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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在三秦大地看中国巨变阔步新征程. 

众所周知，医院临床科室的主

责是救死扶伤，而在市中心医院这

艘庞大的医疗战舰中，却有这样一

个鲜为人知的科室，这里的医生几

乎不与患者直接接触，却手握疾病

诊断“金标准”，这个科室就是市中

心医院病理科。

自 1975 年成立以来，病理科

就以“严谨务实、服务临床”为己

任，一直默默为临床诊疗保驾护

航，现已发展成集临床、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那

么，病理科具体干哪些工作？出具

一份病理报告需要哪些流程？记

者带你揭开病理科的神秘面纱。

开启病理样本奇幻之旅
一张病理切片看似普通，实际

上却蕴含着许多门道。一张包含着

患者身体密码的病理切片是如何

诞生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

位于市中心医院外科楼 13 楼的病

理科进行了实地探访。

有的技师在埋头忙着切片，有

的医生在聚精会神看切片……眼

前的景象，刷新了记者对病理科的

认知，这里与医院其他科室相比，

显得格外安静。“显微镜是我们的

重要‘武器’，大多数时间，我们是

在细胞与组织的微观世界里，探寻

病变的蛛丝马迹，并作出最终判

断，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精准的

依据。”病理科主任蔡媛说出了科

室的特殊性。

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病理科

就是花几分钟看切片，写个诊断结

果，病理报告为什么不是立等可

取，而是要等 3 天至 5 天？记者在

采访中找到了答案——

“真正的病理检测过程，远比

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每个组

织差异很大，必须差别处理，才能

找到最具代表病变特征的典型区

域。”蔡媛带着记者边看边介绍，病

理科收到人体组织标本，工作人员

认真核对后，就会获得一个独一

无二的编号，相当于标本的身份证

号。然后，经过取材、脱水、浸蜡、

包埋、切片、染色等十多个步骤近

20 道工序，一张制作精良的切片

就完成了。接下来由病理诊断医师

在显微镜下进行阅片，并得出诊断

结果。这其中，除了脱水和染色等

少数工序是靠机器自动化完成外，

其余都是手工操作，毕竟慢工出细

活，因此一份常规病理检查报告需

要 3 到 5 个工作日，疑难病理报告

则需要 7个工作日左右。

在病理取材室里，是浓浓的福

尔马林味，病理医生边切组织，边

描述组织的肉眼形态，一旁的技师

详细记录着。“取材是奠定肿瘤诊

断正确与否的关键，因此医生脑子

里不仅要有解剖学、组织学、病理

学等基本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副主任李红英告诉记

者，不同器官组织上取材的规范是

不同的，这就十分考验医生的综合

能力，做好取材工作更需要耐心、

严谨和细致，因为有的肿瘤发生了

淋巴结转移，原发病变部位却不容

易发现，医生需要仔细寻找散落在

脂肪中微小的淋巴结。

记者看到，取材结束的病理标

本被技师按照顺序，依次放入相应

的包埋盒中，紧接着就是脱水。“这

个过程需要 10 个小时以上，为了

节省时间，我们一般采取过夜处理

的方式。”病理技术组长张亚妮说，

次日早上，技师开始进行包埋工

作，脱完水的组织被做成蜡块，然

后切成厚 3 微米的组织白片，粘附

在玻片上。只见一名技师手握切片

机的把手，转动把手，一块块包埋

着组织的蜡块，如削铅笔般最后变

成了薄如蝉翼的切片。

这还没有结束，切片还需要

经过摊片、捞片、烤片及染色，到此

一张病理玻片就诞生了。但这也只

是万里长征的第一大步，接下来进

入“审判”时刻。由病理医师借助显

微镜，运用病理学知识，结合有关

临床资料和其他检查，对标本进行

诊断，此过程需要初级病理医师和

高级职称专家两级诊断，如遇到疑

难病例，还需经过科内集体会商讨

论，甚至院外会诊才能得出明确诊

断。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一份准

确的病理报告才能到患者的手中。

“一个小切片看似简单，实则

比较复杂，其制作过程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影响

