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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对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管理水平的提

升评价
栗芳芳

正定县中医院，河北石家庄，050800；

摘要：目的：分析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管理用持续质量改进法所起到的作用。方法：2024 年 1 月-6 月本疾控中

心未开展持续质量改进工作期间任职的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 20 名为对照组，2024 年 7 月-12 月本疾控中心开展

持续质量改进工作期间任职的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 20 名为试验组。对比样品采集合格率等指标。结果：关于医

院用品表面微生物达标率、手卫生检验达标率和样品采集合格率：试验组 98.0%、97.5%、99.0%，对照组 93.0%、

92.5%、93.0%，差异显著（P＜0.05）。管理质量：试验组高达（97.03±1.02）分，对照组只有（91.59±2.51）

分，差异显著（P＜0.05）。满意度：试验组 100.0%，对照组 85.0%，P＜0.05。综合能力评分：试验组高达（95.

13±1.72）分，对照组只有（86.34±2.91）分，差异显著 P＜0.05）。结论：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管理用持续质

量改进法，效果显著，且工作人员的满意度也更高，综合能力提升更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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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疾控中心作为一个肩负着传染病防控等重任

的机构，其微生物检验水平能为传染病的检测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检测提供重要指导
[1]
，但有报道称，微生物

检验的流程十分复杂，且其专业性也非常强，若在检验

的过程中存在一丁点的问题，都将会对检验结果造成影

响
[2]
。为此，疾控中心有必要加强对微生物检验进行管

理的力度。持续质量改进乃比较新型的一种管理手段，

能对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解决，以优化管理流程，完

善管理方案，从而有助于提升微生物检验的质量
[3]
。本

文旨在剖析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管理用持续质量改进

法所起到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4 年 1 月-6 月本疾控中心未开展持续质量改进

工作期间任职的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 20 名，设置为对

照组，女 9人，男 11人，年纪上限 47，下限 23，平均

（31.52±4.18）岁；工作年限上限 21年，下限 1年，

平均（9.42±1.52）年。2024 年 7月-12 月本疾控中心

开展持续质量改进工作期间任职的微生物检验工作人

员 20名，设置为试验组，女 8人，男 12人，年纪上限

48，下限 24，平均（31.91±4.25）岁；工作年限上限

22年，下限1.5 年，平均（9.73±1.69）年。研究获伦

理委员会批准，并排除严重躯体性疾病、中途退出研究、

精神与心理疾病与资料缺失者
[4]
。2组工作年限等相比，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疾控中心自 2024 年 7 月开始在完善常规管理措

施（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开展各项操作；做好环境的

消毒工作；对检测设备进行维护等）的前提之下，增加

使用持续质量改进法，措施如下：（1）组建持续质量

改进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汇总管理工作中

的问题，然后再经分析与讨论后提出解决对策，制定系

统性的管理方案。（2）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专科知

识与技能的培训，其培训内容主要有检验设备与试剂等

的使用、检验标准的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与环境

管理方法等，另外，还应重视工作人员风险防控意识的

培养，告诉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规

章制度。每个季度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次考核，同时将

考核结果和他们的绩效与晋升等挂钩。（3）根据不同

标本的采集流程，对标本采集和处理程序进行制定，且

标本采集时，还应根据标本的类型，合理选择采样器，

并提前规划好采样规格与数目，制定好完善的采样计划。

在采样完毕之后，需粘贴上正确的标签，并记录好采样

地点、时间与人员等。（4）强化设备管理力度，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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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专人完成设备的保养与维护工作，确保设备能正常运

转。定期校准设备，提高设备精密度。定期检查设备的

实验性能与购置时间等，若设备老化，需及时更换新的

设备，另外，还应做好试剂的检查工作。（5）每个月

开展一次管理会议，评估本月管理工作的执行效果，并

对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不断优化管理方案。

对于尚未解决的问题，需将之放在下一个管理周期当中。

1.3 评价指标
[5]

