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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微生物检验不合格的原因并进行对策探讨。方法：选取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于我院进行送检的微生物临床试验报告

1000 份，记录不合格率，并分析导致不合格现象出现的原因。结果：送检的 1000 份临床试验报告中有 26 份不合格，合格率为 97.4%，不

合格率为 2.6%；导致临床实验不合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患者原因、标本送检及保存原因、仪器原因、溶血原因四种类型。结论：导致临床实

验不合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患者原因、标本送检及保存原因、仪器原因、溶血原因四种类型，为提升检验质量，可从人员、标本以及操作三

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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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检验方式是临床微生物检验，在多种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1]。微生物体积较小，种类繁

多，临床检验的步骤相对复杂，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检验的质量对

诊断准确度有直接的影响，研究指出，标本、操作以及人员等因素

均会对检验的结果造成影响[2]，本研究抽取了1000份微生物临床试

验报告进行合格率分析，并探讨导致不合格报告出现的主要影响因

素，现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月-2019年12月于我院进行送检的微生物临床试

验报告1000份，其中男性546例，女性464例，年龄不限，其中500

份痰液标本，200份尿液标本，270份血液标本，30例粪便标本。 

1.2方法 

将1000份标本送至检验科进行检验，使用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生产的培养基，对不合格率进行统计并对其原因进行分

析。计算公式如下：（总例数-不合格例数）/总例数×100%，从操

作、人员和标本等方面分析影响因素。 

1.3统计学分析 

数据应用 SPSS20.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表示，采用 X2 检验比较，计量采用（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比

较，P＜0.05 提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不合格率 

送检的1000份临床试验报告中有26份不合格，合格率为97.4%，

不合格率为2.6%。 

2.2 检验结果异常的因素分析 

导致临床实验不合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患者原因、标本送检及保

存原因、仪器原因、溶血原因四种类型，占比见表 1。 

表 1 检验结果异常的因素分析（例，%） 

影响因素 例数 百分比% 

患者原因 4 15.4 

标本送检及保存原因 9 34.6 

仪器原因 6 23.1 

溶血原因 7 26.9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送检的1000份临床试验报告中有26份不合

格，合格率为97.4%，不合格率为2.6%；导致临床实验不合格的因

素主要包括患者原因、标本送检及保存原因、仪器原因、溶血原因

四种类型，提示可以从人员、标本以及操作三个方面提升微生物临

床试验的质量，具体如下： 

第一，人员因素。影响实验报告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生物

检验人员实际的专业操作水平，进行微生物检验需要对专业水平和

仪器精密度要求较高，同时对检验人员的自身素质也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第二，标本因素。在临床采集标本的过程中，采集和运输过

程中稍有差错都会对检验结果造成极大的影响。研究指出，采集标

本的时机不当也会对检验质量造成影响[3]。第三，操作水平。规范

的操作流程是确保检验正确的基础，就目前来说，我国规范化微生

物检查流程规范都度不高，检验缺乏精确度。 

通过对以上影响检验报告的不合格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对应

提出了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保证标本质量。通过教育和专业培训

等方式将有关标本采集和运输的专业知识告知医护人员，通过定期

举办专家培训会的方式，首先医护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首先对医

护人员进行正确标本采集和运送知识的培训,定期请专家组织培训，

提高临床医护人员采集标本的专业水平。在无菌操作方面，应加强

检验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深化无菌操作的意识，对微生物室的污染

区和无菌区进行鲜明的标记[4]。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对检验所用的

器械进行彻底、定期的消毒并定期进行校准，提升检验合格率和检

验质量。在检测的具体过程中，应根据样本的差异采用最佳的检验

方式进行检验，设计检验方案。第二，制度规范。为提升标本检验

合格率，需要设立具体可行的采集样本规范以及送检标准。加大对

拒收样本的关注度，建立标本可接受标准[5]。第三，采集时机。不

在合理的时机内对标本进行采集是导致标本不合格的主要因素。一

般情况下，可在治疗前采集样本。对于已经开始治疗的患者应在中

止用药后，下次用药前采集样本。若患者出现发热，标本采集应在

患者体温上升状态下进行。 

综上所述，导致微生物检验不合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患者原因、

标本送检及保存原因、仪器原因、溶血原因四种类型，为提升检验

质量，可从人员、标本以及操作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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