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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成都市农业质量监测中心的应用为例，阐述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检测

流程、业务管理、质量管理等的具体功能和作用，该系统规范了检测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

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检测的公正性，提升了实验室管理水平。同时提出了有关建议，为其它农产品检测实

验室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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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quality 
monitoring center of Chengd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test process, business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other 
specific function and role, and the system standardizes the detection work processes, im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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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fficiency, guarantees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ata and testing, improves the 
level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d useful experi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esting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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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英文缩写 LIMS)是由计算机及软件、

数据库及其配套的设备、设施(含网络)构成的，根据实验室管理规则对实验室管理数据和信息进行采集、

记录、报告、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LIMS 以 ISO/IEC17025:2017《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

力的通用要求》规范为基础，结合网络化技术，将实验室的检测流程和一切资源以及业务等以合理方式

进行管理，实现了检测数据的自动化处理和识别，强化了对检测过程和报告的质量控制，极大地提高了

实验室管理水平[1]。目前，LIMS 已广泛应用于进出口检验检疫、食品药品检测、环境监测、医学检测

等行业，但在农产品检测行业应用较少。成都市农业质量监测中心自 2018 年 1 月启动 LIMS 项目以来，

经过 2 年多的实践运行，在 LIMS 建立、管理、应用和维护方面均有一些体会。 

2. LIMS 的作用 

2.1. 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 

通过 LIMS，实验室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运行，以标准化方式规范检测工作、业务管理、质量

管理等工作流程；实现检测业务与相关的实验室人(人员)、机(仪器)、料(样品、材料)、法(方法)、环(环
境)、测(检测)真正动态关联；建立快速高效的监督信息化平台，帮助管理人员对过程和效果进行全程监

控，进而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 

2.2. 提高实验室工作效率 

仪器设备数据的自动采集可以减少手工录入的错误，加快数据传送的速度；LIMS 强大的查询、统计

功能使实验室管理更加科学化；在 LIMS 中自动合成检验报告的同时，还可以生成各种统计报表，提高

了检测和业务管理的工作效率；设立待办事项的提醒，可以加快工作流程的进度；样品在流转过程中，

设置未超期和超期的提醒，检测不合格样品显示红色，管理者可以更好关注样品的时效性，满足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和执法的需要。 

2.3. 保障检测结果可靠性和公正性 

LIMS 提供的数据自动上传、自动计算和自检功能，使原始数据的正确性得到保障，数据录入后 LIMS
会根据检测模板中的判定值自动判定，可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系统采用闭环可追溯的方式，能满足

各类质控要求，可防止人为捏造或修改检测数据的现象，确保检测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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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降低实验室运行成本 

LIMS 对实验室试剂、耗材等出入库进行严格管理，建立合理的库存量，减少损耗，可降低检测成本；

原始记录、检验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存档，以及自动生成各类报表，可以节约大量纸张；LIMS 建立一个功

能强大、方便实用的工作平台，实验室日常事务均可基于该系统进行处理，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减少

管理人员的配制。 

2.5. 实现信息共享与传递 

LIMS 实现了在实验室内部样品信息和相关检测数据的共享与传递，使各科室及机构负责人可及时查

看、监控，可掌握样品检测的实时进展情况；还可以利用网络与主管部门的监管平台对接，实现检测数

据的共享。 

3. LIMS 主要模块及功能 

农产品检测机构建立 LIMS 必须满足ＲB/T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

通用要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的要求，包括检测流程、业务(资源)管理、质量

管理等模块[2] [3]。 

3.1. 检测流程模块 

该模块是 LIMS 的核心模块，它要求样品的流转状态必须清晰可查，每个流程完成后，系统自动进

入下一流程，并形成相应的流转记录，有对应的电子签名以及日期[4]。样品在流转过程中，设置有未超

期和超期的提醒，检测不合格样品显示红色。 

3.1.1. 业务受理 
可以受理各种任务来源的样品，包括检测任务来源、样品名称、样品编号、样品状态、样品数量、

受检单位等。可设置必须录入的样品信息，用红色标识表示，红色标识信息未录入系统无法提交；按照

业务类型和样品选择检测模板(包括检测参数、方法标准、判定依据、判定值等)、设定检测完成时限等，

业务受理人员要对检验任务相关的标准、资料、样品等进行审查和记录；完成信息录入后，通过 LIMS
打印样品标签，标签分为试样、留样和备样，将样品交给样品管理人员。由于我中心风险监测抽样采用

