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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及其影响因素!提高临床检验水平$方法
!

参照微生物标本检验的相

关要求和标准进行检测!严格控制检测质量!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结果
!

),:(

年血液标本&呼吸道标本及尿液标本的阳性

率高于
),:+

年!其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

个时间段痰液标本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影响标本阳性

率的因素包括标本采集不规范&标本运送与接收不规范及检验医师技术水平问题等$结论
!

不同时间段的临床标本!其微生物检

验的阳性率不同$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可提高临床检验水平$

关键词"临床标本%

!

微生物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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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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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是临床医学中不可或缺的检测手段之一#其在

感染性疾病临床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感染性疾病患

者#微生物检验可准确判断其病原体类型#明确感染原因#为其

临床治疗及预后提供重要依据#具有简单*便捷*准确率高等多

种优势'

:

(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临床微生

物检验技术也得到显著改善#其在感染性疾病的监测*控制和

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为提高临床标本微生物

检验质量#更好地指导和改进临床治疗工作#本研究回顾性分

析
),:+

#

),:(

年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并分
)

个时间段进行对比研究#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

),:(

年采集的临床标本微

生物
(:),

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

个时间段划分)

),:+

年

)(((

例#包括痰液标本
<<-

例#血液标本
:,(,

例#呼吸道标本

),(

例#尿液标本
-,?

例)

),:(

年
)(=(

例#包括痰液标本

:,,?

例#血液标本
:,-=

例#呼吸道标本
)::

例#尿液标本

-::

例)

B;C

!

方法
!

采用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由美国贝克曼

库尔特有限公司提供%)参照微生物标本检验的相关要求和标

准进行检测#严格控制微生物标本的运送*接收#以减少不良因

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同时加强培养基的配制#确保其符合相

关标准#每个步骤都加强温度控制#严格控制检测质量#以提高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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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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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6RR:?;,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I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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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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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比较
!

),:(

年血液

标本*呼吸道标本及尿液标本的阳性率高于
),:+

年同类型标

本#

)

个时间段血液标本*呼吸道标本及尿液标本阳性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I

$

,;,(

%&

)

个时间段痰液标本阳性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I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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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阳性率的因素
!

),:+

#

),:(

年影响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阳性率的因素主要包括!$

:

%

标本采集不规范#如采集前未做好准备#患者对采集过程不了

解#采集前服用药物#标本采集量过少#采集方式不合理#未能

在规定时间内送检#导致标本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等)$

)

%标

本运送与接收不规范#如在运送与接收过程中#未能对需要进

行密封*冷藏处理标本进行有效密封与冷藏#或对不需要冷藏

的标本给予冷藏处理#以及标本在运动或接收过程中出现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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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等)$

-

%检验医师技术水平问题#如检验医师由于缺乏临

床经验#以及在检验工作中出现违反微生物检查流程的行为#

致使检验结果出现误差)见表
)

)

表
:

!!

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结果比较

标本类型
),:+

年$

&i)(((

%

标本数$

&

% 阳性数$

&

% 阳性率$

U

%

),:(

年$

&i)(=(

%

标本数$

&

% 阳性数$

&

% 阳性率$

U

%

痰液标本
<<- :<? :<;*+ :,,? ):= ):;+(

血液标本
:,(, :+? :+;,, :,-= -*: -=;?*

"

呼吸道标本
),( =? -);=* ):: :)= (<;?)

"

尿液标本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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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

年比较#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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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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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阳性率的因素$

&

%

标本类型

),:+

年$

&i)(((

%

标本采集

不规范

标本运送与

接收不规范

检验医师技术

水平问题

),:(

年$

&i)(=(

%

标本采集

不规范

标本运送与

接收不规范

检验医师技术

水平问题

痰液标本
):( +=( ::= )), +(* ::?

