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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技术对住院患者感染的
控制效果分析
王仕均 （宣汉县人民医院，四川达州  636150） 

摘要：目的 探究在住院患者感染的控制中施行微生物检验技术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3月宣汉县人民医院收治的 60 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 B组和干预 A组，

每组各 30 例。干预 B组采取常规药物治疗，干预 A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取微生物检验技术，对比两

组患者的住院感染发生情况、治疗后控制效果。结果 干预 A组患者的住院感染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干预 B

组（P ＜ 0.05） 。干预 A组患者的治愈率高于干预 B组（P ＜ 0.05） 。干预 A组医患纠纷率、投诉事件发

生率相低于干预 B组（P ＜ 0.05） 。结论 在住院患者的感染控制中采取微生物检验技术，能够降低患者

感染的产生，提高其治疗效果，减少医患纠纷事件的产生。此种方法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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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医疗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临床上进行合

理、有效用药成为医药学发展领域的主要一环。近

几年来，影响药物安全性、有效性、适当性的因素

不断发生 ，造成医院感染呈逐渐加重趋势。医院感

染对患者产生较大的痛苦，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严重影响医院的医疗质量 [1]。医院感染控制问题也

日益被重视。相关资料表明 ，国内每年大约 400万

患者可产生医院感染，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可高达

150亿元之多。住院患者感染表示患者在住院治疗

期间产生感染，一般情况下因医院内接触细菌、病

毒以及院内消毒、卫生处理不当所致。伴随近年抗

菌药的广泛应用，多重耐药菌的上升在患者药物治

疗中逐渐变得复杂化。即便患者能够获得一定的治

疗效果，但增加了患者感染的发生率。微生物检验

技术属于临床上较为常见的诊断方法，能够检出病

原菌 ，可以有效阻断感染传播途径，防止感染传播，

是对医院感染进行有效控制的首选方法。为此，本

文探究在住院患者感染的控制中施行微生物检验技

术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3月～ 2020年 3月宣汉县人民

医院收治的 60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 B组和干预 A组，每组各 30

例。干预 A组：男 14例，女 16例，年龄 21～ 58

岁，平均年龄（35.67±3.21） 岁；干预 B 组：

男 15例，女 15例，年龄 22～ 59岁，平均年龄

（35.25±3.51） 岁。组间基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可对比。

1.2 方法

1.2.1 干预 B组

干预 B组接受常规药物治疗。根据患者其他

诊断结果以及病情状况对其进行相应的药物治疗。

1.2.2 干预 A组

干预 A组在干预 B组治疗基础上采取微生物

检验技术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 按照相关临床检验样本采集手册的标准

收集患者的临床标本进行病原学检验，监控患者

的病原菌感染。

（2） 按照感染病学理论监测患者的感染源以

及传播途径，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应严格监测

医疗用品、环境等。

（3） 按照《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的专用要

求，对患者进行微生物检验技术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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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患者微生物检验结果对其采取针对

性治疗。

（5） 医护人员需要按照无菌操作流程，对病

房以及手术室和医疗器械施行消毒、灭菌等处理，

避免产生交叉感染情况。

（6） 采 取 微 生 物 检 验 技 术， 经 VITEK 

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和

药敏测试；对患者进行相关指标诊断后，医护人

员按照患者的详细情况采取相应的药物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感染发生情况以及各部位感

染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观察患者住院感染发生情况，

并观察患者经治疗后的控制效果，其中包含了患者

疾病治愈情况、医患纠纷以及投诉事件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3.0软件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 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行 t检验，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住院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干预 A组住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干预 B组

（P ＜ 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住院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n（%） ]

组别 n 轻度感染 中度感染 重度感染 总发生率

干预 A组 30 2（6.67） 1（3.33） 0（0.00） 10.00（3/30） 
干预 B组 30   5（16.67）   4（13.33） 2（6.67）   36.67（11/30） 
χ2 1.456 1.964 2.069 5.963
P 0.228 0.161 0.150 0.015

2.2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的控制效果比较

干预 A组治愈率高于干预 B组（P ＜ 0.05） ，

干预 A组医患纠纷率低于干预 B组（P ＜ 0.05） ，

干预A组投诉事件发生率低于干预B组（P ＜ 0.05） ，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的控制效果比较 [n（%） ]

