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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实验室
"

年室间质评结果总结分析

虎淑妍

"甘肃省庆阳市人民医院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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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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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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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参加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微生物室间质评反馈结果!找出自己实验室存在的问

题和差距%促进微生物实验室的常规工作!加强室内的质量控制!提高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细菌诊断水平%方法
"

对
"

年来参

加甘肃省临检中心微生物室间质评所做的原始记录和最终反馈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该院微生物实验室出错的原因

和存在的问题%结果
"

"

年共收到质控标本
"'

份"混合标本
"

份$!共分离致病菌
"4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4

株!革兰阴性菌
+"

株!念珠菌
+

株!分枝杆菌
1

株%鉴定失控的结果中(

+

份混合标本未全部分离出致病菌!

$

份标本细菌未生长!

"

份标本细菌鉴定

错误'药敏失控结果中(抗菌剂选择错误的
"

种!产酶细菌药敏结果上报未修正的
+

种!直接做错的
+

种!未做的
'

种%结论
"

参

加微生物室间质量评价工作!可以督促加强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找出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确保日常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为临床的诊断&治疗及合理选用抗菌剂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微生物学技术'

"

质量控制'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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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为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科

学依据#在突发性传染病的诊断及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

(

)一个高水平的微生物实验室可以为临床抗感染治

疗提供快速*准确的微生物检验报告#为救治患者提供准确的

治疗依据#赢得宝贵时间'

1

(

)积极参加室间质评活动#有助于

提高微生物实验室检测水平)微生物实验室从
$44+

年开始参

加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质量评价活动'

+

(

)现将
1##!

"

1#$#

年
"

年的质控情况作一总结)

A

"

材料与方法

A3A

"

标本来源
"

标本为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真空干燥的模拟

标本#

1##!

"

1##9

年每年两次标本#每次
!

份#共
$1

份#

1##%

"

1#$#

年每年两次标本#每次
"

份#共
$#

份标本)每次质控

标本中有
$

株要求做药敏)标本来源有中段尿液
4

份*血液

$'

份*导管
1

份*痰液
$$

份*咽拭子
$

份*脓液
$

份*胆汁
$

份*

粪便
9

份*伤口拭子
$1

份*尿道拭子
$

份)

A3B

"

方法
"

用
#31?]

无菌肉汤将收到的冻干质控品溶解#按照

标本的说明书分别将标本接种于血平板*中国蓝平板*

RR

平板*巧

克力平板等#提示有念珠菌时接种沙保弱培养基#大便在
RR

和中

国蓝上不生长时接种碱性蛋白冻水和冷增菌)分别置于$

+"j

$

%

g

的孵育箱和
)Q

1

孵箱中#生长
1'

"

'%E

进行处理'

'

(

)

A3C

"

药敏试验
"

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R(

%分

组标准选择相关抗菌剂#采用
Y:2

法进行药敏试验)

A3D

"

培养基及重要试剂
"

.:,

培养基及
.:,

肉汤选用法

国梅里埃公司产品*血平板*中国蓝平板及科玛嘉显色板均选

用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肠杆菌科生化反应管及非

发酵管*同化试验管均选用杭州天和生物有限公司产品)凝集

血清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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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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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吲哚金黄色杆菌 脑膜败血黄杆菌
1##%#1

未生长

1##!#"

豚鼠气单胞菌 温和气单胞菌
1##4#+

弗劳地枸橼酸杆菌

1##9#$

粘质沙雷菌和口腔粘滑球菌 粘质沙雷菌
1##4#%

日沟维肠杆菌

1##9#+

木糖葡萄球菌 腐生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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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发两次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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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1##9

年每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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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全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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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年室间质评药敏失控结果

抗菌剂 正确结果 本室结果 抗菌剂 正确结果 本室结果

头孢哌酮
* R

$未修改% 利奈唑胺
R

未做

头孢吡肟
* R

$未修改% 米诺环素 不用选
R

RT/ R *

&

:

内酰胺酶
c

未做

头孢噻肟 未选 氨苄西林"舒巴坦 未选

复方新诺明 未选 哌拉西林 未选

喹奴普丁"达躈普丁
R

未做 青霉素
R *

哌拉西林
R *

B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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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年室间质评药敏失控结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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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讨
""

论

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每年两次室间质评#质评内容包括

$

$

%常见菌*不常见菌*苛养菌*疑难菌和真菌的鉴定)$

1

%药敏

试验及不同菌株对不同抗菌剂的选择)$

+

%基本技术的考核包

括革兰染色*抗酸染色*氧化酶试验*触酶试验*血浆凝固酶试

验*动力试验*

Q

@

D=>E68

试验及一些酶类的测定等'

"

(

)

多年来#通过参加上述质控#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特别是对

不常见菌和疑难菌的鉴定#从不认识到认识#掌握不常见菌的

鉴定思路和方法#从而极大地提高常规工作水平#对临床病原

学诊断及抗菌剂的合理选用有很大帮助)通过参加室间质评#

本院微生物室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

(

)

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

%鉴定得分高都是一些常见菌#对

一些不常见菌的鉴定比较困难#失分较多)原因是作者平时工

作不认真#遇到少见菌和特殊菌抱有侥幸心理#不去详细鉴定#

缺乏探索精神)加之实验室的条件有限#不想办法另找思路继

续确认#顺手弃之#最终未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1

%业务学习抓

得不紧#平时不注重参加新知识*新理念的培训和学习#遇到新

的问题束手无策&工作人员不够敬业#对日常工作只是应付而

已#没能准确为临床提供数据*解决医生在治疗感染中的棘手

问题)$

+

%混合菌的分离鉴定失分较多#主要是对待临床标本

不够严谨认真#平时处理临床标本草草了事#不认真分离鉴定#

工作人员缺乏动手能力)

药敏方面存在的问题!$

$

%对
)]R(

标准的理解不够透彻#

对新的内容没有及时掌握)$

1

%微生物检验人员对抗菌剂应用

知识掌握的甚少#与临床医生沟通欠缺#临床医生不太认可用

我们的结果去指导用药)$

+

%选择的药敏纸片和
.:,

培养基

只注重廉价#不考虑其实用性及质量#使检验结果的质量得不

到保障#廉价的药敏纸片的保存效期短#实验室的条件有限#使

室内质控结果不能保证#导致为临床提供的结果不准确)

鉴于以上问题的解决策略有!$

$

%微生物实验室的人员必

须具有较好的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要勤于学习和探索#要有

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人员最好不随便更换)

$

1

%微生物室的技术人员#要经常参加新知识*新业务的学习和

培训#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

%微生物室要配备大量

本专业相关书籍和最新的
)]R(

标准#准确掌握
)]R(

的内容#

对每株细菌正确选择抗菌剂#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起到行之有

效的作用)$

'

%要坚持做好室内质控#对一些拿不准的试验反

复做$进行复查#或进行第三方证实%#得到可靠的结果#最终得

到临床的认可'

9

(

)$

"

%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选用公认的鉴

定试剂或仪器及药敏纸片#备用一些特殊试验的试剂#遇上新

的细菌不至于束手无策)$

!

%微生物实验室的工作需要科主任

及院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4

(

)

总之#临床检验中心多年来发放的质控标本类型多#包含

菌种数量多#涵盖的基础知识面广#新理念的内容多#是大家在

完成质控工作的同时加强基础知识学习和新理念内容的掌握)

但在发放菌株时个别少见菌$如伴放线杆菌*绿色气球菌%难度

太大#地市级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条件好一些还可以接受#但县

级医院的条件遇上这些菌就无能为力#微生物工作人员要加强

理论学习#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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