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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临床病原菌菌种保藏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实现菌种科学分类和电子化管理!搭建细菌

研究的资源共享平台%方法
"

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建立病原菌菌种资源数据库%结果
"

构建了方

便$实用的菌种资源库!实现了菌种的数字化管理%结论
"

利用信息化手段可推动菌种保藏的发展!为菌种研

究提供共享平台%

关键词"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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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菌种资源是指人工可以培养&可持续利用

的&具有一定科学意义&有实际或潜在应用价值的细

菌&真菌&病毒&细胞株及其相关信息(

'

)

'世界各国对

这项资源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是国家战略性生物资

源之一%是支撑微生物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重要科技基

础条件'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有效长期保存是发挥其

重要作用的前提'国际上一直比较重视微生物菌种

资源的保存与共享交流'国外发达国家微生物菌毒

种资源库建立得很早%有的已达近百年历史'国内微

生物菌种资源库%由于资金和管理机制等问题%发展

缓慢%保藏相对落后%菌种管理信息化水平低'就现

状而言%微生物菌种的检索主要是传统的书面形式%

菌种信息的管理主要靠人工手写或贴标签于冻存管

上%置于超低温冰箱保存'手写信息存在难以辨识&

触摸时易脱落&可写内容少&墨水易褪色等问题(

)

)

'

临床病原菌菌种保藏管理是医学微生物检验领

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长期稳定储存大量携带相关信

息的菌种是研究临床病原菌致病和耐药机制的基

础(

;

)

%同时%因涉及微生物安全%要求实现集中规范化

管理'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国

内发达省区市的各菌种保藏机构已实现了资源共享

和分配%为全球提供稀缺的微生物资源(

A

)

'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微生物室菌

种保藏室保藏有各种临床病原菌约
8

万余株%如何对

这些病原菌种进行科学的分类整理&放置和保藏%实

现数字化管理和网络化共享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因此%本研究设计并开发了一套针对病原菌菌种保藏

及信息管理的数字化软硬件系统%为科学&规范化保

存病原菌及其相关信息提供了基础%也为宁夏回族自

治区内&外广大的研究微生物病原菌的科研工作者提

供便利的信息检索平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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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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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种资源信息库的需求分析
"

自
)((8

年至今%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低温冰箱保存有近
8

万株从临

床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保存的菌株数量多%不乏罕

见病原菌%如耐药机制革兰阳性球菌等'但管理手段

落后%采取手工登记菌种的办法%与日益增长的科研

需求和现代化管理及生物安全要求相去甚远'

C@D

"

菌种库的流程设计
"

将收集菌株分为临床分离

菌株和专项研究收集菌株%分别制定相应的菌株资

料&相应病例资料收集及信息库建设流程(

8

)

'对标准

菌种(

7

)和其他单位的菌种需在系统中录入信息-对本

院临床标本分离菌种%鉴于已有检验信息系统%直接

与其接口%实现菌种信息和相关临床资料的直接获

取(

?

)

'综合分析后基本工作流程设计如下!经分离提

纯和鉴定完的菌种%手动录入或从检验信息系统获取

菌种资料%确认后将菌种信息入库并打印菌种标签%

再将菌种管存入冰箱%实物入库'取用时先在系统进

行信息检索%准确获取所需菌种信息后取出菌种%复

苏使用%再归还%并新增和保存此次使用记录'

C@E

"

菌种资源信息库开发的软硬件环境

C@E@C

"

硬件
"

8

台
_B(]

冰箱%

'

台二维条码防冻打

印机%

<)G

生物安全实验室%按
Y!>'8'B*

标准建立的

临床细菌检测室%

)

台细菌药敏鉴定仪%

'

台质谱仪%

'

台微生物前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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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

实验室信息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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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可与之做接口'本系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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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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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开发工具%基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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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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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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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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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库的功能构建
"

本系统的功能主要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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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菌种管理&其他菌种录入&冰箱设置和菌种检

索等'

D@C@C

"

系统登录
"

系统设置多级权限%不同的用户

登入后拥有不同的管理和操作权限'

D@C@D

"

冻存冰箱内的架构设计
"

对冰箱的所有空间

位置进行编号%标明用途'冰箱里依次分为层&架&

盒&孔'依次放置和编号%如
)959;9(79''

%即
)

号冰

箱
9

第
;

层
9;

架
97

盒
9''

孔'

D@C@E

"

保存细菌
"

本系统与实验室建信息系统接

口%对需保存的菌种可在列表中直接选择'选择好日

期范围%查询选择待放位置的细菌列表或根据条码

号&上机号&检验号&登记号&住院号&人名&菌名&科室

等条件查找'然后依次选择要存放的冰箱&层位&架

位&盒子&孔位'特殊菌种的保存!固定一个架子和相

应的位置专门留取此类细菌'

D@C@F

"

打印条码
"

冻存管上条码由两部分组成%圆

形二维码贴于冻存管顶部%长方形条形码贴于管身%

包含的信息有条码号和位置号'可分别在架子&盒

子&孔上选择%分别打印出架子&盒子&孔的条码'将

条码贴好%菌种准确入库'