（1）采集两个时间段中的标本数共 200 份，统计

标本达标份数。

（2）管理质量评估：涉及到操作技术、环境安全

与工作态度等，总分 100。

（3）满意度评估：涉及到微生物检验的效果与培

训情况等。标准划分：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分，

满意91-100 分。结果计算：（一般+满意）/n*100%。

（4）评估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涉及到检验标准

正确使用、检验设备正确使用、异常事件处置与个人防

护等，总分100。评分和综合能力的关系：正相关。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涵盖的全部数据，分析后处理时均选择 SPS

S 24.0。x²与 t检验计数、计量资料，且这两种资料的

表现形式依次是（%）、（x�±s）。如若差异达到了统

计学的标准，即可判定 P＜0.05。

2 结果

2.1 标本达标率分析

对比表 1内的医院用品表面微生物达标率、手卫生

检验达标率和样品采集合格率的数据：试验组 98.0%、9

7.5%、99.0%，对照组 93.0%、92.5%、93.0%，差异显著

（P＜0.05）。

表 1： 标本达标情况显示表 [n，（%）]

组别 例数
医院用品表面
微生物达标

手卫生检验
达标

样品采集合
格

试验组 200 196（98.0） 195（97.5） 198（99.0）

对照组 200 186（93.0） 185（92.5） 186（93.0）

X2 6.1739 6.0453 6.4205

P 0.0317 0.0339 0.0301

2.2 管理质量分析

对比评估获取的管理质量的数据：试验组高达（97.

03±1.02）分，对照组只有（91.59±2.51）分，差异

显著（t=4.0316，P＜0.05）。

2.3 满意度分析

对比表 2内的满意度数据：试验组 100.0%，对照组

85.0%，P＜0.05。

表 2： 满意度显示表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20 0（0.0） 4（20.0） 16（80.0） 100.0

对照组 20 3（15.0） 6（30.0） 11（55.0） 85.0

X2 6.3137

P 0.0309

2.4 综合能力分析

对比评估获取的综合能力评分：试验组高达（95.1

3±1.72）分，对照组只有（86.34±2.91）分，差异显

著（t=9.1739，P＜0.05）。

3 讨论

在我国的事业机构当中，疾控中心占据着一个至关

重要的地位，并肩负着疾病、损伤和残疾防控等重任，

能有效维持社会的平稳，及环境的健康，利于居民身心

健康的改善
[6]
。为微生物检验则是疾控中心比较重要的

一个工作项目，主要用于检测血液、水、医疗设备与食

品等，且其检测结果也和疾病的防控效果等密切相关
[7]
。

故，疾控中心需做好微生物检验的管理工作。持续质量

改进作为一种比较新型的管理技术，其相较于常规管理

法更具备科学性与灵活性，能对管理流程进行不断的优

化，以提升管理效果，预防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8]
。持

续质量改进需要重视工作人员的日常培训与考核工作，

且通过系统性的培训与考核不仅能提高工作人员的综

合素养，还能让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能保持高度的责

任与警惕心，从而有助于避免工作差错等问题的发生，

提高工作效率
[9]
。

郭阿芳等人的研究
[10]
中，对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管

理是否运用持续质量改进法的两个时间段中的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改进后的医院用品表面微生物

达标率高达 98.67%、手卫生检验达标率高达 100.0%，

比改进前的 93.33%、75.0%高；改进后的管理质量高达

（92.13±6.08）分，比改进前（88.19±4.56）分高；

改进后的满意度高达 100.0%，比概念后 75.0%高。表明，

持续质量改进对提升微生物检验质量与工作人员满意

度及改善管理质量具备显著作用。本研究，对比医院用

品表面微生物达标率和手卫生达标率的数据：试验组更

高（P＜0.05）；对比评估获取的管理质量数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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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更高（P＜0.05）；对比调查获取的满意度数据：试

验组更高（P＜0.05），这和郭阿芳等人的研究结果相

似。对比样品采集合格率的数据：试验组更高（P＜0.0

5）；对比综合能力的数据：试验组更高（P＜0.05）。

持续质量改进可深化微生物检验的流程，并能对检验程

序进行规范，能避免工作中的一些风险因素，从而有助

于提升微生物检验的效果
[11]
。持续质量改进工作的实施，

能让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以提高检验达标率
[12]
。可见，持续质量改进发颇具应用价值。

综上，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管理用持续质量改进法，

效果显著，且工作人员的满意度与综合能力也都得到显

著提升，管理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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