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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以来【1】，在实验室局限于从样品接收到结果报告单一检验检测子系统的应用。近年来
随着实验室资源自动化管理的需要以及 LIMS 技术的成熟，各实验室在 LIMS 上的开发利用维度越来越广，本文探讨了“北京三维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SW-LIMS）” 在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SYCDC）在仪器数据自动采集、科研管理、文件管理方面的开发和应用，实
现实验室检测全过程全方位监管，规范实验室运行，加强了检测数据共享，降低了科研成本，提升其管理效能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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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是以实验室数据为基础，利用计算机

网络系统，实现数据编辑、存储、分析及管理等功能【2-3】，SYCDC 从 2018
年引入 SW-LIMS，经过两年的开发建设实现了仪器数据自动采集、科
研数据录入模式的建立、文件的受控及电子化查阅管理等，达到了 LIMS
进行流程审批、数据及文档资源共享、异常处理及科研数据分析利用，
本篇文章通过分析 SW-LIMS 在本中心建设的特色及应用现状，为同类
型实验室利用 LIMS 进行管理提供参考。 

1 LIMS 在疾控系统应用现状 
目前，LIMS 在疾控实验室的开发应用范围窄，大多应用在从样品

接收到出具检验检测报告的一系列检验检测流程管理，在实验室资源管
理、科研管理、文件管理等几大领域还未纳入 LIMS。原因如下：a.仪器
设备类型多，工作站数据字段和 LIMS 中匹配度不完全，开发起来沟通
困难 b.认为科学研究工作不对外提供检测报告，不应该受到质量控制及
体系运行规范化管理等条条框框的限制。c.体系文件修订频繁，没必要
在 LIMS 中进行流程管控，应该灵活解决；事实上，由于设备管理、科
研管理、文件管理的创新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对资料的留存和溯源性要
求更高，甚至有些数据更是直接关系到单位相关领导及部门负责人的避
责、关系到政府部门的决策，更应该进行规范的控制和管理，把仪器数
据自动采集、资源管理、文件管理、科研管理纳入疾控实验室 LIMS 建
设，通过 LIMS 的历史数据跟踪及流程控制，有利于追溯过程记录，对
实验室管理的规范化及管理效能起到很好的工具作用。 

2 SW-LIMS 的开发及应用 
2.1 仪器接口数据自动采集的实现 
谱图采集原理：仪器通过 PDF 虚拟打印机以 PDF 格式导出文件，

再通过 LIMS 采集到应用服务器上，并将 PDF 文件解析成 LIMS 能够
识别的 txt 文件，最后，通过每台仪器的 DCU 脚本读取 txt 文本中所需
要的数据提取到 LIMS 系统中进行自动录入。 

2.1.2 谱图采集的类型：中心实验室的检测仪器种类繁多，样品前
处理及称量所用的各类电子天平；病原样本分析仪器包括荧光定量 PCR
仪、酶标仪、细菌鉴定仪、生物质谱仪；理化分析仪器包括气相色谱-
质谱仪、液相色谱-质谱仪、气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原子荧光
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连续流动分析仪等； SW-LIMS 提供的
数据自动采集的方法按照以上检测仪器分 3 类，自带附属工作站的仪
器、没有数据工作站的但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输出数据的仪器、没有工
作站但有 USB 串口输出的仪器，包括了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的类型。 

2.2 科研管理 
SW-LIMS 针对疾控实验室的特点，把病原样本的检测纳入 LIMS，

并进行了深度和开发和利用，不同于固定检测参数的产品类样品，病原
检测参数不固定，具有不可预知性，且属于科研性质，实验室在得出相
关的传染病后可以进一步探究，深度检测维度广，可以进行血清型分型，
可以进行生物学分型，一直是 LIMS 开发工程师的技术难点，SW-LIMS

在病原检测分析上实现了突破，通过对病例的流行病调查，把对应表单
导入到 LIMS，实验室选择和检测相关的信息进行勾选生成检测需要的
送检信息，结果录入环节根据需要进行的深度做了六个维度的录入，需
要扩展到那个维度就在哪个维度录入相关的结果，各个维度进行了数据
的关联，生成原始记录，相关的谱图通过接口管理实现数据的自动抓取，
从而达到自动归档的目的，传染病管理人员根据 LIMS 病原的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制作相关的可视化图表，进行传染病的预报预警。 

2.3 体系文件管理 
体系文件管理的目的是确保文件的现行有效性，避免使用无效或过

期作废的版本，如何能够高效的进行体系文件从发放到换版收回全程的
有效性、确保本中心三百多个记录表单的有效性以及外来检测标准的受
控管理，是纸质版文件管理的难点。通过 SW-LIMS，上传电子或扫描
的文件，实现了体系文件的线上发放、线上受控、线上查阅、随时下载
记录表格最新版本等功能，新增或者修订的体系文件通过流程管控替换
原有文件或纳入原有文件库中，文件管理员动态管理文件的受控状态，
使用人员随时能够查阅到最新版本，杜绝了以前文件用的时候找不到，
找到了也不一定是最新版本的问题，且以文件目录树的形式对中心的文
件进行了分类分级别管理，每个级别下能够增加和删除文件目录，使得
文件的管理更加灵活，文件的有效性和标识的唯一性都得以实现。 

3 SW-LIMS 在疾控实验室应用的意义 
3.1 仪器自动采集是未来实验室自动化的关键。通过仪器数据的自

动采集，减少人为录入过程中产生的差错率，提高数据的准确度。检测
报告与原始记录的自动生成，减少了人工誊写的烦琐，避免了抄写可能
的人工失误，使原始记录更原始、详细、准确，提高检测工作效率。 

3.2 通过科研管理及体系文件管理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健全实验室
信息化工作流，实现实验室业务整合，中心内部业务类型复杂，各业务
科室、实验室检验数据相对分散，缺少信息化的统筹管理，数据存储分
散、逻辑孤立，导致数据间既不能横向对比，也不能纵向比较，尤其是
历史数据大量闲置，无法被有效利用起来，数据信息也不能共享，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有必要应用综合完善的 LIMS 信
息技术，规范检测流程、提高检测结果可追溯性等，改善公共服务平台
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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