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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设备是高校开展科研和教学的基础保障，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提升，

高校大型仪器的购置率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大型仪器的开放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仪器使用率低、

运行效率低、功能开发不到位、管理队伍紧缺。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新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为例，提

出了符合科研需求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模式，推动学校大型仪器开放管理体制建设，提高大型仪器

的有效共享率，为高校的大型仪器设备开放管理注入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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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scale equi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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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aching, and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university scale, the purchase rate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in universitie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open management problem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has be-
come apparent, mainly manifested in low instrument utilization rate, low operating efficiency, in-
adequat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a shortage of management team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propose a 
large-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sharing management model that meets scientific research 
need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s large-scale instrument open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effective sharing rate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open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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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办学条件的提升，大型仪器的购置数量、价值不断增

加，新疆大学为提升大型仪器的使用率，于 2022 年实施了“互联网 +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的模式，分

析测试中心是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中的重要一环，在仪器开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也突显出来，问题主

要表现在：设备利用率低、功能开发不足、服务能力较弱。 
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三点：一是，仪器过程管理环节薄弱，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一般需要花

费大量的经费，而由于高校内大型仪器设备基本划归二级学院进行管理，缺少相关负责人承担管理职责，

且大型仪器设备的维修保养费用、故障检修费用等费用通常较为昂贵，学院经费往往不堪重负，严重影

响设备的使用性能和寿命，一旦仪器出现问题可能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二级学院的大型仪器设备通常只

适用于学院的研究方向，很难实现真正的共享共用，这就会导致相同仪器的重复购置。此外，大型仪器

设备的管理还包括使用过程管理、运行维护、设备检修、淘汰报废等方面，这些过程直接影响仪器设备

的使用效益。例如，在使用过程中，不规范的操作极易造成设备的损坏，这会直接降低仪器的使用效率。

二是，开放共享机制不完善，对于高校一级的仪器共享平台，许多还仅仅是在形式上组成了平台，而实

际的管理运行依旧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这样的共享平台仅是各仪器资源单位的松散结合，只是提供了

一个集中的信息分享，具体的仪器供求关系并没有直接体现出来。现在高校科学研究迅猛发展，许多省

属高校的大型设备通过重点学科或重点人才经费购置，因部分课题组缺乏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意识，存在

“我购买、我占有、我使用”的想法，宁愿闲置不愿共享[1]，导致个别领域仪器设备使用率不高，造成

国有资产的浪费。其次，平台没有统一权威的管理体系，限制了平台对开放共享应该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是，仪器管理专业化队伍能力不足。在当今高校学科高速建设的过程中，大型仪器更新换代快，科

研需求多种多样，尤其高校的科研大都呈现出“高精尖”的态势，这对仪器管理的专业团队提出了更

高标准的要求，否则很难满足高校的测试需求。与此同时，还要维持仪器的正常运行，这就需要更专

业的仪器管理队伍的建设。同样地，由于高校用工紧缺、实验员队伍配置不齐，以及在设备开发创新

等领域的原创性、教育重视程度、经费投入水平还有诸多不足，专业素养过硬的实验人才具有较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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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导致当前实验员队伍在人员配比、学科背景等方面难以满足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的要求[2]。
以新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为例，不仅有中小型的分析仪器，还有十几台大型高精尖设备。虽然实现了

仪器的专管和大型仪器共享，但是仍有不少师生选择寄送外样给第三方测试机构。现在校外测试机构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得十分迅猛，以其简单快捷的模式，受到很多师生的青睐。一般大型仪器由于其精

密程度、操作流程较为复杂，加之高校不同的科研二级单位的测试需求多种多样，即使有专人专管，

但专业测试人员数量有限，也很难及时反馈测试结果。这就需要制定具体的分级管理流程，来解决以

上问题。 
因此，亟需解决在仪器共享平台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系统优化的方法和建

议，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的服务资源，并提升仪器的有效利用率。 

2. 平台运行管理的建议 

高校的分析测试中心是实现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3000 多万元，是校级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公共服务平台，也

是新疆大学分析测试技术、方法研发中心。中心现有的大型仪器，涵盖微区分析、材料结构与性能、无

机成分分析、有机成分分析等多个方向，可开展微结构与形貌分析、有机成分与结构分析、无机成分分

析以及材料的性能分析等服务。中心目前主要有低高倍透射电镜、环境和场发射扫描电镜、超导核磁共

振波谱仪、红外显微光谱仪、拉曼光谱仪、大型紫外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仪、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 射线荧光光谱仪、X 射线衍射仪、高分辨液相色谱质谱仪、全

二维气质联用仪、离子色谱仪、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大型分析测试设备，可为化学、化工、物理、

生物、资源环境、纺织、材料等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技术服务支持。 

2.1. 完善开放共享的全过程管理制度 

分析测试中心所有仪器设备均接入学校“互联网 +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用户可在网上预约并得到

