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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使用现状及发展探讨 

熊贝贝, 丁  晶, 梁通雯, 林燕奎*, 乔  彬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深圳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发重点实验室, 深圳  518045) 

摘  要: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LIMS从最初实现的流程管理、数据存储等简单功能, 发展到目前涵盖实验室管理体系各

个方面的自动化、信息化系统, 无论在设计思路, 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进步, 从根本上规范了实验室的

业务流程, 提高了运行效率, 节省了投入成本。今后, LIMS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 通过实现系统高度集成、数

据移动处理、智能分析等手段, 朝着更加专业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逐渐完善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复杂系统。

本文介绍了 LIMS 的发展概况与国内目前的使用现状, 同时根据国内 LIMS 的应用情况剖析了存在问题, 并着

重就 LIMS今后的发展努力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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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info 
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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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Key Laboratory of Detection Technology R & D on Food Safety, Food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enter, Sh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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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 was created in the late 1970s. Over 30 
years development, LIMS has developed from primary process management, data storage and other simple 
functions, to an advanced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nclude all aspects of automation and in-
formation system. The system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either on design or techniques, fundamentally stan-
dardized the operation process,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decreased the invesment cost. In future, 
LIMS will develop into a professional, intelligent, and full-featured systems through realization of highly 
integrated systems, mobile data processing,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based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LIMS and current domestic situation,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domestic LIMS, and gives an emphasis 
on relat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IMS. 
KEY WORDS: laboratory; digitization; information; automation; system 
 
 
 
 
 



3510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5卷 
 
 
 
 
 

 

 

1  引  言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
ment system, LIMS)是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数据处
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等对实验室进行全方位管理的计算

机软、硬件系统。通过它, 实验室可以达到数据自动化运
行、信息化规范管理和业务无纸化的目的, 对规范实验室
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1,2]。LIMS适用于检验、检疫、石油、化工、制药、
环保、供水、医疗、采矿、冶金、海关、烟草、酿酒、饮

料、食品、电力及教育和科研单位等各行业的分析测试实

验室[3,4]。 
LIMS 作为实验室信息化、自动化运行基础中最核心

的系统, 在诞生的三十多年来, 随着检测仪器自动化程度、
实验室人员设备规模及检测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而逐步发

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技术进展和应用成
就, 为各种规模实验室的高效、科学的运作以及各类信息
的存贮、交流和二次加工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 从而
促进了实验室及所在企业/机构工作的各个环节能够实现
全面量化评价和质量目标管理[5-7]。LIMS 引发了世界各国
各行各业实验室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检测技术方面的

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如何利用信息化的优势, 围绕实验室的检测流程, 开

发规范高效的应用系统, 是实验室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8]。LIMS系统作为与实验室检测关联最密切的系统, 从实
验室收样到出具检测报告, 还有质量体系、内审外审、人
员管理、设施环境、设备和标准物质、量值溯源和校准、

样品管理、记录、投诉管理等重要内容, 都基于 LIMS 系
统贯穿的业务流程[9,10]。换句话说, LIMS系统的发展快慢, 
决定着实验室信息化的发展进程[11]。 

2  LIMS 发展概况 

世界上最早的 LIMS用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达国
家的化工、石油、制药等生产型企业, 这些 LIMS 是由各
个企业的实验室在相关计算机软件开发商的帮助下, 或者
利用自身的技术力量自行开发的系统, 是各个企业内部为
实验室的具体业务专门定做的软件, 并没有统一的设计思
路与标准, 不能推广至其他实验室使用[12,13]。由于这类系

统在开发之日起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因功能较少, 软件
升级和维护困难, 无法满足实验室不断变化的需求, 在面
世几年后慢慢地被淘汰。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国外出现
了基于客户/服务器(C/S)和终端/服务器(T/S)结构的商业化
LIMS 软件,较第一代 LIMS 软件有了长足的进步, 系统已
经有了简单的流程标准, 客户的业务需求能够基本涵盖, 
还可以对实验室的个性需求进行专项开发, 并且软件维护
升级、技术支持较容易, 使用寿命较长[14-16]。商品化 LIMS

的出现, 为实验室管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也初步规
范了实验室业务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LIMS在实验室的
重要性开始慢慢凸显。 

