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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微生物检验质量与控制管理分析

张  丽

山东省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莘县 252400

【摘要】 目的 主要研究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微生物检验质量与控制管理。方法 从本疾控中心

检验科的工作人员中选取检验人员 16 名，选取时间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对 282 例微生物样

本进行检验，检测阶段均处于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期间，前半年的检验未实施质量控制管理，

命名为对比组，后半年实施质量控制管理，命名为质量组，每组有样本 141 例，最后对比两组的检验

结果差异、两次检测不良问题总发生率和结果准确率，并分析检测过程中造成微生物检验质量偏差

的因素。结果 实施质量控制管理的质量组其试剂掌握度、操作能力及培养基处理效果等评分优于

对比组，P<0．05；质量组检测的不良问题总发生率明显比对比组更低，P<0．05；质量组检测结果的

准确率明显高于对比组，P<0．05；分析检测过程中造成微生物检验质量偏差的因素后，发现对检验

质量的频率影响最大的是检验人员素质和设备配置，对检验质量的概率影响最大的是检验结果和设

备配置。结论 通过实施质量控制管理，能够降低卫生微生物检验结果偏差率，提升检测微生物检验

的满意率，并且能提升检验人员试剂掌握度、操作能力及培养基处理效果的评分，并且需要在质量控

制管理中提升检验人员素质和检验结果准确性，最终提升检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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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容易导致很多感染性疾病，比如

真菌、病毒、细菌等，很多疾病只有经过微生物检

验后才能确定感染的类型，然后对症治疗，科学的

微生物检验能够为医生诊疗提供数据支持。近些

年，随着社会和医学的发展，疾病控制的手段以及

相关机构数量均在不断增加，这些机构的存在不

断提升了医疗质量和水平。疾病控制机构的日常

工作主要是负责疾病的检测、预防及控制，微生

物检验是这些机构常用的一种检测方法，主要是

通过患者血液、尿液及其他体液中的检查来鉴别

不同的微生物，在微生物检验过程中涉及多个步

骤以及很多因素，因此必须要对这些过程进行微

生物检验质量控制［1］。这也是关乎患者健康的关

键步骤之一。微生物检验多数为手工操作，检验

者的主观思路以及经验都会影响检测结果，这时

候，卫生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显得至关重要，能

够最大限度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减少检验误

差。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可通过制定相应的防控

和预防方案，防止疾病扩散，维护民众身体健康，

在此过程中，需要相关人员不断完善质量管理工

作，提升质量控制工作效率，这对疾病控制机构卫

生微生物检验有重要价值［2］。基于此，为研究疾

病控制机构卫生微生物检验质量与控制管理，本

文选取本疾控中心 16 名检验人员，进行 282 例微

生物样本检验，现将相关内容做如下报道。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从本疾控中心抽取 16

名检验工作人员进行检测，检验人员年龄 23 ～ 42

岁，平均年龄（34．03±3．62）岁，其中男性 5名，

女性 11名，抽取时间段为 2021年 9月—2022 年

9 月，一共检验微生物样本 282 例，每组有微生

物样本 141 例，组名为对比组和质量组，分组方

式以时间为限，上半年为对比组，未实施质量控

制管理，该组有的检验样本情况是：痰液 19 例，

尿液 35例，粪便 27例，血液 39例，其他 21例；

下半年为质量组，实施质量控制管理，该组有的

检验样本情况是：痰液 21 例，尿液 33 例，粪便

30 例，血液 38 例，其他 19 例。本次研究开始之

前已经征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并且所有检验

人员均对此次调查研究知情，均是自愿签署知情

同意书，所有样本及检验人员的相关情况差异不

大，具有可比性，P>0．05。

1．2   纳入标准 所有样本均处于规定时间内；

所有检验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相差不大；所有样本

情况相差不大；所有检验人员的精神状态、神志均

处于正常水平。

1．3   排除标准 来源不明的样本；技能水平较

差的检验人员；除了用于此次研究还被用于其他

研究的样本；中途缺失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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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法