血液标本
-:( +=* )(( -:= +?, )()

呼吸道标本
-= ?( )? -) ?= )(

尿液标本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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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是临床诊断中较为关键的环节#可为患者疾病

治疗提供重要依据#对患者机体康复有着积极作用#有助于流

行性疾病分布情况的分析)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居民饮食生活出现较大变化#饮食卫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各类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呈逐年增涨趋势'

+

(

)在感染性疾病

临床诊断中#微生物检验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微生物检

验可评估患者的疾病状况#准确判断其感染情况#为感染性疾

病的临床治疗与预后提供可靠依据'

(

(

)但在临床微生物检验

中#常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受到标本采集不规范*运送与

接收不当*检验技术生疏等#致使微生物检验结果的精准度降

低)如何加强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质量控制#已成为医院临

床检验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

(

)

杜娟'

?

(在临床微生物检验过程中#对
),:-

*

),:+

年
)

个时

间段的多种标本$包括呼吸道标本*血培养标本*大便及尿液标

本*伤口分泌物及穿刺标本等%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呼吸道标本阳性率$

-);=*U

%在所有标本

中最高#其次为伤口分泌物及穿刺标本#大便及尿液标本的阳

性率最低&

),:-

年所有标本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均高于
),:+

年#

)

个时间段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

$

,;,(

%#提示不同时间段的临床标本其微生物检验阳性率

也有所不同)王淑惠等'

*

(回顾性分析
),:,

#

),::

年*

),:)

#

),:-

年
)

个时间段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结果显示

),:,

年
#

),::

年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均高于
),:)

#

),:-

年#

)

个时间段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

$

,;,(

%)对此#其认为分析与研究不同时间段临床标本微

生物检验的阳性率#对临床检验工作有重要意义#可有助于提

高临床检验水平#为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及预后提供重要依据)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

#

),:(

年多种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

阳性率#结果显示
),:(

年血液标本*呼吸道标本及尿液标本的

阳性率高于
),:+

年同类型标本#

)

个时间段血液标本*呼吸道

标本及尿液标本标本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

个时间段痰液标本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证

实在不同时间段#血液标本*呼吸道标本及尿液标本微生物检

验阳性率不同#与前者研究结论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本研

究中
)

个不同时间段痰液标本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同时间段血液标本*呼吸道标本及尿液标本微生物检验

阳性率不同#其原因与标本采集*标本运送与接收及检验医师

的技术水平有关)如标本采集量过少#采集方式不合理#未能

在规定时间内送检#对需要进行密封*冷藏处理标本未能进行

有效密封与冷藏#或对不需要冷藏的标本给予冷藏处理#检验

医师在检验实践中出现违反微生物检查流程的行为等)依据

不同时间段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结果的不同及其主要影响因

素#可从以下
-

个方面进行改进!$

:

%严格控制临床标本的采

集)标本采集的规范程度将直接影响检验结果准确率的高低#

对此须加强对微生物标本采集的管理#规范标本采集过程'

<

(

)

所有标本采集须在患者未服用药物前)不同类型标本的储存

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某些标本需要冷藏或密封处理%#在采集过

程中应加以注意#依据标本种类选择合适储存方式)为提高血

液标本检验结果的准确率#可在采集过程中推广,双瓶制

度-

'

:,

(

)$

)

%严格控制标本的运送和接收)标本的运送与接收

对微生物检验结果有重要影响)不合理的运送或接收#会降低

微生物检验结果的精准率#因此需严格规范微生物标本的运送

与接收程序#确保在运送或接收过程中能较好地维持标本活

力#防止微生物出现过度繁殖或污染的现象#避免标本受到非

致病微生物侵袭)同时#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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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整体真菌检出率较低有关)

综上所述#本院阳性菌株分布情况与其他精神病医院'

?

(

*

),:+

年
7aWYT@

中国细菌耐药性监测分布结果比较'

(

(

#本院

标本大都来源于血液$占
+);<(U

%#而后两者则大都集中在呼

吸道标本)检出菌构成比中#本院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大肠埃

希菌位列首位#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

:,

(

#其他精神病医院以革

兰阳性菌为主#且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多)耐药情况方面#本

院整体耐药情况较好#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整体耐药率都

低于后两者#但在临床用药上不能放松警惕)本院相关部门应

对常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征进行分析并反馈给临床)临床

医师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以提高临床疗效#减

少耐药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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