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全面质量微机管理系统

任　春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化探中心, 合肥 230022)

利用计算机参与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对于提高管理效率,减轻管理工作强度,保证分析质量的公正性,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经

过对实际模型进行提炼,形成了以项目为中心,集质量分析监测、封闭式文件管理、完善的输入输出管理为一体的微机管理系统。系

统具开放和可扩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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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油气地球化学勘探中心实验室是我

国油气地球勘探的唯一专业实验室。已圆满完成了计量认证

工作。并将计算机应用于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之中, 经使用

效果很好。

基于数据库的微机管理系统,应具备开放性, 才能适应

发展的需要; 操作简单, 使用方便, 才能为用户接受 ;功能齐

全, 才具有生命力。本系统在设计上就是依据上述原则,即考

虑了当前的应用需求,又兼顾了发展的需要。形成了高效实

用系统运行环境: CPU 为 80386 以上,内存 4 兆的微机。基于

DOS 系统的汉字平台。打印机为LQ1600K。易再次开发的计

算机管理系统。

系统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 操作方便。

1　物理模型

实验室基本组织结构可分为两部分,管理组和分析组。

分析组对样品进行分析检测, 管理组负责对生产、样品质量、

物资、设备、资料进行全面管理。本系统就是按照计量认证的

要求, 实现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的计算机化。

其物理模型框图如图 1所示。

项 　目　组
发数据报表和质量报告

质量纠纷处理报告

送交样品和样单 样品装袋

(提出质量异议)
管 　理　组

样品编码

碎样组

　　　　　　　下达任务　质量监控　　

　　　　　　　分配物资　检查设备　　

　　接收样品　提交数据　　　　　

　　设备状况　出勤状况　　　　　

分　 析　 组

图 1　系统物理模型框图

2　系统框图

根据现实模型结合计量标准, 考虑到计算机对信息处理

的特点, 所设计的系统结构框图如图 2 所示。

3　系统主要功能及特点

3. 1　优化的数据输入输出管理

其功能为录入分析数据, 输出满足质量管理要求的各种

数据报表。

实验室现能做上百种分析, 为满足现在和将来扩展的需

要, 系统采用了开放式的数据输入输出管理模式, 按照系统

接口约定, 利用系统提供的功能模块, 可以极方便地增加新

的分析指标, 并为整个管理系统所接受。用户亦可根据需要,

挂接自己编制的报表输出模块, 输出满足特定要求的数据报

表。系统所具有的开放特点亦可满足其它实验室的分析数据

输入输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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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库

输入输出 质量管理 产量数据

系统数据 分析数据 质量标准数据 编码数据

图 2　系统结构框图

　　在库模式设计上, 系统改变了传统的固定模式,采用搭

积木方式, 形成恰好适用课题需要的库模式, 满足不同的需

要, 不仅极大地节约了资源,同时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

数据录入与报表输出是质量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所输入

的数据与质量检测密切相关, 在输入处理环节上系统作了一

定要求,必须首先对分析样品编码 (参见质量手册) ,才能录

入分析数据。所有分析数据均录入库中,系统不仅输出经质

量检测为正确的数据,且保留初始分析数据。完整的数据为

数据的再利用打下了基础。

系统的价值在于满足用户的要求, 经使用系统不断改

进, 能适应现今已遇到的各种情况。

3. 2　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质量分析检测处理是系统的核心,牵涉到质量管理的每

个环节。系统从样品编码开始,到处理质量纠纷,给出处理结

果, 贯穿于质量管理的每个环节, 并自动跟踪处理质量检测

的每个过程。

3. 2. 1　编码

根据输入的样号, 系统首先对样号混样, 既打乱原先顺

序, 重新编排。继之自动加检测样与管理样。形成样号与实验

室编码对照表。管理员按照对照表将分析样品装入袋中,在

袋上标注统一编码,发送各实验组分析。计算机编码改变了

人工编码可推测,人工混码工作量大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

了分析质量的可靠性与无偏性。

管理样插入编码中, 促使分析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否则其后果由分析人员自负。这将有利于分析质量的提高。

在编码时采取了小循环方式, 分析数据及时送交管理

组, 录入库中,从而可以对分析质量进行动态监测, 便于及时

发现问题, 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所形成的编码成为质量检测管理中的信息交换码。也是

