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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及质量控制对策
梁叶欢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医院，广西贵港，537100；

摘要:目的：探讨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及质量控制对策。方法：此次研究筛选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我院检验科微生物检验标本 60 例作为对照组，将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我院检验科微生物检验标

本 60 例作为观察组，将对照组标本检验过程中存在的不合格原因进行总结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观察组开展质

量控制对策下微生物检验，并将两组最终出现的标本检验不合格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最终分析显示，导致检

验标本不合格的因素主要包括采集时间不当、送检不及时、标本受污染、非标准痰液等。而观察组通过开展质量

控制对策后，检验标本不合格率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结论：对临床微生物检验中加强质量控

制管理对策，可进一步提升微生物检验的管理质量，减少检验标本不合格事件发生，提高临床检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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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是通过对微生物的培养、分离、鉴定和

药敏试验等方法，对临床标本中的微生物进行检测和分

析的一种医学检验技术。它可以帮助医生确定感染的病

原体，选择合适的治疗药物，监测治疗效果，预防和控

制感染的传播。微生物检验标本包括血液、尿液、粪便、

痰液、脑脊液、胸水、腹水等
[1]
。而微生物检验标本不

合格可能导致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影响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假阴性结果可能使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延误

病情；假阳性结果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治疗和医疗资源

的浪费
[2]
。此外，不合格的标本还可能影响医生对疾病

的判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增加医疗风险。因此，确保

微生物检验标本的质量对于提高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至关重要
[3]
。为进一步提高临床检验准确性，本

文笔者详细分析了发生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的原因

以及质量控制对策，具体分析详情见下文叙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为2022年 9月至2023年 9月期间我院检验

科微生物检验标本60例，观察组为2023年10月至2024

年 10 月我院检验科微生物检验标本 60例，每组中均包

含了分泌物标本 10 例、痰液标本 20 例、尿液标本 30

例。两组微生物标本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检验以及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

1）常规检验标流程：操作流程包括标本采集、运输、

保存、接种、培养、鉴定等环节。在标本采集过程中，

需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选择合适的采集部位和采

集方法，确保标本的质量和代表性。在运输和保存过程

中，需要保持标本的稳定性和活性，避免标本受到污染

和破坏。在接种、培养和鉴定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进行，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标

本不合格原因分析：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的原因主要

包括采集时间不当、送检不及时、标本受污染以及非标

准标本等。其中，采集时间不当、送检不及时可能导致

标本中的微生物死亡或生长受到影响；标本受污染可能

是由于采集、运输或保存过程中受到外界污染；非标准

痰液可能不符合检验要求，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因

此，在微生物检验标本的采集、运输、保存和检验过程

中，需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标本的质量和准确性。

观察组开展开展质量控制对策下微生物检验，（一）

加强标本采集的规范化管理：为了提高微生物检验标本

的质量，需要加强标本采集的规范化管理。这包括对采

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其掌握正确的采集方法和技

巧；制定严格的标本采集操作规程，明确采集的时间、

部位、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加强对采集设备和器具的管

理，确保其清洁、无菌和符合要求；对采集的标本进行

及时、准确的标识和记录，以便后续的检验和追溯。（二）

优化标本运输和保存条件：为了切实保障微生物检验标

本的质量，需要对标本运输和保存条件进行全面优化。

这涵盖了运用适宜的容器和保存液，根据不同的标本类

型和检验要求，选择合适的容器和保存液，以保证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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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完整性。与此同时，要构建起

严格的标本运输和保存标准操作规程，明确规定运输和

保存的条件、时间、方法等。在运输过程中，要确保标

本处于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避免剧烈震动和阳光

直射。同时，要加强对标本运输和保存过程的监控与管

理，定期对标本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标本能够及时、

准确地送达实验室展开检验。（三）提高检验人员的专

业素质：为了有效提高微生物检验标本的质量，检验人

员需要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医院可以定期组织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课程，邀请业内专家进行授课，

促使检验人员了解最新的检验技术和方法，掌握微生物

检验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此外，检验人员还需要具

备优良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责任心，严格依照操作规程

进行检验，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工作中，

要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个标本，避免因

疏忽大意而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差。同时，要积极参与

质量控制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意识和技术水平。

（四）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是确保微

生物检验标本质量的关键保障。应当构建全面、系统、

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涵盖标本采集、运输、保存、检

验等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标准和操作规范。同时，要加

强质量监督和评估，定期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审核和改

进，确保其有效性和适应性。在质量管理体系中，要明

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制

度和流程，加强对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的监控和管理。此

外，还应强化人员培训和管理，提升检验人员的质量意

识和技术水平，以保障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施行。通过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微生物检验标本的

