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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在感染性疾病患者预防和诊断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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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微生物检验在感染性疾病患者预防和诊断治疗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来该院进行感染性疾病诊断

的 60 例患者作为该次研究对象，将从患者分离的 116 株大肠埃希菌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均 30 例。对照组患者的菌株不予任何处理，观察组

患者菌株应用微生物检验，分析两组患者身体免疫性下降情况、两组患者菌株感染程度。结果：观察组身体免疫下降率 13.33%显著低于对照组 43.33%
（P＜0.05）。观察组轻度感染率 66.67%显著高于对照组 40.00%，且观察组中度以及重度感染率 26.67%、6.67%低于对照组 43.33%、16.67%（P＜0.05）。

结论：采用微生物检验感染性疾病，能够为疾病感染情况进行全面控制，有效预测患者病原菌监测，利于病情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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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作为检验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当着医院内部的医

护人员以及患者的安全以及为感染性疾病提供合理有效的证据， 尤其

是临床各种微生物标本的检验，其目的在于明确微生物病原体类型、感

染类型及感染发生的原因， 以便于临床开展规范性合理治疗。在人体

遭受微生物感染后，会导致病情严重发展，这会为疾病感染预防控制心

增加一定的工作的负担，同时加剧工作的难度。对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

的检验方式来鉴别患者是否感染具有重要的意义[1-2]。本研究以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来该院进行感染性疾病诊断的 60 例患者作为该次研

究对象，探讨微生物检验在感染性疾病患者预防和诊断治疗中的临床价

值。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来该院进行感染性疾病诊断的 60 例患

者作为该次研究对象，将从患者分离的 116 株大肠埃希菌分成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均 30 例。比较两组菌株数量，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菌株不予以其他任何形式予以处理，医护人员依据自身的工

作经验对患者实施相应的药物分配。观察组运用微生物形态学的方式对

菌株进行检验，采集患者清晨血液 10ml 作为检测标本。使用迪尔细菌

自动分析仪[96A,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及 AIP 系统检测，检测

试剂为该厂家提供，质控菌株选北纳创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血液微生

物检测后，对检出的病原菌进行药敏实验，采用纸片扩散法，参照实验

指标进行对病原菌的药敏实验，并做好相关记录。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身体免疫性下降情况比较。（2）两组患者菌株

感染程度比较，包括轻度感染、中度感染、重度感染。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 n（%）表示，

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 sx ±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身体免疫性下降情况比较 

观察组身体免疫下降率 13.33%显著低于对照组 43.33%（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身体免疫性下降情况比较[（例）%] 

组别 身体免疫下降 下降率 

对照组（n=30） 13 43.33 

观察组（n=30） 4 13.33 

X2 5.171 

P 0.029 

2.2 两组患者菌株感染程度比较 

观察组轻度感染率 66.67%显著高于对照组 40.00%，且观察组中度

以及重度感染率 26.67%、6.67%低于对照组 43.33%、16.67%（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菌株感染程度比较[（例）%] 

组别 轻度感染 中度感染 重度感染 

对照组（n=30） 12（40.00） 13（43.33） 5（16.67） 

观察组（n=30） 20（66.67）  8（26.67） 2（6.67） 

X2 5.082 4.997 5.165 

P 0.039 0.024 0.031 

3.讨论 

现如今，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以及进步，医院愈发重视微生物检验

结果。微生物检验不仅是作为检验科重要的组成部分，还能为疾病的诊

断提高有效的治疗依据、分析病菌分布情况以及评估治疗后的预后效

果，由此可见采用微生物检验对于临床诊断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3-4]。因

此，要求检验人员的工作态度严谨认真，提高诊断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可

靠性。此外，临床医生依据检验的结果予以患者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案，

以此来降低感染率，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身体免疫下降率 13.33%显著低于对照组

43.33%（P＜0.05）。观察组轻度感染率 66.67%显著高于对照组 40.00%，

且观察组中度以及重度感染率 26.67%、6.67%低于对照组 43.33%、

16.67%（P＜0.05）。说明采取微生物检验具有众多优势：微生物检验对

致病菌、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三者的关系具有较好的调节性，同时在感

染控制中心起到关键性作用。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式是在源头上消灭病

菌，切除感染源，而采取微生物检验可有效制定出消灭病菌的方式同时

检验出病菌消除情况。对此，采取微生物检验感染性疾病可有效提高临

床检验率，为医生检验提供感微生物类型以及品种，有助于医生进一步

结合检验结果予以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增加患者身心免疫力及抵抗

力。另外，感染性疾病患者常常会导致院内感染，特别对于手术患者及

长期住院治疗患者，其身体抵抗力差而继发感染的概率更高，采取微生

物检验可降低细菌耐药性的产生，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采用微生物检验感染性疾病，能够为疾病感染情况进行

全面控制，有效预测患者病原菌监测，利于病情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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