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显微镜检查一致性的实施与评估

夏
!

云!曹
!

何!严
!

立!张晓恒!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8###!7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临床微生物室内和室间革兰染色和抗酸染色显微镜检查的一致性)方法
!

对同一标本进行革兰染色显

微镜检查以及采用
+@I

质控片进行显微镜检查!以评价同一实验室人员之间的一致性$对通过
'()!&!%$

质量认证的
*

个实验室

送检的革兰染色和抗酸染色比对片进行检查!将结果与送检单位比较以考察不同实验室之间显微显微镜检查查的一致性)结果

!

同一实验室人员显微镜检查一致性为
$7:=R

!与其他
*

个实验室革兰染色显微镜检查一致性分别为
$#R

%

%&R

%

%=R

$抗酸染

色显微镜检查一致性分别为
$#R

%

%#R

%

!##R

)结论
!

在严格实行室内质量控制程序和人员培训的实验室!误差因素得到有效

的控制!显微镜检查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实验室间的结果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关键词!显微镜检查$人员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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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检查在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具有操作相对简单'对感染性疾病具有快速诊断的作用-

!

.

!特

别是对较难培养或生长缓慢的病原微生物的快速诊断具有培

养方法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

.

"但显微镜检查受制片'染色'显

微镜检查人员的经验'主观判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实验

室甚至同一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可以出现较大差异-

8>&

.

"因此如

何规范显微镜检查的操作'提高人员间结果的一致性'为临床

提供可靠的报告成为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本研究对本室人员特别是新进岗位人员定期进行显微镜

操作的统一培训!以达到对操作'判断标准认识的统一!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制片
!

参与测试人员按临床送检标本按本室作业指导书

进行涂片与固定"

!:%

!

染色
!

按本室作业指导书进行革兰染色与抗酸染色"染

色液均为重庆庞通公司产品!质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M++"$"!*

及大肠埃希菌
"&$""

"

!:&

!

显微镜检查
!

革兰染色描述细菌的染色'形态!痰标本增

加白细胞和鳞状上皮细胞的数量"抗酸染色按本室作业指导

书进行半定量描述"

!:'

!

结果判断
!

包括细菌革兰染色性质!细菌形态'种类!痰

标本白细胞和鳞状上皮细胞的数量!抗酸染色性和半定量描述

正确判定为该项显微镜检查正确"

!:"

!

室间比对
!

对通过
'()!&!%$

质量认证的
*

个实验室的同一

已染色涂片进行显微镜检查并报告结果!结果相同定义为一致"

%

!

结
!!

果

%:!

!

本室人员显微镜检查一致性
!

对临床送检的尿液'脑脊

液'分泌物'痰'阳转血液等
&

类标本由
7

名参与测试人员分别

进行制片'染色'显微镜检查$共
*#

张涂片%!

&

张
+@I

室间质

评涂片标本由
!

名人员进行染色!

7

名参与测试人员显微镜检

查!共进行了
&

种标本'

*&

张涂片'

7#

次显微镜检查!其中痰标

本有
"

人次显微镜检查结果不同!一致性为
$7:=R

"

%:%

!

室间比对的一致性
!

与
*

家三级甲等医院通过

'()!&!%$

质量认证的实验室进行了
*

次显微镜检查比对!革

兰染色结果见表
!

!抗酸染色结果见表
"

"

表
!

!!

与
*

个实验室送检标本革兰染色

!!!!

结果的一致性

标本类型 本室,甲院 本室,乙院 本室,丙院

尿
&

,

& !

,

" !

,

!

脓液
&

,

& "

,

" 7

,

=

痰
8

,

& "

,

" !=

,

!$

大便
8

,

& !

,

! !

,

!

脑脊液
j !

,

" !

,

"

阴道分泌物
j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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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与
*

个实验室送检标本革兰染色

!!!!

结果的一致性

标本类型 本室,甲院 本室,乙院 本室,丙院

浆膜腔液
j "

,

" j

阳性血培养
j j =

,

%

总计
!%

,

"# !!

,

!* **

,

*%

一致率$

R

%

$# %& %=

!!

j

#表示未做检查"

从表
!

可看出!与其他
*

个实验室的一致率均在
%#R

以

上!表明革兰染色镜检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
"

!!

与
*

家三级甲等医院送检标本抗酸

!!

染色结果的一致性

标本类型 本室,甲院 本室,乙院 本室,丙院

尿
j #

,

! j

脓液
!

,

! !

,

! !

,

!

痰
"

,

* !

,

! =

,

=

支气管灌洗液
8

,

8 j j

浆膜腔液
"

,

" !

,

! j

脑脊液
j !

,

! j

总计
$

,

!# 8

,

& %

,

%

一致率$

R

%

$# %# !##

!!

j

#表示未做检查"

从表
"

可看出!抗酸染色比对的标本数量相对较少!与医

院乙只比对了
&

例!但总体一致性仍在
%#R

以上!达到了预期

设定的目标"

&

!

讨
!!

论

尽管细菌的自动化鉴定弥补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但是形

态学检查对细菌鉴定仍有很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仪器鉴定的准确性-

7

.

"直接涂片显微镜检查在临床微生物

检验工作中具有以下作用#$

!

%有利于临床快速诊断!如血培养

阳性瓶涂片可快速诊断菌血症类型'尿沉渣涂片可快速诊断尿

路感染-

=

.

'痰涂片发现抗酸杆菌对结核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等&$

"

%有助于判断标本采集的质量!排除污染-

%

.

&$

*

%有助于判

断感染菌的种类-

$

.

"尽管直接涂片检查简单易行!但仍有文献

报道不同实验室革兰染色结果误差达
&#R

以上-

!#

.

"

显微镜检查不仅要求制片'染色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而且

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作者的经验是不断地对在岗位人员

进行显微镜检查的培训!提高其形态学的识别能力!加强其责

任心!保证岗位人员充足!使其认真对待每
!

张涂片"本研究

对细菌形态的辨认首先采用
+@I

质控片进行测试!

7

名人员

对
&

张涂片判断的一致性达到了
!##R

!然后在用临床标本测

试!发现只有痰标本有
"

人次结果不一致!进一步探讨原因发

现!该痰标本为脓痰!未进行匀质化处理!导致涂片时挑取标本

部位不一致所致!因此应对黏液脓痰先进行消化再涂片或接种

以消除标本选择的差异"

在保证本室人员显微镜检查一致性良好的基础上!与
*

家

三级甲等医院通过
'()!&!%$

认证的实验室进行了室间比对!

参照室间质量评价性能判断指标设定总体一致率#

(

%#R

为性

能良好"结果显示!在具有严格质量控制和较高人员素质的实

验室之间!显微镜检查的一致性均能达到预先设定的标准!误

差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本研究表明!虽然参与室间比对的各实验室之间在染色的

试剂和方法上存在少许差异!难免造成结果判断上的误差!但

只要对染色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对结果判断统一标准!对人员

进行常规培训以提高形态学识别技能!显微镜检查的误差是可

以控制在令人满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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