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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医学检验·

试论微生物检验在医院感染监控中的作用

丁晓丽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医院，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目的  分析试论微生物检验在医院感染监控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住院患者 102 例作为本

次研究的对象，所有患者均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并给

予两组患者不同的治疗方案。观察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感染控制情况、感染控制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结果  

观察组患者轻度感染率、中度感染率、重度感染率以及总感染率分别为 9.80%、5.88%、3.92%、19.60%，均低

于对照组患者的 27.45%、19.61%、15.69%、62.75%，组间两两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感染情况大多数消失，且并无再次感染现象，感染控制率为 100%，而对照组患者大多以得到控制为主，

且 10 例患者发生再次感染，感染控制率仅 68.75%，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感

染控制时间（5.01±1.26）d，住院时间（9.85±1.74）d，均低于对照组患者感染控制时间（7.26±1.62）d，住

院时间（13.24±2.61）d，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医院感染监控中，应用微生物检

验的作用显著。能有效的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率，为开展医院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依据，从而提高感染控制率，

继而提高临床医疗质量。同时也缩短患者住院治疗时间，减轻了患者家庭经济负担，使患者生命质量得到了更

好的保障。因此，微生物检验的临床应用价值巨大，可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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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in 
Nosocomial Infection Monitoring

DING Xiao-li

(Yanh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Yuncheng Shanxi 044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microbiological test in nosocomial infection monitoring. 
Methods  102 in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infection control, infection control time and hospital 
sta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mild infection rate, moderate infection rate, severe infection rate and total 
inf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80%, 5.88%, 3.92% and 19.6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lower than 27.45%, 19.61%, 15.69% and 62.7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Infection of mos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isappeared 
without reinfection, and the infection control rate was 100%, while the infection of mos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ntrolled, 10 patients had reinfection, and the infection control rate was only 68.7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The infection control time (5.01 ± 1.26) d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9.85 ± 1.74) 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7.26 
± 1.62) d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13.24 ± 2.61) 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ological tes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onitoring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provide a strong 
basis for hospit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 as to improve the infection control rate and the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horten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reduces the economic burden of patients' families, and better ensur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eref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microbiological test is huge and can be further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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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医院的人口流动较大，患者携带病菌复杂，并

且患者经过手术或者药物治疗后免疫系统会下降，

极易发生医院感染，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不

利于病情的恢复，延长住院时间，还会增加患者的

费用，从而导致患者对医院服务不满意。医院感染

包括泌尿道感染、伤口感染、呼吸道感染等，其中以

泌尿道感染较为常见，仅次于呼吸系统感染，位居

医院感染第二位 [1]。医院感染主要是由细菌、真菌、

病毒等感染所引起的，具有可传染性，传播途径为

接触传播、空气传播、医疗器械传播以及输血传播

等。患者一旦发生医院感染，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恢

复，还会引发其他病症，感染严重时可以增加患者

病死率。近年来，医学领域更加注重对感染病菌以

及其耐药情况的研究。主要是由于耐药菌的增多，

会降低临床抗生素治疗疗效，继而增加了患者治疗

难度，且会导致医院感染发生率提升。在临床治疗

感染性疾病患者中，主要是选择相对应的有效药物

进行治疗，用以消灭感染源 [2]。因此合理正确的使

用抗生素对多重耐药菌的传播以及延缓细菌耐药

性具有关键作用。基于此背景下，我院对 102 例住

院患者进行了研究，分析微生物检验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收治住院患者 102 例作为本次研究

的对象，所有患者均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于我院接受治疗。采用数字随机法将所有患者分

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1 例。对照组中男 21 例，

女 30 例，年龄 18~63 岁，平均（40.5±2.3）岁，其中

剖宫产术后患者 15 例、肺部手术患者 16 例，骨折

术后患者 20 例。观察组中男 26 例，女 25 例，年龄

19~64 岁，平均（41.5±2.5）岁，其中剖宫产术后患

者 16 例、肺部手术患者 19 例，骨折术后患者 16 例。

两组患者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即根据医师临床经验使

用相关药物，并保持患者皮肤干净卫生，定时清理

手术创口，定期对病房内消毒等。

观察组实施微生物检验：（1）加强标本采集、

送检、检验人员的操作水平，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培

训以提高标本的合格率，培训内容包括采集标本人

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确保采集标本前患者无服用

抗生素、维生素等药物，规定患者标本的剂量，缩短

标本送检时间，控制在 2h 内进行送检，规范检验人

员的操作流程，减少对标本的污染。（2）加强监管

力度，分配好各个环节的人员，责任到人，出现问题

及时拒收标本，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对出现错误

环节的人员有一定的采取措施，提高操作人员的操

作技能以及责任心。（3）设立咨询服务台，耐心解

导患者疑问，并发放微生物检验采集标本手册，内

容包括标本采集的重要性、采集时注意事项以及采

集标本的目的等，同时也可指导患者自行采集操作

手法，用以提高患者自行采集标本质量，从而保证

采集标本的合格率。（4）在患者入院后，主动分析

医院感染分布情况、菌群特点以及医院感染高危因

素，并针对易感人群加强监测力度，根据检验结果

阻断致病菌传播途径。同时对于已发生感染患者

进行积极治疗，分析致病菌类型、耐药性，采用相对

应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分为轻度感

染、中度感染、重度感染 3 个指标 [3]。轻度感染为

引起感染没有明显的症状或症状轻微，不影响日常

生活；中度感染为具有一定的症状，如红、肿、热痛

等，对日常生活具有一定影响，但意识无障碍，且血

压、呼吸较为稳定；重度感染为感染后患者出现休

克、呼吸困难甚至神志不清等症状，且对日常生活

造成极大的影响。

（2）感染控制情况：①消失。引起感染的相关症

状、体征完全消失，微生物检验无致病菌种；②得到控

制。引起感染的相关症状、体征明显缓解，但微生物

检验仍存在致病菌种；③感染。再次发生其他类型致

病菌感染。并记录两组患者染控制时间、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对数据处理，计数采用 % 表示，

