力有待锻炼提高 

5.不重视取材技能的提高，未意识到规范取材的重要性 

整体评价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住院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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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病理取材指导评分表

（督导专家/同行评议使用）

培训基地： 专业基地/科室：

病理标本取材指导病种及标本类型：

指导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其他医师

住院医师： 住培第一年 住培第二年 住培第三年

指导模式： 示教模式 带教模式 督导模式

评价项目 内容要求 满分 得分

组织安排

（10 分）

病理标本取材指导安排符合规范 5

病理标本取材指导医师符合要求 5

教学过程

（35 分）

病理标本选择和教学模式符合住院医师水平 5

指导医师准备充分 5

住院医师准备充分 5

教学环境及设施准备符合要求 5

教学互动氛围积极（住院医师积极参与、师生互

动、操作结束后反馈）
10

体现人文关怀、职业素养 5

教学方法

（40 分）

能够从住院医师取材操作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

适的教学模式，进行针对性教学
20

合理规范应用带教、DOPS 等方法 10

适当应用提问，引导住院医师思考和加深理解 10

指导医师状态

（15 分）

精神饱满，语言生动流畅，着装规范 5

教学沟通效果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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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

评价人：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