1．4．1  对比组未实施质量控制管理，所有检测

过程均按常规，正确取样、检测。

1．4．2  质量组实施质量控制管理，具体操作

如下：①岗位技能培训，对所有参加检测的人员

进行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关于实验步骤的

学习、演习，仪器使用步骤及操作，试剂以及样

品的储存方法和条件，并练习判断检测结果等。

整个检测过程均进行无菌操作，因此需要进行无

菌检测培训，一些第一次检测未能使用的样本，

应该要谨慎储存，并且在储存期内尽快完成检

验。所有检验人员均要严格遵守检验的相关操作

流程和规章制度，不能将检验步骤随意简化或者

增加，不断提升检验人员工作责任感，通过合理

的奖惩制度来刺激检验人员的积极性，比如年终

奖、绩效奖等；②试剂质量控制，要在整个工作

过程中及时查验试剂的准确性，对于已经过期的

试剂要合理丢弃，不污染环境；所有试剂和样本

储存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严格执行，避免试

剂之间交叉使用，避免试剂反复解冻；取样的时

候尽量一次性取足，防止样本交叉感染；当需要

二次检测时，要检查试剂准确性，一些使用量极

少、使用周期长的试剂不要一次订购太多，应该

少量多次订购；③仪器质量控制，所有仪器要专

人专检，在使用期间要及时校正和维护仪器，所

有仪器应该规定消毒的时间，定期消毒，一些老

化的仪器要仔细检查并及时更换，保证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④环境质量控制，每天检测结束后，

要安排人员及时清洁操作台和实验室相关物件，

无菌区必须严格消毒，实验室每周要进行全面消

毒，实验结束后所有的实验室废弃物等要进行专

业处理，不可胡乱丢弃，一些血液等特殊样本废

弃物要进行消毒处理后丢弃在专门的地方。检测

人员不可在实验室进食，所有实验室的试剂、器

械、仪器等都应该按规定摆放，实验室分为无菌

区、非无菌区和受污染区；所有区域由专人负责，

责任最好落实到个人；⑤样本流程控制，所有样

本的取样流程需要不断规范，如取痰液时应该先

漱口，所有样本采集后要立刻封口，防止交叉感

染，严格根据不同样本的保存条件进行保存，不

断规范运输流程，运送过程中防止漏液，并且防

止温度、湿度等影响样本。

1．5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检验结果差异，从

试剂等几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两组检验结果差

异性。②观察两组检测的不良问题总发生率和结

果准确率，将这些标准的样本数据记录并进行对

比，主要包含试剂问题、环境问题、仪器问题、

样本问题、人为问题等。③分析检测过程中造成

微生物检验质量偏差的因素，主要包括检验人员

素质、设备配置、检验环境、检验结果等，计算

可能影响检验质量的频率及影响检验质量的概率

的因素。

1．6   统计学分析 研究所得的数据均录入 SPSS

22．0 这个软件中处理，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χ2

检验两组的差异情况；（ ±s）表示计量资料，t 检

验两组的差异情况。如果两组对比有差异，则说明

P<0．05，没有差异则 P>0．05。

2  结  果

2．1   两组检验结果差异对比 经过对比两组

检验的操作能力、培养基处理效果、试剂掌握度

等评分，质量组的相关指标优于对比组，组间数

据差异比较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2．2   两组检测的不良问题总发生率和结果准

确率对比 经过对比两组检测的不良问题数量以

及准确率，发现质量组的不良问题总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比组，且该组的结果准确率高于对比组，两

组数据差异比较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2．3   分析检测过程中造成微生物检验质量偏

