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IMS 的 25 个典型模块 

LIMS(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即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是

通过对样品检验流程、分析数据及报告、实验室资源和客户信息等要素的综合管

理,按照标准化实验室管理规范,建立符合实验室业务流程的质量体系,实现实验

室信息化管理。是实验室提高分析水平、规范样品检测过程和降低实验成本,为

客户提供优秀服务的信息平台。 

 

下面给大家介绍 LIMS 系统的一些基本功能： 

1、检测申请 

检测申请是 LIMS 进行业务管理流程的第一步,检测申请通常由客户直接通

过 LIMS 提出或者由实验室相关服务部门协助客户或代替客户填写检测申请。

LIMS应该记录有关申请测试客户(内部客户或外部客户)的相关信息、供试样品

的相关信息、检测要求和特殊要求等信息。填写检测申请的客户必须是 LIMS中

的授权客户。系统还可以记录填写的信息、填写人、填写时间等。并应支持输出

和打印纸质的申请单。 

先进的 LIMS可以提供多种的申请单录入方式,如信息导入、通过互联网填写

测试申请,从其他业务信息系统直接下达检测任务等。 

2、合同评审和样品接收 

实验室相关人员在收到客户测试申请和样品后,在 LIMS中对申请进行合同

评审,审核送检样品是否和申请有偏离。 

3、检测任务的分配和指派 

LIMS 应该可以通过识别与检测任务相关的检测部门和该测试的授权情况自

动分配到检测人员或检测组。对特殊用户也可以由人工调配的方式下派检测任务。 

4、检测结果录入 

检测结果的录入是指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检测结果以各种方式录入到 LIMS

中的过程。检测结果录入环节是 LIMS的重要环节。先进的 LIMS会提供很多实用

的功能来辅助检测人员进行试验和结果的录入并进行更好的质量控制。 

5、自动计算 

将测试方法编入 LIMS中,检测人员只要输入仪器的测试结果就可以完成最

终结果的计算。 

6、仪器数据采集 

通过自动采集，直接将仪器输出的结果数据、测试谱图等结果和原始记录导

入到 LIMS 中，减轻测试人员工作量，并减少可能出现的差错。 

7、多种不同格式的结果和原始记录采集 



通过 LIMS可以保存大量非数据性的结果文件，如，照片、图像、实验谱图

等。 

8、通过质控样品进行结果修正 

很多 LIMS引入了测试批的概念，既用同一仪器、同一检测方法、很多样品

在一批中检测，例如，一个具有自动进样功能的 ICP进行的含量测定实验。检测

人员可以在每批中加入质控样品，根据质控样品的检测结果去对这批样品的结果

进行修正，如，质控样品的检测结果超出规定范围,则判断整批样品的结果无效，

需重新进行仪器校准，重新进行试验。 

9、查看检测的方法和 SOP 

LIMS 可以关联测试相应的操作指导书，仪器指导书，测试方法文件。检测

人员在进行检测过程中，可以方便的查询这些相关技术文档的现行有效版本。 

10、测试工作流程 

如果实验室进行检测的某些实验，需要多人，多步骤完成。如一个测试需要

进行制样、称重、消解、定容和上机实验等多步骤，这些步骤可能由不同的检测

人员完成，对于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 LIMS进行测试工作流程的定义，详细记录