全流程信息，但仍然存在测试结果回复不及时、仪器设备机时不饱满，也常因为不能及时进行仪器维修、

仪器更新不及时等无法满足科研需求，而遭到用户投诉的现象。 
因此，建议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

办法》《大型仪器设备维修更换管理办法》《专职仪器管理员工作考核办法》等制度，加强从费用管理、

仪器购置、仪器检修、报废等的全过程监管。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看似很容易管理，其实涉及的细节很多，

比如现在中心的反馈测试结果的途径主要通过邮件的形式，有的测试结果已经发送了，但用户查收不及

时就会过期。这样，可在平台上设置结果反馈渠道，建立一个强大的后台云空间，用来存储测试原始数

据，测试人员将结果上传至互联网平台后，由用户自行下载，用户可设置提醒，这样可实现测试的及时

性。所以平台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和解决互联网端的问题。 

2.2. 建设多级公共技术平台，提升服务能力 

一直以来，高校因学科多、跨度大，很难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的集中统一管理，现有平台没有合理的

反馈沟通渠道，师生只能间接反映问题，导致许多问题得不到重视，因而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应该设计

合理的线上反馈机制，可以留言具体到仪器的具体管理者，看能否沟通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需要有管理级来协调相关问题，比如一些技术难点这类的可采用远程指导的方式，如仪器配置跟不

上科研测试需求，这需要统一归纳及时向上反映，这就需要分级管理。一是因为高校长期存在“重购置，

轻管理”的现象[3]，二是不同仪器有不同的特点。一级是需要统筹谋划设备的购置和人员管理，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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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管理团队进行及时补充，根据需求提升人员技能；二级是平台管理，高校大型仪器种类繁多，这需

要进行统筹分配，具有相似功能或相同原理的仪器应归为同一平台。每一平台设置平台管理员，负责此

平台的仪器和人员的管理，由于仪器的相似性，可以对同一平台的仪器管理员进行一人多机培训，这样

平台中的仪器管理员就可以实现相互监督、共同促进的作用，既能实现人员互换，又可完善监督制度，

从而解决有的仪器使用率极高，而有的仪器使用较低的问题，这就可以从平台层面调整，尽可能使仪器

机时处于饱满状态。三级是仪器管理员，职责是负责仪器设备的维护，负责数据的测试分析，学生助理

岗的培训指导等具体工作。要想实现高校仪器资源最大化利用，建立完善的研究生助管制度是必走之路。

主要解决节假日及非工作日师生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既可以部分解放平台教师，又可以提升研究生

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可使许多使用率极高的设备如：X 射线衍射仪、荧光光谱、热重分析仪等，可达到

饱和机时运转，大大增加大型仪器的盈利。 

2.3. 仪器管理专业团队建设 

高校各学科从以前的“单一学科方向”向着“多学科方向交叉”发展。大型仪器设备的性能不断提

高，更新换代日益频繁，对仪器专职管理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先进的大型仪器必须配有高水平的人员

管理，才能保障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乃至开发新功能[4]。为此，分析测试中心建立了大型

仪器日常管理和实验室日常管理诸多任务，工作繁多、且任务重。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中心采用仪器管

理人员与研究生共同管理仪器的模式。中心仪器专人管理制度，对中心所有大型仪器全由中高级职称的

专职实验人员负责管理。仪器专人管理有利于保持仪器的完好率、提高仪器的使用率。同时，仪器设备

的保养维护是一件持续性不间断的工作，更是提高仪器的利用率，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措施之一。“专

人专管仪器”促使责任落实到人，专职管理人员负责仪器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与保养工作，这样才能保证

仪器设备高效运转。专管制度同时有利于提高仪器管理人员的科研水平，还能促进仪器新功能的开发。

同时，对仪器专管人员进行绩效奖励机制，重点在：仪器新功能开发、仪器及时维修维护、解决仪器故

障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管理人员。设立人员外出培训的专项基金，为仪器管理员提供外出培训的机会，

提升仪器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才能更好地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的共用共享。 

2.4. 加快实现智能化实验室建设 

智能实验室的建设，是为了实现大型仪器全天候开放功能。这样就可以解决，某些贵重的仪器过于

饱和，导致不能及时预约测试的问题。将仪器设备开放权限进行分级，部分操作复杂的精密设备仅在工

作时段开放，部分运行饱和操作简单的仪器设备可在非工作时段开放，让预约人员自主上机测试。实验

室安装门禁和摄像系统进行监管，与此同时，设置信誉积分模式，总分为 100 分，开始分数为仪器培训

考试得分，高于 60 分才可自主上机，此外每次操作出现违规行为，管理员可进行扣分，凡是分数低于

60 分的禁止进入智能实验室，只能通过再次培训，获得分数后才可再次进入实验室。实现智能实验室开

放模式后，在很大程度上可提升仪器利用率，减少管理人员的工作量。此模块可按需设置仪器设备开放

时间，提升仪器设备开放成熟。 

2.5. 设立专项基金，完善鼓励机制 

现在大部分高校都建立了高校大型仪器共享平台，采用线上送样预约的检测方式[5]。现在测试中心

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同时中心配有门禁系统、监控报警系统、网上共享预约等结合实验室仪器共享平