差的因素 分析此次 282 例卫生微生物检验结果

后，发现造成微生物检验质量偏差的因素包含设

备配置、检验环境、检验人员素养、检验结果等，

其中对检验质量的频率影响最大的是检验人员素

质和设备配置，对检验质量的概率影响最大的是

检验结果和设备配置。见表 3。

表 1 两组检验结果差异比较（ ±s，分）

组别 例数 试剂掌握度 操作能力 培养基处理效果

对比组 16 64．79±5．51 71．40±6．69 69．29±5．29

质量组 16 88．72±5．42 90．40±6．71 88．80±6．60

t 12．3846 8．0209 9．2264

p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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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检测的不良问题总发生率和结果准确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试剂问题 环境问题 仪器问题 样本问题 人为问题 总发生率 准确率

对比组 141 5（3．55） 4（2．84） 3（2．13） 2（1．42） 5（3．55） 19（13．48） 95（67．38）

质量组 141 1（0．71） 1（0．71） 1（0．71） 0（0．00） 1（0．71） 4（2．84） 139（98．58）

χ2 10．6513 47．2085

p 0．0011 0．0000

表 3 检测过程中造成微生物检验质量偏差的原因分析［n（%）］

类目 设备配置 检验人员素质 检验环境 检验结果

影响检验质量的频率 124（43．97） 188（66．67） 29（10．28） 105（37．23）

影响检验质量的概率 96（34．04） 51（18．09） 54（19．15） 84（29．79）

3  讨  论

我国疾病控制机构主要负责开展传染病、公

共卫生事件监测和评价，并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风险评价以及预防，并在重大卫生事件问题

上参与国家免疫相关规划和组织实施，通过制定

相关干预措施等，为公共卫生建设疾控信息系统

和疾病管理大数据服务。而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微

生物检验是贯彻相关疾病预防方针的主要措施，

通过微生物检验，能够有效防止或者降低人们食

物中毒以及一些传染性疾病蔓延的可能，保障我

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微生物检验实际进行过程

中，通过不断提升检验质量，能够提升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尽可能避免检验结果偏差［3］。在本文的

研究中，实施质量控制管理的质量组其试剂掌握

度、操作能力、培养基处理效果等评分优于对比

组，P<0．05；质量组检测的不良问题总发生率明

显比对比组更低，P<0．05；质量组检测结果的准

确率明显高于对比组，P<0．05；分析检测过程中

造成微生物检验质量偏差的因素后，发现对检验

质量的频率影响最大的是检验人员素质和设备配

置，对检验质量的概率影响最大的是检验结果和

设备配置。可见通过实施质量控制管理相关措施

后，检验的品质得到明显提升，检验人员的操作

能力等也得到改善，并且质量控制管理还有利于

改善检验环境和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该种控

制管理主要从人员培训、试剂质量、仪器质量控

制、环境质量控制等方面，促进微生物检验工作井

然有序地开展，不断增加检验人员对仪器试剂使

用对的熟练程度，还不断提升检验人员的操作质

量，为改善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微生物检验质量打

下坚实的基础［4］。

想要进一步提升微生物检验实验室质量控制

措施，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首先，要

持续提升检验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检验

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检验结果息息相关，注重检验

人员的专业理论，不断提升其操作能力，必要的时

候还需要定期进行资格考试，严格考察检验人员

专业水平。其次，加强实验室设备和保养，微生物

检验实验室的设备主要包括冰箱、培养箱、高压

灭菌器等，冰箱和培养箱都需要连续不断工作，为

了让仪器工作状态一直处于最佳，工作人员要注

意设备和温度监控，定期对相关仪器加强保养维

护［5］。为了达到最好的灭菌效果，要留意高压灭

菌器的工作进度，压力表的压力也要随时监控，

并且定期校正温度计等；最好是建立完善的质量

保证体系，除了保证采样的程序正确之外，还要避

免样本遭受污染，还有就是要注重检验方法的实

施，所有检验都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在整个检验

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无菌操作。最后，报告的填写

也需要按规定填写，并且严格规范实验室管理，及

时更新程序文件，不断提升卫生检验水平，完善质

量管控体系［6］。

综上，在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微生物检验质量

与控制管理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强检验人员的技

术培训，并严格维护实验室规章制度和管理措

施，最终不断提升检验的准确率，改善微生物检验

实验室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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