切片的质量。”张亚妮如是说。

一张病理报告就是临床医生

治疗的指明灯，而这张报告的背

后，离不开病理医生的火眼金睛，

以及病理技师坚守的每个技术环

节，正如那句“纸面寥寥字，数人年

年功”。

关键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病理素来享有疾病诊断“金标

准”的美誉，由此可见，病理的权威

性和准确性，在多科协作的疑难重

症讨论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针

对肿瘤性疾病。如何让“金标准”的

含金量更高？病理科给出的答案

是：推陈出新。

2011 年，开展皮肤病理，荧

光原位杂交及细针穿刺细胞学；

2019 年，开展现场细胞病理快速评

估技术；2023 年，开展骨髓活检病

理诊断……一项项新技术的开展，

推动着病理科逐步朝着自动化、标

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让临床诊

断更精准、快速。

现场细胞病理快速评估技术最

具代表性。“2018 年，我在新加坡进

修时，带教老师在手术室进行快速

细胞病理评估，让我眼前一亮，要是

引进该技术，不仅可以避免术中盲

检，也能缩短诊断时间，这对于患者

和医生来说都是好事。”蔡媛说，进

修结束后，她回到科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科室成员分享自己的所见所

闻，大家决定放手一搏。

功夫不负有心人。资深技师马

宁用废旧玻片改制的简易染色架

成功了，紧接着技术团队先后走进

超声介入室、无痛中心、日间手术

室，将现场取到的标本进行制片、

快速染色，通过显微镜对标本进行

评估，5 分钟就能得出诊断结果。

“这项技术的开展，减少了患者受

创次数，缩短了患者住院日，同时

为临床日间手术的开展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性及准确性。”主治医师

米会敏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

展新技术离不开高精尖设备，说起

近年来病理科引进的新设备，蔡媛

如数家珍，全套朗珈计算机病理质

控工作系统及电子签名、门诊病理

报告自助打印系统等，实现了病理

报告的全程信息化；樱花全自动

封染一体机，Leica 自动真空组织

脱水机及改造、重建细胞学及门诊

接诊室，实现病理切片HE 染色自

动化及标准化；徕卡荧光显微镜及

FISH 分析软件，主要用于FISH、

皮肤及免疫荧光技术检测，还有全

器官大切片机，这些设备的引进，

使病理科如虎添翼，为开展新技术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份精准的病理报告，对于患

者而言至关重要，关系着他们的治

疗方向。前不久，40 岁的王某在其

他医院检查后显示宫颈占位，该医

院诊断为恶性，建议其切除子宫。

这样的结果让王某和家人陷入悲

伤中，想到后续的治疗更是愁眉不

展。随后，王某又来到市中心医院

妇科就诊，经病理科会诊外院的病

理切片，会诊医生发现显微镜下形

态学异型性很小，考虑为良性，不

需要切除子宫。两家医院的诊疗方

案不一，王某一时拿不定主意，于

是又前往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北京

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与市中心医

院一致，这时王某心里的石头才落

了地。“太感谢你们了，是你们的精

准诊断，让我避免了切掉子宫的风

险……”回到宝鸡后，王某专程到

妇科及病理科表示感谢。

“一份病理报告，对患者来说

就是一份生命‘判决书’，我们必须

严格把关每一道程序，并不断在探

索和创新中前行，竭尽全力给患者

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案。”蔡媛

说，新技术的引进加快了病理科发

展的步伐，目前科室在甲状腺、呼

吸系统、淋巴瘤、妇科、消化道、泌

尿系统、神经系统等肿瘤病理及皮

肤病、肾脏病、胎盘及细胞学的病

理诊断上处于全市领先水平。据统

计，2023 年，病理科共完成病检量

5.6 万例，其中外科活检 3.5 万例、

细胞学 1.9 万例、疑难病理会诊千

余例。

比学赶超锤炼过硬本领
“显微镜下的切片是五彩斑斓

的，要揪出病灶，病理医生不仅要

有扎实的内功，还要有敏锐的洞察

力。”蔡媛告诉记者，病理诊断专业

涉及面很广，这就需要病理医生持