数据输入输出, 资料查询中用到的识别码。

总之, 系统所采用的样号编码技术,是一种全密码优化

管理技术, 从根本上保证了分析质量的无偏性和可靠性。对

分析质量的动态监测 ,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有利

于提高分析数据的质量。从而为油气化探的数据处理和解释

预测打下坚实的基础。

3. 2. 2　质量分析检测

对分析数据,根据质量标准,进行质量分析, 形成质检结

果分析数据库,打印出统计分析表,对不合格数据检索提交

仲裁。

由于基本分析,检测,管理样品均采用实验室统一编码,

用户只需选择要处理的分析指标, 全部分析统计工作由计算

机完成。操作简便。质量检测分析中用到的质量标准数据存

放于质量标准库中,可根据需要进行添加和修改。因而本系

统的质量分析检测可满足大部分实验室的需要。

质量处理: 对经质量检测不合格的样品进行仲裁, 对质

检统计结果根据计量要求进行 10%、30%返工处理。系统对

每一种情况给出不同的处理, 并给出处理结果和后续处理意

见。10%、30%返工处理中的分析样编码由计算机挑出,管理

人员根据编码重组样品交分析组测试。仲裁测试数据, 返工

测试数据均录入库中进行质检分析与统计,直至达到质检要

求才发数据报表。

3. 2. 3　质量结果报告

对质量分析检测、处理的结果进行统计给出报表。所提

供的报表为:

a: 质量分析检测表:对每个检查样的检测质量给出合格

情况对照表, 管理员据此进行后续质量处理。

b.单项质量分析统计报告表: 对某项分析数据经质量检

测后, 计算出其合格率,输出报表, 供质量处理用。

c. 质量分析对照表:对某课题的所有检测样, 列出基本

分析、检查分析、仲裁对照表。

d.质量情况统计评估表: 对某课题的所有分析项给出合

格率情况分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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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个人质量统计表:对每个人的分析质量给出统计表。

3. 2. 4　质量标准维护

录入、修改每一分析指标的质量标准数据。

由于各分析指标的质量标准检测区间不统一, 有的有两

项, 有的有 4 项, 有的情况下用相对值, 有的情况用绝对值。

在对标准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了能被系统接受的普适规

则。

a. 假定分析数据含量无上限。

b. 某区间的分析数据, 下限值对应, 上限值对应上档含

量值。

c.设定此档含量值为负, 分析数据区间为小于该量绝对

值, 误差计量为绝对值。

d.设定允许误差值为零, 该数据段不计误差。

按照以上约定,填入对应档含量数据, 及检测代码, 系统

就能对此分析指标进行质量检测管理。

3. 2. 5　质量纠纷管理

对外来质量纠纷进行管理。内容有: 质量纠纷填表、抽

码、检测分析、检测结果报告、数据备份替换。

3. 2. 6　碎样、送样质量录入

将样品的外在特性数据录入库中。

3. 3　生产管理

主要为生产中的工作量和人员管理,包括送样单填写,

任务单发放, 工作量录入与进度检查, 人员代码维护及考勤

记录。

a. 送样单录入:将送样单资料录入库中。

b.下达任务单: 录入数据, 并打印出任务单。

c. 产量录入:录入每人的分析数据量, 用于质量与产量

统计, 将质量与个人挂钩。

d.对生产进度情况进行统计: 给出报表督促分析人员按

时完成任务。

e. 生产统计报表: 按所给时间段分课题对产量及质量进

行统计, 给出统计报表。

f. 人员代码维护: 录入与修改实验室全体人员的变动情

况, 如:调进, 调出,内部换组。

g .人员考勤:录入与修改人员出勤情况 ,并进行统计,给

出报表。

3. 4　其它辅助功能

为保证系统安全进行及良好的工作环境, 系统提供了一

些辅助功能。

a. 安全措施: 为防止其它人员误操作破坏数据, 系统设

置了登录口令, 输入正确密码,才能进入处理模块。

b.课题管理:管理每一课题所涉及的文件。给课题分配

代码, 组合分析数据结构,命名等。

c. 文件管理:为用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系统提供了

一般文件处理功能,包括数据库结构创建, 打开文件, 录入信

息等。

f. 资料维护:添加与修改系统与分析数据接口资料。

g .数据备份: 数据转贮。

h. 系统更新:清除所有分析数据, 恢复系统原始状态。

4　实际应用效果

经一年多的实际应用, 录入分析样本 10236 个, 分析指

标达 20 多个, 累计输出报表 1 万多页, 减少了质量纠纷事

件。对新开发的分析项目, 通过资料维护向数据库中增加接

口资料, 纳入了系统的统一管理。系统运行稳定,满足了实际

需要, 达到了设计要求。说明系统设计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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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QUALTY MANAGEMENT SYSTEM BY MICROCOMPUTERS

IN A LABORATORY

Ren Chun

(Chemical Exp loration Center , CNS PC , H ef ei 230022)

Abstract

The part icipation of computers in the over al l quality management o f a labo rato ry has g reat use value to

the enhancement of management ef ficiency , the relief of management intensity and the guarantee of analyt-

ical quality reliability . By the ref inement of actual models, a micro computer management system is set up

which centers on pro jects and incorporates quality analysing and monito ring , closed document managing

and perfect input and output manag ing as an integr al whole. T his sy stem is both open and ex tensible in

featu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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