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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检验在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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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医学检验在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方法：我院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收治 84 例个体化治疗患者，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即对

照组和观察组，分别予以常规检验与临床医学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检验有效率、疾病复发率和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的检验总有效率为 97.61%，其高于对照

组的 73.8%（P<0.05）；观察组的疾病复发率为2.38%，其低于对照组的26.19%（P<0.05）；观察组的生理功能为（87.21±2.17）分，生活活力为（86.33±2.09）分，

身体疼痛为（88.22±2.19）分，总体健康为（87.10±2.65）分，社交功能为（88.48±2.34）分，角色功能为（87.28±2.15）分，心理健康为（86.61±2.30）分，其

高于对照组的（78.23±2.12）分、（77.32±2.23）分、（76.45±2.14）分、（78.46±2.45）分、（79.08±2.11）分、（74.22±2.32）分和（75.23±2.18）分（P<0.05）。

结论：临床医学检验能提高疾病早期的检验效果，为个体化治疗患者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参考，进而就利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避免了疾病的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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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作为医院不可或缺的科室之一，其检验质量对临床科室的工

作有重要的影响，高质量的检验更是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

报告，进而就可指导临床治疗工作，对临床个体化治疗患者意义重大[1]。

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临床检验科的工作仍旧有待改进，传统检验

存在许多的误差，无法获得更为精准的数据，进而也就无法为后期治疗

提供有效的辅助[2]。据相关研究资料指出，临床医学检验是医学领域检验

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其克服了传统检验的缺陷，减少了误诊和漏诊的

情况，提高了检测的准确度，从而保障了后期治疗的效果[3]。本文将对临

床医学检验进行分析，探究其在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收治的 84 例个体化治疗患者，

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42 例，年龄 28-69 岁，平均为（48.46

±2.79）岁，22 例男性、20 例女性；观察组 42 例，年龄 29-70 岁，平均

为（49.57±2.68）岁，23 例男性、19 例女性。对比两组患者的资料和信

息，组间差异均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检验如下：认真分析并评估患者的实际情况，并根

据评估结果检验患者的心率、血压、心杂音、肠鸣音等内科指标变化；

检测身高、体重、皮肤、脊柱等外科指标；检查患者身体各个部位，包

括口腔、耳鼻喉、眼部等；对于女性患者，施行阴道、宫颈、子宫附件

等妇科专科检查。 

观察组予以临床医学检验如下：①采集患者尿液、身体组织、血液

等作为生物样本，并参照规章制度，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适合的检验项

目，包括血常规检查、生化指标检查、免疫学检验、微生物学检验和遗

传学检验。②根据患者需检验的项目，在实验室内分析和检测采集的生物

样本，但注意检验操作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和规范。③分析实验结果，并检

验指标、异常情况等信息做出相应的解读，使之生成检验分析报告，之后

医生根据检验分析报告告知患者诊断结果，并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1.3 观察指标 

①检验总有效率。以显效、有效和无效作为判定标准，其中显效即

检测的标本出现异常，根据检测结果能及时对相关疾病做出判断；有效

即检测的标本出现异常，但不能及时对疾病做出判断；无效即标本检测

不出异常状况，不能对疾病进行判断。 终总检验总有效率以显效和有

效之和/总例数进行计算。②疾病复发率。③生活质量，以 SF-36 评定量

表评定生理功能、生活活力、身体疼痛、总体健康、社交功能、角色功

能和心理健康各项指标，每项 0-100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在 spss20.0 软件内分析研究中的实验数据，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差

（ sx  ）表示，用 t 进行检验；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2x

检验，以 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检验总有效率和疾病复发率对比 

观察组的检验总有效率为 97.61%，其高于对照组的 73.8%（P<0.05）；

观察组的疾病复发率为 2.38%，其低于对照组的 26.19%（P<0.05）。详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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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检验总有效率和疾病复发率[n（%）] 

检验总有效率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疾病复发率 

对照组 42 19（45.23） 12（28.57） 11（26.19） 31（73.80） 11（26.19） 

观察组 42 24（57.14） 17（40.47） 1（2.38） 41（97.61） 1（2.38） 

 2x 值 - - - - 13.219 12.212 

P 值 - - - - 0.023 0.028 

2.2 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的生理功能为（87.21±2.17）分，生活活力为（86.33±2.09）

分，身体疼痛为（88.22±2.19）分，总体健康为（87.10±2.65）分，社交

功能为（88.48±2.34）分，角色功能为（87.28±2.15）分，心理健康为（86.61

±2.30）分，其高于对照组的（78.23±2.12）分、（77.32±2.23）分、（76.45

±2.14）分、（78.46±2.45）分、（79.08±2.11）分、（74.22±2.32）分和

（75.23±2.18）分（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sx  ）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生活活力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交功能 角色功能 心理健康 

对照组 42 78.23±2.12 77.32±2.23 76.45±2.14 78.46±2.45 79.08±2.11 74.22±2.32 75.23±2.18 

观察组 42 87.21±2.17 86.33±2.09 88.22±2.19 87.10±2.65 88.48±2.34 87.28±2.15 86.61±2.30 

t 值 - 9.022 11.010 12.232 9.365 9.403 13.065 11.421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本文对所有个体化治疗的患者分别施行了常规检验和临床医学检

验，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检验总有效率达到了 97.61%，而对照组仅达

到 73.8%，同时观察组的生理功能、生活活力、社交功能、心理健康等的

恢复状况均优于对照组，疾病复发的几率也低于对照组，表明临床医学

检验能为个体化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高效的指导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因为临床医学检验采用生物、化学、物理等方式准确测定采集的标本，

比常规检验更为精确和严谨，可有效预测和评估疾病的严重度，所以除

了能制定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外，还能为患者生活质量提供保障，

预防疾病的复发风险[4]。然而，受采集、存放等环节以及医生专业技能等

因素的影响，检验结果还是会出现差错，为了不影响后续的诊疗，临床

还是应做好如下的检验质量管理：首先，定期培训检验医护人员有关检

验方法、设备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其主动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提升

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确保检验过程不受采集、保存等任何环节

的影响[5]；其次，医护人员还要从医院实验室的现状出发，既要采用科学

高效的检验方法，又要针对检验结果进行细致地分析和讲解，使得检验

工作能更好地辅助临床诊疗工作； 后就是检验科人员还要定期检查实

验室的仪器和设备，完善实验室的关系体系，进一步提高疾病治疗和预

防效果，为疾病早期恢复做好相应的铺垫[6]。 

综上所述，临床医学检验在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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