质量，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1.3 观察指标

由工作经验丰富的检测人员对微生物检验标本不

合格原因进行总结分析，判定出两组不合格率。并将其

结果进行对比率。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利用 SPSS25.0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

以 n（%）描述并进行 x²检验，两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

义以P＜0.05 表示。

2 结果

2.1 对照组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

经过统计分析显示，导致检验标本不合格的常见原

因为采集时间不当、送检不及时、标本受污染、非标准

痰液，具体详情见下表 1叙述。

表 1对照组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详情(n、%)

2.2 两组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发生率

最终对比结果显示，观察组分泌物标本不合格率为

0.0%、痰液标本不合格率为 5.0%、尿液标本不合格率为

3.3%，而对照组分泌物标本、痰液标本、尿液标本的不

合格率分别为 50.0%、30.0%、26.7%，两组结果对比显

示，观察组通过加强质量控制对策干预后，微生物检验

标本不合格率明显降低，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2。

表 2组间临床指标对比详情( x ±s)

分组
分泌物标本=10例 痰液标本=20例 尿液标本=30例

合格率/% 不合格率/% 合格率/% 不合格率/% 合格率/% 不合格率/%
观察组 10（100.0） 0（0.0） 19（3.3） 1（5.0） 29（96.7） 1（3.3）
对照组 5（50.0） 5（50.0） 14（20.0） 6（30.0） 22（73.3） 8（26.7）
x²值 6.6667 6.6667 4.3290 4.3290 6.4052 6.4052
P值 0.0098 0.0098 0.0374 0.0374 0.0113 0.0113

3 讨论

微生物检验在医学、食品、环境等领域都有广泛的

应用。在医学领域，它可以帮助诊断感染性疾病，指导

临床用药；在食品领域，可确保食品的安全和质量；在

环境领域，能监测环境中的微生物污染情况。通过微生

物检验，可以了解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和特性，为相关

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重要依据，对于保障人类健康、

标本类型 不合格原因 例数 不合格率/%

分泌物标本（n=10）

无任何标志信息 2 20.0%
送检不及时 2 20.0%
标本受污染 1 10.0%

痰液标本（n=20）

非标准痰液 2 10.0%

采集时间不当 3 15.0%
标本受污染 1 5.0%
送检不及时 2 10.0%

尿液标本（n=30）
采集时间不当 3 15.0%
标本受污染 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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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而在临床检验过程中发现，

常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微生物检验出现不合格情

况，从而会降低临床检验的结果的准确性
[4]
。

因此，本文中对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的缘由进行

了总结分析，最终分析结果显示，原因主要涵盖了以下

诸方面：采集时间失当，可能致使标本内微生物的死亡

或其生长受到影响；送检的不及时，会导致标本中的微

生物死亡或其生长受到阻碍；标本遭受污染，或许是源

于采集、运输或保存进程中受到外界的侵染；非标准痰

液，可能无法契合检验的要求，进而对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造成影响。因此，在微生物检验标本的采集、运输、

保存和检验的整个流程中，务必严谨地遵照操作规程行

事，以保障标本的质量和准确性
[5]
。具体而言，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在采集标本时，应根据不同的检验项目和

标本类型，选择合适的采集时间和方法。例如，对于血

液标本，应在患者发热高峰期或使用抗生素之前采集；

对于痰液标本，应在患者清晨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

然后用力咳出深部痰液。在送检标本时，应尽快将标本

送到实验室，避免长时间的运输和储存。对于需要冷藏

或冷冻的标本，应按照要求进行保存和运输
[6]
。在保存

标本时，应根据不同的标本类型和检验项目，选择合适

的保存方法和条件。例如，对于血液标本，应在室温下

保存，避免阳光直射和剧烈震动；对于痰液标本，应在

4℃下保存，避免冻结和干燥。在检验标本时，应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避免人为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

响。例如，在进行细菌培养时，应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和

培养条件，避免杂菌污染；在进行药敏试验时，应选择

合适的药敏纸片和判断标准，避免误判
[7]
。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也显示，我院通过开展质量控制

对策管理后的观察组检验标本不合格率与未实施质量

控制对策的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微生物检验标本质量

控制对策管理的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强化

质量意识，确保标本采集、运输和处理的规范化。其次，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检验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再者，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责任

心。此外，还应注重与临床的沟通协作，及时反馈检验

结果，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最后，持续改

进质量控制措施，不断提高微生物检验标本的质量
[8-9]

。

综上所述，加强质量控制管理在微生物检验标本不

合格原因分析及质量控制对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和优势。

它有助于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减少误差和

偏差。通过加强质量控制管理，可以规范操作流程，确

保标本采集、运输、保存和检验等环节的质量。这有助

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水平，为

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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