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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檢體管理系統主要操作功能：

 新增帳號及權限設定

 入庫作業流程 (檢體採集獎勵)

 病理報告管理

 品質管理 (QA/QC)

 統計報表 (資料查詢、醫師獎勵點數查詢)

 出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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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料庫 入庫 流程

臺北醫學大學 聯合人體生物資料庫入庫流程：

建立參

與者基

本資料

以參與者流

水號建立

生物檢體

以生物檢體

流水號建立

檢體型態

入庫流程

結束

取得參與者
HASH_ID及流水號

取得生物檢體
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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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管理系統 入庫流程－參與者資訊

•參與者基本資料及流水號建立

測試機畫面

參與者ID登打

參與者ID再確認，不可複製/貼上

流水號由系統自動產生

資料確認後選擇已審核儲存送出

可藉由流水號連結繼續導入新增檢體資訊

參與者ID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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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管理系統 入庫流程－檢體資訊

流水號可從參與者資料維護
點選代入或右側按鈕選取

與流水號相互呼應，系統自動代出並鎖定

檢體流水號，由系統給予

依參與者同意書上的
參與者意願選取

測試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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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管理系統 入庫流程－庫存位置

檢體存放位置選取，點選按
鈕後，代入存放空間畫面

系統會依該次入庫存放管數，
預設勾選存放位置，技術員也
可依狀況自行決定

測試機畫面

＊醫師保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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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報告與品質管理

• 臺北醫學大學 聯合人體生物資料庫，手術入庫個案應有相

對應之病理報告及生物檢體品保數值達到標準，才會對於

計畫案之需求條件列入篩選。

生物檢體
病理報告資料完整

生物檢體
品保數值達到標準

符合可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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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管理系統 病理報告

1.本庫定期向臺北醫學大學數據處
申請參與者病理報告。

2.本庫向數據處申請病理報告及臨
床資料，皆是以HASH_ID進行
，過程中不須解密。

3.系統上所有欄位(包括病理報告)
皆可當成搜尋條件，藉此搜尋符
合計畫案之需求的生物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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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檢體 品保／品管

將檢體分成合適的
大小

檢體放入模具

檢體進行冷凍切片 冷凍切片進行HE染色 請病理科醫師判讀

加入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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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料庫 出庫 流程

• 臺北醫學大學 聯合人體生物資料庫出庫流程：

以計畫條件

搜尋檢體

向分庫提出

轉庫需求

將流水號替換

出庫編號

待行政作

業結束後

交付計畫

主持人

技術員將轉庫
清單進行彙整

技術員前往三院
取回生物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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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管理系統 資料查詢

• 檢體管理系統上所有欄位皆可當作查詢條件，配合運算元(≧ , ≦ , ＝, ≠ , in , or , 
and …) 查詢出所需的資料。

• 查詢欄位可依所需條件增加。
• 可將查詢結果匯出成EXCEL檔案；亦可以純文字形式儲存表格資料(CSV格式)，

以最終藉由上傳病理資料的整合方式改進系統。

查詢結果以EXCEL之形式匯出，再依據整合平台系統的分層，統計後人工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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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以系統畫面呈現

‧ ‧ ‧



困難及建議

• 遭遇困難：

– 目前系統鍵入之資訊於後續運作幫助極低，卻需耗費大量人力
統計及輸入。

– 後續申請案媒合仍需以電話及信件向各生物資料庫反覆詢問，
非長久之計。

– 申請條件設定不夠清楚，常需平台與機構間反覆確認。

• 建議：

– 未來平台資訊系統可直接匯入個案資訊，如年齡、性別、病理
報告等。

– 與各機構確認匯入資訊之欄位，建議以多數機構能提供之欄位
為準。

– 建議平臺增加搜尋功能，以利申請案媒合及研究者查詢。

– 除資訊系統外，申請暨審查系統也建議盡速建立，並與機構生
物資料庫之審查(系統)可以橋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