台管理系统和微信群、QQ 群、邮件等通讯工具掌握仪器预约的实时情况和仪器的状态。但是如果预约人

员不按照预约时间进行测试，便会影响后续的测试者，这就需要对仪器管理者开放权限，遇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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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时调整预约时间，协调各课题组对仪器设备使用的需求。分析测试中心也采取“以机养机”的模式，

即通过对仪器设备的有偿使用来满足仪器的运行成本，但实际上仪器所收取的测试费很难满足日常运营、

设备维修、正常养护的费用，这就需要建立专项的仪器维修基金，同时还要建立完整的仪器设备档案，

建立完善涵盖购置、验收、日常使用、检定校准、溯源确认、维修保养等内容的设备档案标准，及时

更新补充设备档案，确保设备档案与设备状态保持同步，才能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的问题溯源和及时整

改[6]。 
即使测试中心已完全接入学校的物联网大仪共享平台，但仍有大量的校内样品流失到校外第三方测

试机构，这需要建立校内测试激励制度，对于预存测试费金额较大的课题组，可以给予奖励，以此拉动

校内测试内需，提升测试收入。 

2.6. 设立合理的反馈机制 

通过在大仪平台中建立完整的留言机制和评价打分机制，可保障校内和校外的测试人员的权益，同

时合理的反馈机制，可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提升分析测试中心的测试实力，保障大型仪器共享平台

的高效运转。针对反馈情况可制定合理的奖惩措施，从而提升团队核心实力。周期性的开展培训活动与

交流活动，及时解决反馈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论。分析测试中心也应大胆走出去，多与当地企业、科研单

位建立合作关系，可将测试需求稳定的单位加入到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中，这样便可调动全疆的大型仪器

设备，实现互通有无、仪器资源利用最大化。新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于 2022 年底开放大仪平台评价体系

后，发现仪器使用机时明显上升。 

3. 结语 

大型仪器设备是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工具，对仪器设备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不仅关系到教

学，还影响到高校科研的发展，通过上述一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分析测试中心在优先满足教学的实践

需要和师生的科研需要外，还能承担扶持地方科研需求的重责。今后，高校仍然应重视大型仪器平台，

提高管理能力，仍然需要不断努力探索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的新思路，完善仪器设备管理模式，加强专业

管理团队的建设，多措并举，从而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充分地利用仪器资源，保障国有资产投入

的效益，更好地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致  谢 

感谢唐军正高级实验师、史岷山高级实验师、金永明高级工程师和崔银仓高级实验师对本文提出合

理的改进建议和意见，几位老师的新颖的观点为文章增色不少。 

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电子显微镜运行管理开放共享实验平台建设；项目编号：202381120002；项目级别：省

部级。 

参考文献 
[1] 孟国忠, 农春仕. 高校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实验室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例[J]. 中国林业教

育, 2020, 38(6): 13-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232.2020.06.003  
[2] 许安琪.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管理体系优化建设的思考[J]. 大众标准化, 2023(20): 51-53. 

[3] 孙毅超, 肖帅, 吴浩. 高校实验仪器设备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开放共享[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2, 41(2): 270-273. 

[4] 石春梅, 屈晓璐, 张红艳, 等. 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建设及运行管理——以园艺植物生物学

https://doi.org/10.12677/iae.2024.1220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232.2020.06.003


施敏 等 
 

 

DOI: 10.12677/iae.2024.122028 203 仪器与设备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例[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3(7): 50-53. 

[5] 李华, 孙书洪, 亓树艳, 等. 生物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与运行的探索[J]. 实验科学与技术, 2018, 16(1): 157-160.  

[6] 王梦蛟. 浅析基层环境监测站仪器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 仪器与设备, 2023, 11(4): 371-374.  
https://doi.org/10.12677/IaE.2023.114047  

https://doi.org/10.12677/iae.2024.122028
https://doi.org/10.12677/IaE.2023.114047

	优化高校大型仪器开放管理体系的建议
	——以新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Open Management System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in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平台运行管理的建议
	2.1. 完善开放共享的全过程管理制度
	2.2. 建设多级公共技术平台，提升服务能力
	2.3. 仪器管理专业团队建设
	2.4. 加快实现智能化实验室建设
	2.5. 设立专项基金，完善鼓励机制
	2.6. 设立合理的反馈机制

	3. 结语
	致  谢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