组别 n 治愈率 医患纠纷率 投诉事件发生率

干预 A组 30 29（96.67） 2（6.67） 1（3.33） 
干预 B组 30 21（70.00）   8（26.67）   9（30.00） 
χ2 7.680 4.320 7.680
P 0.006 0.038 0.006

3 讨论

医院感染是阻碍当前医院发展的常见因素。近

年来，院内感染业已成为世界性问题，会影响医院

的整体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对患者的健康产生严

重威胁，同时会导致医疗纠纷事件发生 [2]。导致院内

感染的常见因素为易感人群、环境污染、操作途径、

滥用抗生素等，主要体现在临床治疗期间对患者大

量使用免疫抑制剂、抗生素、化学药物、介入性治

疗以及放射治疗等，进而增加住院患者感染发生率。

医院感染源广泛，其中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感染，

涉及患者本身、医护人员、以及院内和院外环境等

方面因素。住院患者产生感染的常见因素为患者和

病原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通常可见医护对患者

采取治疗、护理期间其未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

同时还由于医护人员对感染相关知识的认知较低以

及对消毒隔离重视度不足，导致患者在住院期间产

生感染。做好以上防范及消毒、灭菌等工作能够对

感染的扩散起到较好的预防效果。采取微生物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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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对医院感染进行有效控制以及监测。近些

年来，伴随微生物检验技术研究不断发展，微生物

检验技术可对细菌进行鉴定和有效监测，从而能够

判断医院的传染源头以及传染范围和途径 [3]。

微生物检验技术能够对传染范围予以较好的控

制，可起到保护易感人群的作用，进而减少医院感

染发生率。另外，在治疗过程中，采取微生物检验

技术，根据检查结果对患者采取针对性治疗，能够

大大缩短患者治疗时间、住院时间，有助于患者较

快康复。相关研究指出，微生物检验技术可对临床

正确使用抗生素起到较好的辅助或指导作用。为防

止不合理应用抗生素，需要有效掌握抗生素的正确

应用方法。总体来讲，微生物检验技术在住院患者

感染控制中效果显著，属于具备高安全性、有效性

的检验方法 [4～5]。

采取微生物检验技术干预的患者，其感染率

低于未采取微生物检验干预的患者，这一结果说

明，微生物检验技术可对住院患者的感染情况予以

有效控制，减少患者住院期间感染的发生，微生

物检验技术能够作为医院感染预防控制以及监测

的首选方法 [6]。另有研究表明，将住院患者分成两

组，其中一组采取微生物检验技术干预，另一组则

采取常规的方法。结果显示，采取微生物检验技术

的一组感染发生率低于未采取微生物检验的患者，

同时前者的治疗效果优于后者，分析原因为，因采

取微生物监测，能够明确患者感染状况，可避免治

疗盲目性以及不确定性 [7]。并且对产生感染的患者

采取针对性治疗，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降低医

疗纠纷率。本次研究结果中，干预 A组患者的住

院感染总发生率为 10.00 %，明显低于干预 B组的

36.67 %（P  ＜ 0.05） 。干预 A组患者的治愈率、

医患纠纷率以及投诉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96.67 %、

6.67 %、3.33 %，干预 B组患者的治愈率、医患纠

纷率以及投诉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70.00 %、26.67 %

以及 30.00 %，干预 A组患者的治愈率高于干预 B

组，医患纠纷率和投诉事件发生率低于干预 B组

（均 P ＜ 0.05） 。说明，在医院感染管理中采取微

生物检验技术，能够降低感染，提高患者治愈率，

减少医患纠纷以及投诉事件。经微生物检验技术干

预也能够明确患者的感染部位及感染途径，可以在

根源上消除感染 [8]。此外，采取微生物检验技术可

为医院感染管理部门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及防控

措施，可准确甄别受感染人群，第一时间对感染患

者予以隔离，大大降低感染范围，避免感染扩大化，

从而减少感染产生的危害。

综上所述，在住院患者的感染控制中采取微生

物检验技术，能够降低患者感染的产生，提高其治

疗效果，减少医患纠纷事件的产生。提升患者的满

意度。由此可以见得，此种方法在住院患者感染的

控制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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