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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及质量控制对策。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在 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微生物监测报告，从中抽查

252 份，分析其中标本不合格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措施。结果：监测的 252 份报告中有 58 例不合格报告，导致的原因较多，需要结合

科室的实际情况做好流程管理、加强样本保护，进而提升管理质量。结论：诱发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较多，为提升检验精准性，科

室需要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做好样本管理，强化工作人员专科培训，进而为检验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微生物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质量控制 

 

如今，我国的现代医疗技术发展迅速，国内医疗检验技术也得

到了一定的优化。随着检验技术和手段的不断优化，国内也研发了

较多的检验仪器，有助于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的顺利推进，可提升

医院相关管控技术。如今，临床针对微生物疾病的诊断技术研究较

为深入，通过科学的检验等可以尽快检测样本，分析疾病，对患者

临床病症鉴别和救治提供参考[ 1 ]。微生物检验技术是临床生化检验

技术的主流，可反馈机体的生理组织代谢情况，对我国的医学工作

开展有积极意义。微生物检验是依赖人体样本实现生物检验活动，

工作人员采集患者的血样、尿液、粪便等样本，将其保存，运输，

处理，利用生物检验仪器得到相关数据。若科室没有按照严格的质

量检验方式来检验疾病，或没有注意到一些风险因素，可导致采集

样本的精度不高，样本受到污染等，导致检验结果不合格[ 2 ]。现针

对科室微生物检验工作进行分析，探讨样本不合格的原因，内容如

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院在 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微生物监测报告，

从中抽查 252 份，分析其中标本不合格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措

施。252 样本中血液样本有 50 例（19.84%）、尿液样本有 45 例

（17.86%）、痰液样本有 53 例（21.03%）、粪便样本有 38 例（15.08%）、

咽拭子样本有 53 例（21.03%）、脑脊液样本有 10 例（3.97%）、其

他样本有 3 例（1.19%）。对微生物检验样本样本进行相关分析，探

讨不合格原因。 

1.2 方法 

收集微生物样本，全过程追溯样本的采集时间，标本采集外观，

复查并登记相关的信息，同时对标本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找出不

合格的样本并等级，及时分析不合格的原因并及时处理。医护人员

也需要针对治疗后的临床病症情况进行体征，非生物学的化验时间

分析，结合患者的实际用药情况，患者的反馈和一些复查情况，对

照采样情况判定不合格，进而综合分析不合格的原因。 

1.3 观察指标 

收集样本并统计不合格的数量，将其白分化对比分析[ 3-4 ]。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收集相关样本数量，按照[ n（%）]

百分比对照不合格数量。 

2.结果 

2.1 采集样本占比对比见表 1 

表 1  采集样本占比[n（%）] 

疾病 样本数（比例） 

血液 50（50/252，19.84%） 

尿液 45（45/252，17.86%） 

痰液 53（53/252，21.03%） 

粪便 38（38/252，15.08%） 

咽拭子 53（53/252，21.03%） 

脑脊液 10（10/252，3.97%） 

其他 3（3/252，1.19%） 

合计 252（252/252,100.00%） 

2.1 采集样本不合格率占比对比见表 2 

表 1  采集样本不合格率占比[n（%）] 

疾病 感染例（比例） 

血液 13（13/50，26.00%） 

尿液 12（12/45，26.67%） 

痰液 13（13/53，24.53%） 

粪便 8（8/38，21.05%） 

咽拭子 11（11/53，20.75%） 

脑脊液 1（1/10，10.00%） 

其他 0（0/3，0.00%） 

合计 58（58/252，23.02%）） 

3.讨论 

如今，我国的医学技术发展迅速，国内针对疾病的临床诊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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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在不断优化。医院的微生物检验工作对患者临床病症诊断和疾

病治疗有重要价值，通过微生物检验的方式可以对患者的生理病症

提供临床有效的信息校验，可以及时判断患者的疾病，帮助其救治

身体，及时康复。微生物检验工作的质量对患者生理状态起到了重

要作用，对此科室也需要仔细分析微生物检验工作的开展现状和面

临阻力，不断优化，为医院检验科工作持续改进做出贡献。结合当

前微生物检验的不合格情况进行研究可知，导致微生物检验不合格

的因素包括了科室管理、医护配合、患者配合等。患者作为采样对

象，采样时候没有遵循医护人员要求正确采样，可导致标本量、质

量不达标，后期检验出现问题。而护理人员的健康提醒不到位，和

科室的医护交接不及时，可存在漏送、错送、污染样本等问题；而

科室内的检验技术不达标，或样本处理的时间，方法错误，也极大

程度影响了检验结果精准性[ 5 ]。 

从样本采样到输出报告的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科室需要注意一

下几点问题，进而规避样本处理风险。痰液标本出现不合格的风险

较高，因为医护任人员健康指导不到位，患者可误以为痰液蘸取，

痰液量不足等，导致取材方式不正确或保存不当，导致采样不精准。

而血液标本检验时候多为样本污染所致，患者情绪紧张，没有配合

采样，可导致多次取血。此外患者没有遵循医护建议做好禁食禁饮

等工作，可导致采样的精准性不高。分泌物检验不合格的原因多为

样本污染，这和患者的无菌操作和薄弱有相关性。而其处理不当可

导致耐药菌的产生，也会增加采样风险。尿液样本采集时候，一些

患者没有认真听取医护人员的建议 ，可能不是晨尿中断尿液，或

采集后被污染，而医护人员没有及时将样本送往实验室，导致采样

不当，送检时间不及时等。而以上操作都可能导致尿液、粪便、痰

液、血液样本等出现假阴性等问题，都会加重检验的风险，不利于

检验工作的顺利推进[ 6 ]。 

为了优化医院检验科工作质量，减少检验科样本污染风险，建

议针对送检人员、科室管理人员、患者教育等工作予以优化，减少

取样、送样、检验等流程问题，提升检验科的综合管理质量。对此

建议做好以下几点工作：第一是做好可是专业人员培训和指导，要

求医护人员认真学习保本采集、保存、送检等知识，提升其专业能

力，可结合临床的工作经验，将采集样本，流程，细节和要点编成

手册，供医护人员学习。此外加强专岗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考核，

让护理人员有责任心，规避健康指导不到位，采样处理不正确，送

样时间样本等问题。第二是做好检验科的专业技术管理，检验科的

工作人员需要明确当前检验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拒绝接受采样

时间超时，样本收到污染等问题，此外医护人员叮嘱患者临床工作

的注意事项，同时严格按照相关工作采集标本，此外定期对不合格

的样本进行分析，统计相关的不合格率和不合格的原因，确保工作

质量[ 7 ]。第三是做好健康指导工作，要求按照“以人为本”的医护

管理工作，规范当前的健康宣教工作，要求采样前务必提醒患者采

样前注意事项，确保医护管理效果[ 8 ]。 

综上所述，诱发微生物检验样本不合格的因素较多，相关单位

也需要做好标本质量管控等工作，做好医护管理，加强对采样和送

检、健康指导环节的管理，最终促进标本检验质量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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