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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运用 PDCA 循环法提高微生物标本采集、运送质量的效果。方法：以 2018 年 9 月~2020 年 5 月我院微生物实验室中收集
的 200 例微生物标本作为研究目标展开，收集的标本类型包括血标本，痰标本，尿标本以及粪标本，对微生物标本的采集质量、运送质量
等进行统一分析调查，我院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实施 PDCA 循环法管理，对比管理实施前后标本不合格情况。结果：管理实施前微生物标
本不合格率为 25.00%（50/200），管理实施后微生物标本不合格率为 7.50%，管理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微生物
标本采集、运送过程中实施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能有效提高微生物标本质量，确保临床检验结果的准确率得到提升。 
关键词：PDCA 循环法；微生物；标本采集；运送质量 

 
微生物检验是临床用于诊疗疾病的常用检测手段，其检测内容

包括血标本、尿标本、痰标本和粪标本，通过微生物检查能准确获
知患者的感染程度和疾病类型，确保医院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因
此要高度重视微生物检验质量。微生物标本质量高低与标本采集和
运送时的质量有关，如果检验结果不准确，不仅增加临床误诊率，
引发医疗纠纷，还会耽误患者的治疗时间，增加病情风险。因此在
微生物标本采集和运送过程中实施科学的管理措施很关键。下文将
对研究的微生物标本实施 PDCA 循环法管理，重点分析其管理效果
及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标本收集时间为 2018 年 9 月~2020 年 5 月，选择我院微生物实

验室中的 200 例标本作为研究调查目标，收集的标本中血标本 41
例，痰标本 78 例，尿标本 52 例，粪标本 29 例，我院从 2019 年 10
月在微生物实验室实施 PDCA 循环法管理，在此之前未采取任何管
理手段。本次标本均由相同检验人员经手检测，标本采集者符合相
关采集标准，均按照一定的采集、运送流程操作。 

1.2 方法 
2019 年 10 月对微生物标本采集采取 PDCA 循环法管理，具体

管理内容包括：（1）计划。对收集的标本进行调查分析，寻找采集
和运送过程中导致标本不合格的原因，将存在的问题一一记录，制
定针对性解决方案。（2）执行。①结合发生的问题以及临床经验等
制定统一标准的采集、运送手册，要求相关人员必须数量掌握并落
实相关制定[1]。②加强培训和学习。组织实验室的采集者、检验者
以及运送者等进行科学培训，重点对标本的采集、保存、运送等方
法进行学习，每期学习结束后统一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
[2]。③增进科室间的联系。采集标本是检验工作的首要环节，所以
要定期将检验质量不合格的标本上报反馈给各科室，留样后重新采
集，组织各科室人员相互沟通、交流，提出个人意见和改进方法，

组织医师探讨感染病例，并对病原学检验提供科学指导。（3）落实。
依据定期可考核结果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进行评价，定期抽取微
生物标本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和改进内容书面反馈[3]。（4）处理。
每月收集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标本进行分析，探讨其原因，指导
操作流程，调整和改进循环计划，争取降低不合格率。 

1.3 观察指标 
分析、记录管理前微生物标本不合格情况的原因，如血标本采

集方法错误、送检不及时；痰标本污染且非标准痰液；尿/粪标本未
规范采集且延误送检等，对比管理实施前后的标本不合格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和处理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定性资料的描述形式为

（%），检验用 X2，计量资料的描述形式为（ sx ± ），行 t 检验，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微生物标本不合格原因情况 
200 例微生物标本检验后不合格率为 25.00%，不同原因的构成

比不同，具体分析见表 1。 
表 1 微生物标本不合格原因情况（ sx ± ） 

组别 
例 数
（n） 

不合格原因 构成比例 

血标本 41 采集方法错误、送检
不及时 

9 

痰标本 78 标 本 污 染 且 非 标 准
痰液 

17 

尿标本 52 13 
粪标本 29 

未 规 范 采 集 且 延 误
送检 11 

2.2 管理前后的标本不合格发生率对比 
管理后的各标本微生物检验不合格率显著下降，与管理前的结

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管理前后的标本不合格发生率对比（n,%） 

组别 血标本（41） 痰标本（78） 尿标本（52） 粪标本（29） 
管理前 9（21.95） 17（21.79） 13（25.00） 11（37.93） 
管理后 2(4.88) 6（7.69） 4（7.69） 3（10.34） 
X2 5.1447 6.1706 5.6957 6.0260 
P 0.0233 0.0129 0.0170 0.0141 
3 讨论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微生物标本检验技术显著得
到提升，微生物检验在临床感染病例中具有极高的诊治效果，但是
微生物标本在采集和运送过程中存在较多影响因素，进而导致标本
的质量无法控制，标本的采集方法和送检时间与标本质量有直接关
系，因此需要在采集和运送标本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管理措施[4]。   

 PDCA 循环法是一种循环性的管理模式，其管理内容包括计
划、执行、落实和处理，此循环过程结束后会将存在的问题进行集
中解决和改进，并将新的改进方案进入下一个循环过程，周而复始
的不断改进和制定解决措施，全面提高临床检验质量，提升管理水
平[5]。如如果，管理前的标本不合格率为 25.00%，管理后的不合格
率为 7.50%，管理前后对比差异显著。 

综合上述，在微生物标本检验中采取 PDCA 循环法管理能深入

每个管理环节，尽可能解决现有及潜在问题，进而提高标本质量，
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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