了电子抽样系统，样品信息可直接导入 LIMS。LIMS 同时实现检测收费的管理。 

3.1.2. 样品制备 
需要制备的样品由样品管理人员按照技术规程制备，在 LIMS 录入样品制备的信息；不需要制备的

样品在制备方式中用“/”表述。 

3.1.3. 留样管理 
留样、备样由样品管理员在 LIMS 录入样品存放信息，可预先设置不同样品的保存时间，并设置提醒。 

3.1.4. 样品交接 
样品管理人员在 LIMS 中确认送样时间并将试样交给检验科负责人，双方交接样品时确认样品的完

整性和一致性。 

3.1.5. 检测任务的接受和指派 
检验科负责人可以在 LIMS 中看到分配的检验任务，包括样品信息、任务优先级别、业务类型、检

测模板等；检验科负责人收到样品后在 LIMS 中确认接收样品，核对检测模板是否正确，并查看所有检

测人员在检任务的数量后，再指派检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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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检测过程 
检测人员接受任务后可以查看样品相关信息、检测时限、检测模板等，可以浏览方法标准的受控电

子文档，查看试剂、标准品的库存量，领用并进行记录；在检测过程中直接采集电子天平、气相色谱–

串联质谱等仪器设备的检测数据和图谱，完成检测后，检测数据录入 LIMS，系统可根据预先设定的公式

进行自动计算，根据检测模板中判定值自动判定。 

3.1.7. 检测结果的校对和复核 
检测数据录入完成后自动生成原始记录，检测人员提交至校对人，校对通过后生成该样品的检验结

论，提交到检验科负责人复核。校对人和复核人可以依次对检测人员提交的原始记录和结论进行审核。

需要修改或有疑问的检测，说明原因并返回检测人员进行修改或重测；系统对修改过程进行记录并追溯。 

3.1.8. 报告编制、审批和打印、归档 、发送 
LIMS 中可预先设置不同业务类型的报告模板。在检测结果复核通过后，根据样品信息及原始记录自

动合成检验报告。检验科负责人复核通过后即完成报告编制，提交给业务管理科，报告审核人对报告进

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提交给授权签字人批准；对于有问题的检验报告，可以逐级退审，并记录原因及追

踪处理情况。授权签字人签发后提交给报告打印人，打印完成后，样品流转单(系统根据检测流程自动生

成)、检验报告、原始记录(包括图谱)等提交档案管理员归档，并对抽样单、有关文件、资料等纸质版存

档；报告发送信息可登记在系统中。 

3.1.9. 样品调用、样品处置 
当复检需要调用留样时，由检验科提出申请，业务管理科审核，质量负责人批准；备样的调用还需

要按照程序，经相关方确认；留样、备样保存到期后，系统自动提醒样品管理员需对样品进行处置，由

样品管理员提交申请，业务管理科负责人审核，质量负责人批准，并在 LIMS 记录处置信息。 

3.2. 业务(资源)管理模块 

该模块包括检测业务和资源的管理。 

3.2.1. 人员管理 
对培训计划、人员档案、培训等进行管理。业务管理科制定中长期培训计划和年度培训计划，提交

给技术负责人批准；建立人员档案并持续更新；培训管理包括培训申请、审核、批准、及组织实施、培

训记录以及效果评价。 

3.2.2. 仪器设备、设施和环境改造的管理 
对仪器设备的申购、验收、使用、维护、检定(校准)、维修、停用、报废等进行管理(大型仪器设备

的申购不进入 LIMS 管理)；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和仪器设备一览表，可设定检定(校准)到期提醒功能;还可