每步操作的时间、操作人员等信息。 

11、数据修改跟踪 

一个完善的 LIMS 应该具备数据修改跟踪功能,对于录入和修改过的检测数

据,系统应该记录录入或修改人,并记录操作发生的时间,以便进行追溯。 

12、数据和报告审核 

数据和报告审核人员通过 LIMS进行试验数据和检测报告的审核。一个好的

LIMS应该有报告自动生成的功能。数据和报告审核人员除了可以查看和审核检

测结果数据以外,还应可以查看检测过程中的相关质量信息,如实验所用仪器、标

准品、检测人员等信息。数据和检测结果报告的审核需要经过电子签名等安全手

段的验证,保证操作人员是合法授权的。 

13、样品管理 

样品管理是 LIMS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LIMS应该动态记录样品从到达实

验室到检测结束直至用户取回样品或由实验室处置的全过程。样品进入实验室时,

用户可以在系统中记录样品到达的时间、样品当前状态、是否与描述或规定的条

件有偏离。LIMS应该采用条码等方式对样品进行标识,并保证样品标识的唯一性

以方便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的传递和查询。 

   LIMS 应该提供样品存放位置和条件的信息。如果可能,应通过识别样品性质、

材质等特性,自动的分配符合存放条件的存放位置。实验样品的领用、归还应在



LIMS中进行记录,可以通过条码扫描的方式进行领用和归还操作。对于超过留样

日期需要进行处置的样品,系统中应记录处置的方式、处置日期等信息。 

14、分包管理 

当实验室由于未预料原因或持续性原因需要将检测工作分包时,LIMS 需要

对这一工作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首先,除客户指定特定分包商外,实验室分包

的检测机构或实验室必须是经过本实验室考核、认可的实验室。需要在 LIMS中

保持被分包实验室的信息,包括其检测能力、质量体系情况、相关资质证明、联

系方式等信息。如需要,LIMS也可以保存分包协议、分包商审核记录等文件的电

子版。LIMS在分包样品时,应该可以输出分包申请单,输出信息时,应该确保客户

信息的原则。LIMS应提供分包样品的追踪功能,包括分包日期,如邮寄方式寄送

样品,可以通过快递单号码进行样品的追踪。执行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出具检测报

告后,实验室可以将分包结果录入到 LIMS中,如需要,还可以将执行检测任务的

实验室出具的报告扫描本或电子版本存入系统中。 

15、人员管理 

LIMS 中的人员管理不像人力资源系统那样大而全,其中虽然包含人员的一

些基本信息,但是 LIMS 中的人员管理应该更偏重于对人员的检测能力、培训和授

权的管理。LIMS应该可以维护人员的相关技术档案、教育背景、资格、当前工

作描述等相关信息。人员的培训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培训包含培训的计划、

培训的实施和培训的考核。实验室可以通过 LIMS选定与当期和预期检测任务相

适应的培训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划的评价和修订。实验室可以通过 LIMS

通知参与培训人员,并通过系统发放培训相关的电子版材料和教材。参与培训人

员也可以通过 LIMS 对培训进行反馈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LIMS 还应该

提供培训考核情况,培训资料归档等相关辅助功能。LIMS应该保持人员的授权情

况,并根据这些授权情况进行流程上的控制,如授权签字人未经过系统的授权,不

允许签发检测报告。一个检测人员未经某测试方法和仪器的授权,不能进行该实

验。 

16、仪器和计量器具管理 

LIMS 中的仪器和检测计量器具的管理也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固定资产的管理

系统。它分为静态数据管理和动态管理。仪器的静态管理包括仪器设备的基本信

息的管理,仪器配件的管理,仪器技术参数维护等。仪器的动态管理包括仪器的期

间核查、日常维护、仪器的校准、仪器的检定、量值溯源计划、仪器状态的管理

等。通过测量仪器的动态管理,可以让实验室检测人员和管理人员随时了解仪器

状况,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17、试剂、标准物质和供应商管理 



试剂和标准物质的采购流程通常不在 LIMS 中进行管理。但是对提供这些试

剂和标准物质的供应商需要进行管理。需要在 LIMS中维护实验室认可的合格供

应商的资料,如地址、联系方式、供应试剂和标准物质的目录等。对于采购的每

一批试剂均应记录其供应商,以便进行追溯。LIMS还应对试剂的存放、库存等进

行管理。对于严重影响试验结果的试剂和标准物质,LIMS应在每次试验时录入或

通过条码扫描的方式记录使用的试剂批号等信息。 

18、方法管理 

LIMS 应对实验方法进行严格的版本控制,通过在 LIMS中的方法的版本更新

和控制,保证实验室使用的检测方法是一致的并且是现行有效的。 

19、设施和环境条件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使用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的温湿度计和检测试验环境的电磁干扰、辐射、振级的测量仪器。通过 LIMS和