计量采用 ( ±s) 表示，使用 c2/t 校检；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轻度感染率、中度感染率、重度感

染 率 以 及 总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9.80%、5.88%、3.92%、

19.60%，均 低 于 对 照 组 患 者 的 27.45%、19.61%、

15.69%、62.75%，组间两两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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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感染控制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感染情况大多数消失，且并无再次

感染现象，感染控制率为 100%，而对照组患者大多

以得到控制为主，且 10 例患者发生再次感染，感染

控制率仅 68.75%，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感染控制情况对比 [n(%)]
组别 例数 消失 得到控制 感染 控制率

对照组 32 10 12 10 22(68.75)

观察组 10 7 3 0 10(100.00)

c2 值 4.101

P 值 <0.05

2.3　两组患者感染控制时间、住院时间对比

观察组患者感染控制时间（5.01±1.26）d，住

院时间（9.85±1.74）d，均低于对照组患者感染控

制时间（7.26±1.62）d，住院时间（13.24±2.61）d，

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致病菌是病原微生物，分布较为广泛，普遍存

在于生活中的各种地方，致病菌生存和繁殖的条件

较低，且可以侵犯人体引起疾病，对人体造成一定

的伤害 [4]。一般发生在老年人、小儿以及免疫力低

下人群中。尽管我国医疗技术不断的提高，不断的

研发新抗生素用以降低感染性疾病发病率以及病

死率，但细菌的耐药性严重破坏了抗感染治疗的治

疗效果。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医院感染发生率是

近年来各大医院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且

据相关数据显示，常规治疗措施并不能有效的控制

医院感染发生率，还易引起医患纠纷。随着我国综

合国力不断增强，医疗技术与设施不断的完善与更

新，微生物检验技术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在感染疾病预防与治疗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微生物常见的检验技术包括了形态学检测技术、生

化反应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质谱技术等。不仅

能了解病原体的类型和分布，促进感染防控工作的

开展，降低感染率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分析不同的

多药耐药菌对不同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使抗生素的

运用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提高患者用药效率，促

进病情好转。

王晓兰 [5] 通过对 600 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

并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不予以任何临床检

验措施，观察组给予微生物检验。结果显示，观察

组感染率 7.33%，低于对照组感染率 15%，且对照

组感染程度更高，P<0.05。说明了微生物检验利于

感染防控工作的开展，同时也能指导临床用药。

经过研究后发现，观察组患者轻度感染率、中

度感染率、重度感染率以及总感染率分别为 9.80%、

5.88%、3.92%、19.60%，均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27.45%、

19.61%、15.69%、62.75%，组间两两对比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感染情况大多数

消失，且并无再次感染现象，感染控制率为 100%，而

对照组患者大多以得到控制为主，且 10 例患者发生

再次感染，感染控制率仅 68.75%，组间对比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感染控制时

间（5.01±1.26）d，住院时间（9.85±1.74）d，均 低 于

对照组患者感染控制时间（7.26±1.62）d，住院时

间（13.24±2.61）d，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说明微生物检验的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主要是由于微生物检验通过病原体检测，了解致病

菌类型，从而为后期实时治疗方案提供有力的依据，

有效的避免了盲目使用抗生素现象，继而提高临床

合理用药性，保证了临床治疗有效性。近年来随着

我国检验技术不断发展，微生物检验技术被广泛应

用于临床。与传统检测相比，微生物检验更能明确

诊断，确定医院感染发生的问题，在传染的控制及预

防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由于微生物检验的正

确性依赖于标本的采集，所以也应规范采集、送检、

检验人员的操作流程，减少对标本的污染。并完善

各种规章制度，加大监督力度，提高操作人员的技术

水平，从而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在医院感染监控中，应用微生物检

验的作用显著。能有效的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开展医院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依据，从而提高感染

控制率，继而提高临床医疗质量。同时也缩短患者

表 1  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对比 [n(%)]
组别 例数 轻度感染 中度感染 重度感染 总感染率

对照组 51 14(27.45) 10(19.61) 8(15.69) 32(62.75)

观察组 51 5(9.80) 3(5.88) 2(3.92) 10(19.60)

c2 值 5.239 4.319 3.991 19.590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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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血液检验方法应用效果明显，其能够为贫

血疾病的鉴别诊断提供数据参考，以便更好的展开

治疗工作，加快患者机体恢复速度，值得临床采纳

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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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疗时间，减轻了患者家庭经济负担，使患者

生命质量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因此，微生物检验的

临床应用价值巨大，可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	 曾晶莹 . 临床微生物检验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作
用 [J]. 中国社区医师 ,2020,36(13):44+46.

[2]	 刘艳.试论微生物检验在医院感染监控中的作用[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2020,8(11):70+86.
[3]	 阿尔孜古力·吐尔逊 , 古力娜尔·依明 . 关于临

床微生物学检验在医院感染检测中的作用 [J]. 世
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16(28):108+110.

[4]	 施红梅 . 分析微生物检验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的地
位及作用 [J]. 中国实用医药 ,2019,10(36):285-286.

[5]	 王晓兰 . 临床中微生物检验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
作用 [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18(40):189.

( 上接第 71 页 )

综上所述，在临床检验过程中便常规检验的临

床价值非常明显，而且潜血试验的诊断效果非常

好，值得在临床医护人员的检测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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