早期的 LIMS 以大中型计算机为主, 不仅价格昂贵, 
还需要投入不菲的维护费用, 并未得到大面积推广。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随着微型计算机的普及, LIMS的造
价得到极大的下降,  LIMS 在发达国家迅速得到推广[17]。

目前,  LIMS 在发达国家广为接受, 美国每年都会召开一
次 LIMS大会, 详细讨论 LIMS的有关问题, 并提出 LIMS
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在国内, LIMS在 20世纪 90年代才开始为人们所知, 
在石油、化工等行业也进行了初步推广, 但总体来说远没
有达到普及的程度[18]。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 国内 LIMS
目前正处于普及阶段, 特别是加入 WTO 后, 我国产品要
取得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许可证的前提之一就是企业及其

实验室必须达到相关的质量管理国际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而 LIMS 正是用来实施这一目标的利器,各行业实验室对
LIMS上线的需求日益迫切[19,20]。 

3  实验室 LIMS 目前存在问题 

目前, 国内外各种 LIMS 产品的技术开发水平参差不
齐。多数 LIMS 产品还是停留在实现业务流程电子化、数
据存储、工作任务安排等简单的应用层面, 再深层次的应
用少之又少, 特别是针对实验室体系相关的应用开发, 大
部分 LIMS 都是点到即止, 并未开发出较好的应用功能
[21,22]。尽管如此, 这些产品基本上可以达到实验室自动化
运行、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对实验室提高工作效率、降低
运行成本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也正好比较符合目前国内绝

大多数实验室的要求[23]。这些实验室的情况是: 仪器设备
配备比较好, 分析测试任务很繁重, 迫切需要 LIMS 来提
供辅助管理支持,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24]。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国内各行业实验室业务也在快
速发展, 实验室管理方式慢慢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经
笔者调查, 随着近几年国内分析测试实验室的高速发展、
行业质量监管规范的日益提升以及政策性业务管理需求的

不断深入, 传统的 LIMS 无论是系统功能还是运营模式, 
都越来越无法满足实验室的业务需求[25,26]。目前的 LIMS
产品在一个实验室应用超过五年就会大大降低辅助管理作

用。因此, 借助于最新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低成本、高
效率的 LIMS, 已成为将来 LIMS发展的必然趋势,  

4  国内 LIMS 发展努力的方向 

国内真正的 LIMS应用始于 20世纪 90年代, LIMS研
究与国外相比滞后了 15年, 但近年来信息化建设和软件技
术的发展促进了国内 LIMS 的开发和应用, 部分有自主产
权的商品化 LIMS 软件应用在各个行业[27], 但总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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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LIMS 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 笔者认为: 未来的实
验室 LIMS 应当具有高度专业化、智能化、系统化、自动
化及多学科交叉的功能。本文就检测实验室关心的具体问

题, 为国内 LIMS的发展努力方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4.1  Client/Server(客户端 /服务器 , C/S)结构向

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 B/S)结构转换 

由于客户对软件发展技术的逐渐了解, 除了产品实
现功能方面, 用户也逐渐对软件的结构提出要求。系统是
B/S 还是 C/S 结构变成客户关心的一个问题[28]。从技术的

角度来说, 传统 C/S 结构系统的优点是开发简单、调试方
便、运行速度相对快, 但执行体积大、部署不易, 且易与
DLL 版本出现冲突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B/S 结构可将所有
的运算能力与数据处理程序集中在Web服务器中进行, 进
而利用浏览器构建Web应用。B/S结构的系统有着 C/S结
构无法取代的优势, 如升级和更新方便、跨平台、不受客
户端环境影响的使用环境、维护成本低, 数据和业务逻辑
可以保持同步等[29], 并且 B/S 结构是应用于广域网的应
用。特别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B/S结构软件更受欢迎[30]。

