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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临床中开展微生物标本规范化采集对于微生物检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情况进行探讨。方法回顾性选择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市传

染病医院接受微生物检验的病人 20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对所选病人进行分组，其中一组病人接受常规标本采集，一共 100
例作为对照组，剩余一组病人接受规范化标本采集，一共 100 例作为研究组，对比两组检验结果。结果  应用规范化标本采集的研究组病人标本阳

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  临床中在开展微生物检验期间进行规范化标本采集，能够显著提升检验标本阳性检出率，

为临床提供准确并且有效的检验结果，应该给予大力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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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属于临床中比较多见的疾病种类，和病人的生命安

全以及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所以需要提高对于疾病准确诊断的重视

程度，微生物标本采集与检验能够帮助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1]。因

为最近几年以来医疗水平飞速发展，传统诊断检验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当今需求，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做好标本采集的规

范化管理工作，降低对标本污染的风险，确保微生物检验质量[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择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来到医院接受微生物检

验的病人 20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对所选

病人进行分组，其中一组病人接受常规标本采集，一共 100 例作为

对照组，剩余一组病人接受规范化标本采集，一共 100 例作为研究

组；对照组中男 66 例，女 34 例，年龄 12~42 岁，平均 26.7±3.1

岁；对照组中男 63 例，女 37 例，年龄 14~45 岁，平均 27.1±2.9

岁。 

1.2 方法 

选择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开展微生物检验，根据有关流

程对于标本进行检验，在检验期间需要严格把控温度和湿度，尽可

能降低外界因素对于检验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对照组病人接受标本

常规采集，采集标本之后及时进行送检。 

研究组病人接受规范化标本采集，首先需要完善操作流程，结

合临床微生物采集以及检验期间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制

定相应的解决方案。对于科室工作人员按时进行培训，对于各岗位

职责进行明确划分，明确检验有关护理计划，从每一个环节严格把

关标本采集和检验质量，开展责任制管理，将责任充分落实到每一

名工作人员头上，提高工作人员的重视程度。科室内部每周需要对

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和考核，对于考核成绩不佳的人员需要暂停工作

资格，等候考核成绩合格之后才能够继续上岗。特别是进行咽拭子

采集之前，需要指导病人选择清水进行漱口，采样者用压舌板固定

舌头，使悬雍垂尽并尽可能向外牵引，利用棉拭子越过病人的舌根

直到咽喉壁，反复数次进行擦拭，将其插入到运送培养基中，棉拭

子需要避免触及到病人的舌、唾液和口腔黏膜，在 30 分钟内进行

送检。对血液、尿液以及粪便标本进行采集之前，需要告知病人正

确收集标本的方法，采集完毕之后 30 分钟内进行送检[3]。 

1.3 评价标准 

 记录两组病人微生物检验阳性率。 

1.4 统计学计算 

本文两组患者结果中所得各类数据资料选择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加以计算，其中计量数据通过均数加减标准差的形式进行表

达，计数资料通过百分数形式进行表达，计算结果所得出的 P 值，

用于判定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应用规范化标本采集的研究组病人标本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两者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人标本阳性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阳性率 

研究组 100 22（22.0） 

对照组 100 11（11.0） 

c2  8.633 

P  ＜0.05 

3 讨论 

微生物检验作为临床中非常多见的一类检验形式，具体指的是

利用咽拭子、血液以及尿液等形式，快速分析病人病原菌感染情况，

微生物检验结果是否准确，直接关乎到临床医生对于疾病的诊断水

平，如果检验精准性下降，不但会导致疾病的检出率降低，还会使

病人疾病最佳治疗时间受到延误[4]。在实际临床使用中，微生物检

验结果能够遭受非常多因素的干扰，导致阳性检出率下降，所以为

了确保微生物对于疾病诊断和治疗中所发挥的价值，临床中需要不

断总结影响因素。根据大量研究数据显示标本的采集和处理，会对

检验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在对标本进行采集和处理期间，非常容

易出现影响到检验质量的情况，例如温度和湿度，同时采集不同类

型的标本具有相应的差异性，所以在进行微生物标本采集期间，需

要选择最佳的采集时间以及采集方式，对于采集方法进行规范化要

求，减少对微生物检验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保证疾病检出率[5]。根

据本文对比研究资料可见，应用规范化标本采集的研究组病人标本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临床中在开展微生物检验期间进行规范化标本采

集，能够有效提高病人标本阳性率，保证微生物检验结果准确性，

为医生诊断疾病以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参考数据，具有推行

空间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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