D@C@G

"

取菌
"

打开盒子%选择一个或多个有菌株的

孔选择取出及取出类型%如取出不归还或取出归还%

同时%选择用途%如用于科研课题&质控&其他等'还

可添加备注%如选择不归还时必须注明备注信息'根

据取出类型%孔位会以不同的形状和颜色显示'也可

批量取菌%不用扫条码%选择批量取菌功能%同时%选

择多个需要的菌株'

D@C@H

"

归还和修改代数
"

用完菌归还时必须扫条码

放入%扫描条形码或二维码%找到所在的孔位%选择类

型为已归还和未归还'如已归还%孔位恢复借之前的

状态%如未归还%孔位被清空'可修改菌种的代数%默

认为第
'

代%如有代数变化提示选择代数'每个盒子

及菌株均有固定的位置%若放错位置%会提示报警'

D@C@I

"

其他菌种录入
"

用于录入其他非实验室细

菌%可录入菌名&来源&数量&批号&代数&类型等'其

他细菌的操作如保存&取出&归还等和实验室细菌

一样'

D@C@J

"

菌种检索
"

通过患者和菌株的任何信息均可

查到菌种位置'根据输入的菌名&时间&药敏试验等

信息检索菌种'可查询冰箱使用情况%选择冰箱%逐

层打开可看到冰箱&层&架子&盒子&孔位的使用情况-

也可扫描条码定位%输入或扫描入位置号打开孔位'

还可查询孔位的存取%如根据患者姓名&标本类型&科

室&菌名&操作日期&操作工号&位置&存取类型等或通

过孔位图形定位查看当前信息或历史信息'通过盒

子&架子&管子上的条码查到所含菌株的一切信息%即

在该软件操作的所有信息#如取菌者&取菌时间等$'

D@C@V

"

菌种报警信息
"

可查看超过
?/

尚未归还的

菌株信息'

D@D

"

临床病原菌菌种资源保藏存储库及数字化信息

管理系统的建立
"

自
)('8

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已

将现存
8

万余株菌种顺利入库%实现了科学保存和数

字化管理'该系统操作简捷&功能实用&界面友好%可

视化操作'经多次功能不断完善%目前系统运行稳

定'见图
'

'

图
'

""

病原菌菌种库管理系统界面

E

"

讨
""

论

""

传统纸面管理方法无法实现快捷&准确地查找需

要的菌种信息%无法对存储的菌种进行定位%对存储

的菌种没有出入库&库存&查询数量和位置等相关信

息的统计%本系统解决了上述问题'

本系统软件的优点是基于
,

"

!

架构%比起
5

"

!

架

构%无需安装客户端%使用更加方便-其能与实验室检

验信息系统&

Z+>:60

软件集成%减少菌种录入的

工作%同时%能获取丰富的菌种临床资料'

本系统除有效地管理了本院现存的菌种外%还可

用于病原菌的研究%为相关人员提供了品种丰富&便

于查询取用的资源库'亦可为其他单位提供保藏服

务%实现病原菌菌种资源库的共享%填补了宁夏地区

在病原菌菌种保藏信息化领域的空白'

由于本院微生物室既通过了
Y!>'8'B*

认可(

B

)

%

同时%又是自治区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硬件设施较好%

因此%构建了真正符合生物安全要求和/中国医学微

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办法0

(

*

)规定的菌种资源库'

本系统的研发成功使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菌种保

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全区各类人员提供了研究临

床病原菌资源平台%推动了开展细菌的深入研究%进

而科学界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病原菌的生物学特征&

耐药性变迁及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对制定科学&合

理的治疗方案和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具有极为关键

的作用'

/+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0明确要求建设国

家生物信息中心%包括生物信息库和大型生物样本资

源库及共享服务体系%但样本库的建设至今尚无国际

标准(

'(

)

'只有在各地均尝试探索建立样本库的过程

中找到共性认识%对建立标准是有益的'

菌种库建设时间跨度大&蕴含信息量多%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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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管理必须采用特定的定制化的计算机管理系

统%以提高建库工作效率和提供便捷的资源共享服

务(

''9')

)

'本系统各种功能模块的构建%完全从实际出

发%根据针对实际流程及存在的问题而设计%因此%实

用性很强'通过本系统将信息技术用于菌种管理%使

全院均能严格遵照相关的生物安全和菌种管理制度%

受到各级医疗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下一步工作方向%一是实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1<<

浏览-二是实现冰箱自动取出或存入冻存管%将

软件与硬件无缝联动'

""

综上所述%通过本系统的开发建设%使宁夏地区

细菌保藏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细菌研究提供了

资源共享平台%下一步将研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广

使用%推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菌种的统一管理和使用%

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宁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菌种库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如菌

种信息不够全面&菌种保存方法单一等%需继续加强

与国内外先进机构的交流学习%以期尽快实现宁夏地

区菌种保藏管理工作与国际水平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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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涂片制备及血细胞染色中的效果!并对其在血细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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