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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实际上是个传染源密集的高风险工作场所#尤其是日

常工作中涉及大量具有潜在生物危害临床检测样本的检验科#

如果样本管理不善易造成病原微生物的传播和扩散#严重的会

发生实验室感染-泄露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

?$,

+

,为实现生物

安全的规范化管理#国家先后出台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

求/$

[-?B(FB$,**F

%-.生 物 安 全 实 验 室 建 筑 技 术 规 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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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

一系列法规#检验科也依据这些法规建立和完善了生物安全管

理制度#但目前多数医院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仍然处在人工记录

表格的费时费力状态#缺乏高效的样本监管手段*

)$B

+

,因此#笔

者依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要求#运用信息化手段制作了基于

医院信息系统$

!.Y

%网络的样本管理信息化系统#可以规范样

本管理流程和降低样本管理中的生物危害风险#实现样本的科

学有效管理,

$

!

系统制作方法

$D$

!

系统硬件组成
!

数据服务器一台#终端电脑和用来链接

服务器的医院
!.Y

网络#见图
?

,

$D/

!

系统制作软件
!

利用
#3MQ@9-@M38

语言完成软件客户端

程序的设计和制作#服务器安装
Yl2M:;L:;

数据库用于存储

样本信息表和数据,

图
?

!

系统组成

/

!

样本管理流程及系统功能

/D$

!

样本管理流程
!

该系统根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将

样本流程分为样本存储前-样本存储-样本处理三个部分#见图

,

#样本流转过程所涉及到的节点信息均需要记录在数据库内#

基本包含了样本处理所包含的全部过程#尤其对于样本交接-

存储-处理等过程均包括具体时间且负责到人#防止样本流转

过程出现样本丢失现象(系统还提供了样本存放环境和存放时

间建议#方便用户对照要求存放样本#从而保证样本自身质量#

防止存放不当出现无法检测或结果偏差现象(另外#系统会根

据样本类型为用户处理样本提供处理建议#方便用户采取对应

样本处理措施#保证样本处理过程符合生物安全管理规范,

/D/

!

系统功能
!

该系统分别由用户模块-样本信息模块-样本

追踪模块-科研样本模块-菌种库模块-统计模块及参数设置模

块组成,

/D/D$

!

用户模块
!

为用户提供权限分级功能#对用户操作权

限进行分级管理#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转和数据的安全,

/D/D/

!

样本信息模块
!

主要为用户提供标本流转过程中的各

节点信息的处理与操作#方便用户将标本信息实时存储于数据

库中,此模块可同步实验室信息系统$

2.Y

%数据库以获取实验

室样本基本信息$如!患者基本信息-样本类型-检测项目-样本

采集时间-接收时间-样本编号等%#并存储于网络数据库,用

户通过操作将检测完毕的样本信息$如!样本存放位置-存放时

间-过期存放处理-操作人-操作时间等%录入并存储后#系统会

根据样本预设条件对到期需要处理和不符合操作规范的样本

信息进行实时提醒#方便用户进行处理和操作#并将操作信息

进行记录#以保证样本信息记录的完整和规范,

图
,

!

样本管理流程

/D/D'

!

样本追踪模块
!

主要为用户提供样本信息快速查询和

追踪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条码或者选择输入患者住院号-

姓名-科室-检测日期-标本
.W

号等信息进行标本的模糊查询#

系统会根据用户提供的查询条件快速定位和显示该样本的详

细处理信息#并提供输出和打印报表功能,

/D/D1

!

科研样本模块
!

实验室开展科研实验时常会留取患者

样本#这无疑会带来生物危害风险#因此#系统提供了科研样本

管理功能#用户可通过系统选择科研项目和样本信息库内符合

科研要求的样本#将留取日期-数量-存储位置-编号-负责人等

信息存入科研样本数据表#同时样本信息表内会标注该样本转

入科研样本数据表的时间-数量-负责人等信息#以便日后查询

和追踪,

/D/D2

!

菌种库模块
!

主要满足微生物室菌种的留取任务#为

用户提供菌种到期移植提醒-细菌样本存放信息-无危害处理

建议-细菌库核查与报表打印等功能#方便微生物实验人员管

理菌种#防止菌种管理过程中出现存放和处理不当造成对人员

和环境的危害,

/D/D)

!

系统设置模块
!