服务器资源扩展便捷、升级和更新简便、可以跨平台, 不
受客户端环境影响的开发环境。 

4.2  基于开发平台的模块化开发模式 

尽量避免源代码开发方式, 这是在技术上先进与否
的重要指标[31]。软件的开发方式非常重要, 原因其实非常
简单, 就像是在盖房子, 通过源代码直接开发软件, 就像
是在用沙子砌墙, 不够坚固, 后期调整维护也很麻烦; 而
通过开发平台进行模块化开发的软件, 由于事前做好了很
多的“砖头”(已经开发了很多模块), 所以在给做软件时 , 
就像是在使用砖头砌墙, 通过各个模块的堆砌来完成整个
软件的开发, 这样做出来的软件才能稳定又灵活, 调整与
维护也较为容易。 

4.3  简单易用的工作流配置 

目前大部分 LIMS在安装后都要做大量的用户化工
作, 即由 IT专业人员编写一些程序满足用户特定的需求, 
而用户的这些要求往往是需要经常变动的, 因为 IT编程
人员很难完全理解实验室运作的详细机制, 为 LIMS 的
用户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32]。因此, 将来的 LIMS要实现
在安装后只需按照用户的具体要求进行简单的工作流配

置功能, 这个过程中, 用户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 实验室
工作人员在接受简单的培训后就可以完成工作流的设计

等工作, 并能根据实验室工作要求的变化随时更改工作
流配置。 

4.4  仪器的联接与控制 

多年来, LIMS 的仪器联接功能一直是广大用户关注
的焦点。如何正确采集各类品牌型号分析仪器的数据是

LIMS技术的关键之一, 也是 LIMS实施过程中最昂贵、最
艰难的一环[33]。目前国内少数 LIMS开发商开发的产品已
可以实现数据采集功能, 实现了原始数据处理的无纸化, 
但 LIMS 对分析仪器的控制功能一直是国内外 LIMS 面临
的技术难题, 一直未有好的解决方案, 有待 LIMS 开发商
进一步攻坚开发。 

4.5  高效的数据流处理方式 

运用数字信息化手段来整合实验室的各项资源, 实
现从上机到数据处理的全自动化处理, 有效提高数据处理
效率、降低出错率, 实现图谱智能分析、仪器设备的检测
数据自动获取与计算修约、自动报告结果等智能化步骤, 
颠覆传统的手工处理方式, 将检测人员从繁重的录入、计
算等工作中解放出来, 并解决实验室检测信息孤岛问题; 
进一步还可以实现移动终端进行远程图谱分析、数据处理

等功能[34,35]。 

4.6  具备标准化的软件接口 

开放性的体系结构, 可以让 LIMS 轻松地与其他不同
语言开发的系统进行无缝集成[36]。在体系结构的层面上, 
无论软件是本地的(在本系统内)还是远程的(在直接系统
外), 都具备与其他系统的进行数据交换的功能, 满足实验
室各项扩展需求的要求。 

4.7  满意的客户体验 

对于普通使用人员, 满意的客户体验就是软件的全
部。这既是降低软件推广难度的一种最重要方法, 又是提
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最有效的武器, 更是上级关心下属的一
种实际体现[37]。客户体验的主要表现有四个: 首先是统一
的界面。所有的人员、所有的岗位、所有的权限都是一致

的界面, 不会由于陌生而感到厌烦, 进而拒绝使用, 更不
会增加培训的成本; 其次是以工作任务为核心的设计, 最
贴近实验室的实际工作, 每个人都最先看到自己的工作任
务, 打开任务就是像打开邮件一样的方便; 第三是灵活的
强大的批处理功能, 从根本上提高客户的工作效率; 最后
是强大的提醒功能, 例如结果或报告应发未发、新工作任
务的提醒, 方便客户对各项工作的有效控制。 

4.8  高度的安全性 

通过有效的方式防止对数据库和服务器的未经授权

的访问。软件的安全性通常在用户选择软件之初不受重视
[38], 往往是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领导才会真正意识到
软件安全性的重要性, 正如一个家庭没钱的时候很少去考
虑买保险箱一样。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再去考虑安全性, 就
有很多漏洞难以避免。完善的 LIMS 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
虑到数据的安全性, 很多的安全策略、规定, 需要同软件开
发一起实施, 这也是优秀的 LIMS 为实验室提供的又一有
力保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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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MS 后期发展展望 

LIMS 已经成为实验室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
我国实验室信息化道路的不断拓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LIMS在实验室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40]。通过不断发展, LIMS在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促进
实验室业务发展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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