续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库。

其实，在人才培养方面，病理

科眼光很长远，不仅设立了亚专

科，培养了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

优秀人才，还通过参加国内各种学

术交流活动，支持医务人员拓宽视

野、增长见识。术业有专攻，病理科

在明确学科发展的方向后，先后开

设了皮肤病理、骨髓病理、胎盘病

理、细胞病理、荧光原位杂交分子

病理等亚专科，为临床相关学科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皮肤

病理专科在帮助皮肤科诊断疑难

杂症的同时，还开展了皮肤肿瘤

MOSE 手术病理检测、皮肤疱病

免疫荧光等新技术，填补了我市空

白。自 2013 年开设以来，已累计完

成皮肤病检量 1.5 万例。

今年 3 月，中华医学会病理

学分会第二十九次学术会议暨第

十三届病理年会在北京召开，病理

科医生孟琳在大会上作了《错构瘤

性内翻性增生性息肉——9 例胃肠

道病例临床病理特征及组织学亚

型分析》报告，其内容新颖，病例罕

见，现场好评如潮。“这是国内病理

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盛会，规格

很高，能够在这次大会上作报告，

证明我们有雄厚的实力。”蔡媛说，

大家参加全国病理年会热情极高，

今年共有 23 篇入选。值得一提的

是，医生孙丽和蔡媛的《肝脏恶性

占位性病变快速现场评价细胞病

理学特征分析》被作为壁报展出，

这对肝脏占位的细胞学检查诊断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记者了解

到，病理科每年还参加全国各类室

间质评活动，并捧回了多个奖项，

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记者在病理科看到，成摞的专

业书籍以及垒起来的切片，是每位

病理医生办公桌上的标配。“一个

合格的病理医生，肯定是在切片堆

中成长起来的，只有不断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副主任车潇良告

诉记者，平时他们会通过书籍及网

络平台进行自学，不定期的会诊及

疑难病例讨论让大家收获满满。

走进阅片诊断室，门口一台占

据了整张桌子的庞然大物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原来这是用于多人同

时阅片的十人共览显微镜。多个显

微镜由管道相连，形成了一个大大

的“工”字，只见蔡媛现场解读疑难

病例，带领大家认识并掌握疾病的

病理学特征及诊断要点。

为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发展，病理科不仅与国内知名医院

建立远程会诊平台，还定期到县级

医院进行技术帮扶。2022 年，上

海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宝鸡分

中心在市中心医院正式签约，这标

志着该院在提高病理诊断水平、提

升诊断服务能力方面迈出了新的

步伐。“有了远程会诊平台，让数据

‘跑路’代替了患者‘跑腿’，患者不

用再舟车劳顿四处求医。”副主任

靳娟说，这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的具体实践，实现了临床病理诊

断的高质量对接，为我市急难危重

疾病的精准诊断搭建了优质平台。

记者了解到，病理科每年还接

收来自陕西省及甘肃省的进修医

师；另外，每周五科室会选派骨干

前往各县区医院进行技术帮扶，帮

助其他医院掌握病理诊断最新进

展和规范病理报告。

扬帆起航谱新篇，砥砺奋进

正当时。随着市中心医院港务区院

区建成投用后，病理科的设备、场

地等诸多软硬件设施持续完善，科

室将始终以打造过硬技术、完成精

准诊断、提升服务能力为己任，一

如既往地当好临床诊断的“幕后英

雄”，用精准的病理诊断为临床治

疗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微米之间见真功的“                       ”
——宝鸡市中心医院病理科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温瑶瑶

幕后英雄 

技师进行切片医师操控设备

病理科全体人员合影

多人用共览显微镜同时阅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