为系统高级管理用户提供系统参数调

试与维护功能#保证系统数据库安全和提高用户操作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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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软件运行的稳定性,

/D/D.

!

统计模块
!

为用户提供样本信息统计分析功能#并可

输出打印统计报表,

'

!

信息化系统管理的优势

!!

检验科是医院生物危害风险最集中的地方#除了制定严格

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提高人员生物安全意识和培训外#建立

一套规范的样本信息化管理系统#可实现对病原微生物样本位

置-存储环境-完整性-使用接触等进行实时监测与历史追溯#

实现病原微生物样本运输全程的实时安全监测*

?*

+

,该系统以

编程语言设计客户端软件#通过医院
!.Y

网络访问安装在服

务器端用于存储样本信息数据的
Yl2M:;L:;

数据库#以人机

对话和软件智能化功能为用户提供涉及标本的采集-运输-接

收-编号检测-存储-科研分装-菌种库-消毒处理等全面的样本

信息监测与管理功能#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D$

!

样本管理流程规范
!

该系统依据
.Yc?/?FB

有关生物安

全管理要素制作#样本从运输-接收-检测-存放-处理等信息均

包含时间节点和交接负责人#用户的样本操作过程均记录在数

据库内#系统对不符合操作流程的样本进行实时提示#方便用

户对样本进行及时处理(系统还可根据样本类型为用户提供样

本处理建议#用户只需按照系统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即可#防止

出现处理方式不当#发生生物危害的风险,

'D/

!

样本管理高效
!

信息化管理样本与手工表格记录最大优

势便是管理效率上的区别#样本查询和定位-报表打印-信息汇

总等功能只需用户鼠标操作便可瞬间完成#对于批量同类样本

处理和交接过程中#用户只需调取表单即可快速核对#统计报

表不仅详细#而且缩短了审核时间,

'D'

!

使用成本低
!

该系统应用借助医院现有的
!.Y

网络#样

本数据统一存放于服务器
Yl2M:;L:;

数据库#客户端程序可

安装于任何接入
!.Y

网络的电脑#无需额外购置硬件设备,

总之#生物安全管理关乎人员和环境的安危#实验室除了

制定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外#更重要的需要树立牢固的生

物安全防护意识#如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借助适当的信息化管理

工具可以使管理更加高效和规范#以降低发生生物安全事故的

风险*

??

+

,本系统依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和流程制

作#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建议实验室采购
2.Y

系统时#要求软

件工程师基于
2.Y

系统开发适合自己实验室的样本管理模块#

将样本管理功能整合于
2.Y

系统之中#以丰富
2.Y

系统的功能

和提高用户操作便捷性#更好地适应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要

求,

参考文献

*

?

+ 牛延军
D

医院感染的三级组织管理*

`

+

D

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

,**B

#

?B

$

)

%!

)*,$)*)D

*

,

+ 李婉宜#李华#邝玉#等
D

病原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体

系的建设与思考*

`

+

D

实验科学与技术#

,*?)

#

??

$

?

%!

?//$

?/CD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D

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

安全通用准则$

aY,))$,**,

%*

U

+

D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

,**,

!

?D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D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

V-

"

c2

+

D

*

,**/$*/$,)

+

D566

N

!""

OOOD

4

JLD8K

"

XO

4

T

"

,**/$*/

"

,)

"

8JK6:K6

5

,/+D56ID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D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

V-

"

c2

+

D

*

,**B$*)$?)

+

D566

N

!""

OOODIJ5D

4

JLD8K

"

IJ5A

4

6

"

MB+)+

"

,**B*)

"

)B((FDM56I9D

*

+

+ 李勇
D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U

+

D

北

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B

!

?D

*

C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D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

,**(

修订%*

Y

+

D

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D

*

F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D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V-

"

c2

+

D

*

,**/$?,$

,F

+

D566

N

!""

OOOD

4

JLD8K

"

4

JK

4

A@J

"

8JK6:K6

"

,**+

"

8JK$

6:K6

5

(/)?BCD56ID

*

B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D[-?B(FB$,**FD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

要求*

Y

+

D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FD

*

?*

+张洪武#黄爱龙#郑小林#等
D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实时监测

系统研究*

`

+

D

现代科学仪器#

,**B

#

?B

$

?

%!

F$??D

*

??

+杨斌
D

二级医院检验科生物安全隐患及管理措施*

`

+

D

中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D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C,

例#女性组有
C*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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