以实现实验室设施和环境改造的申请及改造、验收等的管理。 

3.2.3. 试剂与耗材管理 
包括年度采购计划、申购、核验、登记、领用登记、库存查询和统计等管理。LIMS 可实现自动计算

库存，当库存低于设定库存限值或即将过期时，提示申购或报废处理。 

3.2.4. 标准物质管理 
对标准物质的采购申请、购买、验收、入库、领用、使用、保管进行管理，并编制标准物质一览表；

对标准溶液的配制进行管理，建立配制记录，可以根据有效期设置到期提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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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标准方法管理 
标准录入、标准分类、标准受控、标准查询、标准查新和标准替换等的管理。 

3.2.6. 文件管理 
所有文件可以按分类顺序显示文件列表，可进行检索查阅，文件管理员及时更新、维护分类信息。

当文件临近失效或超出有效期时，系统可以自动提醒。 

3.2.7. 供应商和分包商的管理 
对供应商/分包商评价、合格供应商/分包商档案等进行管理，LIMS 可以自动生成合格供应商/分包商

名录。 

3.2.8. 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根据授权级别查询样品、业务管理、质量管理等相关信息。样品的查询可进行自定义查找；根据需

要设立 SQL 查询的模板，可生成各种统计表，如人员一览表、仪器设备一览表、业务量统计表、不合格

样品数量统计表、超期样品统计、人员工作量统计等。 

3.3. 质量管理 

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质量活动的管理程序均在 LIMS 中进行，并形成记录。 
内部审核的管理：包括年初审核方案的拟定和审核、审批，内部审核实施计划的编制、批准，实施

后形成内审记录、内部审核报告及附件。管理评审的管理：包括管理评审实施计划的编制、批准，实施

后形成管理评审报告及附件。结果有效性控制的管理：包括质量控制计划的拟定、审核，质量控制活动

实施后拟写分析报告、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并形成结论，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等一并进

入附件归档。质量监督的管理：包括拟定质量监督计划和审核，每项监督实施后形成监督记录，年终形

成年度质量监督报告。不符合项及采取措施的管理：包括不符合项的识别、登记、原因分析、纠正措施

的审核和批准，纠正措施的实施以及跟踪和验证。风险控制的管理：包括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应对风

险措施的审核和批准、组织实施及实施后的验证及有效性评价。投诉的管理：包括客户投诉的受理、调

查、处理意见的审核和批准、处理结果反馈等。 

4. 有关建议 

综上所述，LIMS 在农产品检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验室信息化管理是大势所趋，因此，建议

县级以上农产品检测机构建设 LIMS，并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4.1. 建立适宜的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符合实验室资质认定和农产品检测机构考核相关要求并适宜本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才能成功实

施 LIMS。 

4.2. 做好实施前的调研工作 

农产品检测实验室涉及业务范围广，管理内容多，管理者在立项时应做好调研工作，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确定项目实施方案，采取循序渐进策略，可以先建立检测流程核心模块，在核心模块完成初始化后

便投入试运行，让问题在运行中得以发现，问题改进后再实施业务(资源)管理、质量管理等模块。 

4.3. 体现农产品检测行业的应用特色 

农产品检测有样品制备的环节，所以在业务流程中需要增加此环节；农产品检测业务包括农畜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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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农业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等检测业务范围，涉及标准多、参数多，所以，在 LIMS 建立时就需要

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确定是以样品为主线，还是以检测参数为主线。目前我中心主要承担省市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检测任务，在执行任务前根据检测方案，按照样品种类建立检测模板，检测模板受

控后使用，对于应急检测任务，采用临时模板。 

4.4. 系统管理 

LIMS 需要设定专人管理或对运维服务进行委托。LIMS 运维人员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权限管理、

角色管理、功能微调、数据备份、登录和修改日志管理等。同时，要加强 LIMS 操作、安全管理及相关

技术的培训，提高实验室人员的素质，规范业务流程，充分发挥 LIMS 作用。 

4.5. 安全管理 

LIMS 建设期间需要统筹考虑系统安全、应用安全、网络安全等，做好整体安全的规划和设计；检测

机构应与 LIMS 项目实施单位、运维人员、使用人员签订安全保密合同，明确相应的责任；在 LIMS 使

用前，应验证其达到了设计的安全性目标；要编制 LIMS 安全保护程序文件，应包括 LIMS 的安全内核(应
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LIMS 身份认证、权限控制、电子签名的确认和备案、数据备份等；在 LIMS
使用期，应定期进行 LIMS 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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