这些实时监控实验室环境的仪器的结合,可以更为有效的监控、分析实验室的环

境条件,并可以将环境条件与仪器和测试项目进行关联,设置环境条件阈值,超过

相应阈值时,通过 LIMS 对测试人员进行提醒和警告。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 

20、文件管理 

LIMS 还应对实验室的技术文档、质量文件、检验标准、校准规范、以及相

关的其他文件进行管理,实现对文件的起草、发布,修改,审核全过程的管理和监

控。建立文件目录和分类,可对文件进行查阅等级控制。对文件可以进行自由查

询,即通过指定任意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或者进行模糊查询，并可打印查询得到的

文件。可添加和删除文件，对删除(废止)的文件进行。 

标记，并有备注说明删除原因，可记录文件发放情况。当文件临近失效或超

出有效期时，系统自动提醒文件管理员进行相应处理。 

21、实验室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是为将分析测试结果的误差控制在允许限度内所采取的控

制措施。传统意义上，我们通过实验室内质量控制和实验室间比对来进行实验室

的质量控制。在实验室内，质量控制一般包括空白实验、校准曲线的核查、仪器

设备的标定、平行样分析、加标样分析以及使用质量控制图等。实验室间比对包

括分发标准样对诸实验室的分析结果进行评价、对分析方法进行协作实验验证、

加密码样进行考察等。它是发现和消除实验室间存在的系统误差的重要措施。可

以通过 LIMS进行实验室质量的控制。LIMS对质量控制方面的管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有计划、有目的和针对性的对考核样的处理以及实验室内部和实验室间的



比对试验和评价。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日常检测工作中对质控样品的处理，检测仪

器校准曲线,检测结果趋势图和控制图等。 

22、实验室质量活动管理 

实验室的日常质量活动可以通过 LIMS进行管理。如，管理评审、内部评审、

纠正措施、预防措施、不符合检测工作控制等。这些质量活动可以通过 LIMS进

行动态的管理，也可以通过其他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流程管理或用纸质进行流转

管理。但是,正如本文上面提到的，LIMS的实质其实就是实验室管理思想的实体

化，所以，实验室通过质量活动提出的持续改进的措施和管理流程的调整需求反

映到 LIMS 上，不断的完善，为管理体系服务。 

23、服务客户 

通过 LIMS服务客户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就是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更为

有效的保护客户信息的私密性。第二就是通过 LIMS和其相关外延功能提供客户

更好的服务，如建立客户意见反馈和投诉平台，通过互联网直接下载检测报告，

网上查询报告真伪，通过互联网随时查询检测进度，检测报告完成后进行短信或

邮件的提醒，授权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提出测试申请等。 

24、结果报告管理 

LIMS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自动生成检测结果报告，现在许多实验室

首先使用 LIMS的此项功能。其通常实现的方式是采用第三方报表工具或自主研

发的报表工具来设置一定格式的报告模板，自动获取检测结果数据和客户要求的、

说明检测或校准结果所必需的和所用方法要求的信息来自动的组织和生成报告。

报告的生成过程中无需人工干预。报告的模板应按照实验室要求和《检测和校准

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的要求来制定，以确保提供必需的信息。所有报告中的信

息必须是从系统数据库中抽取的，换句话说，体现在结果报告中的任何客户信息、

检测和方法信息、仪器信息和实验结果信息必须和 LIMS数据库中的信息完全一

致，并可以在系统中追溯这些信息。如果 LIMS 提供结果电子传送的功能,通过

WEB方式或者自动发送邮件、或者电子传真平台等方式发送结果报告时，需要系

统保证结果报告在传送过程中的完整性和保密性。消除在传送过程中的风险，保

护客户信息。 

25、数据的统计和查询 

一个信息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数据的统计、查询和分析功能。通过建立

LIMS，实验室的管理者不再需要通过经验判断，而是通过更加科学和准确的大量

统计数据进行管理的决策以及管理体系和质量体系的改进。由此可见，一个 LIMS

的统计和查询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好的 LIMS应该有着开放的、强大的、

可自由定制的查询和统计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