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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large-scale precision instrument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
opment of management mod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maximization of instrument valu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use 
and operation of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platform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in our university,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opening and sharing platform for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ies. The 
network technology realizes the interactive connection of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platfor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nodes and the complex data of each no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st team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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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公用类精密仪器的开放共享是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仪器价值的最大化转移，保证大型

仪器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介绍了我校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建立、使用及运行情况，总结了开放

公用类大型仪器网络共享平台的经验，网络技术实现了共享平台科、管互动，完成各节点复杂数据的有

机连接，测试队伍的建设及仪器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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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型仪器开放管理的背景 

大连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1999~2000 年教育部对 56 所直属高校贵重仪器效益进行调查，不合格的占三分之一。2000 年我学校主管

领导针对大型仪器人机率低的实际，提出开放贵重公用类大型仪器，提高使用效率的构想，首选学校办学

实力最强的院系之一，也是教育部世行贷款购置精密贵重仪器集中的化工学院进行试点[1] [2] [3] [4] [5]。 

1.1. 大型仪器的使用频率是反映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 

大型仪器是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反映学校综合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

的大型仪器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种先进的、可行的、有效的管理机制，

以提高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益，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出重武器的作用。随着“211”工程、“985”
建设的不断深入，学校的大型仪器迅速增加，提高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率迫在眉睫。 

1.2. 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是撬动仪器使用效率的杠杆 

2000 年始，根据仪器的消耗记录，跟踪调查化工学院分析中心、精细化工的公用类贵重仪器的运行

情况，制定出了零利润，成本运行的收费标准。2001 年 9 月 3 日学校颁布了《关于在化工学院分析中心

和精细化工实验室进行公用仪器设备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附：收费标准)大工办发[2001]59 号。新的收

费标准打破了大型仪器测试收费高门槛的壁垒，激发了科研人员使用大型仪器的积极性，测试样品数急

剧增加，开放试点的第一年，测试样品数过万个，比开放前增加了 4 倍多。发挥了大型仪器在教学科研

中的作用。2003 年 10 月 14 日，学校校办颁布了《化学分析测试中心材料测试分析中心公用贵重仪器设

备执行新收费标准的通知》大工办发[2003]126 号。标志着大型仪器正式投入开放，鼓励科研人员，特别

是学生积极使用公用类开放的贵重仪器设备，发挥大型仪器的效能。 

2. 我校大型仪器开放网络共享平台的建设 

2.1. 利用网络技术替代了手工传统操作 

随着开放业务量的剧增，传统的操作难以应对，2003 年开始筹建大连理工大学大型仪器开放网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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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以下简称“网络管理平台”)，独立开发设计，经反复修改，2004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建立了

四大模块 
(1) 课题负责人模块：个人资料的设置、学生测试的管理、学生经费的设置、允许学生使用的仪器设

置；预约样品、查询记录、使用经费的情况、使用仪器的情况(图 1)。 
(2) 学生模块：个人资料设置、密码修改、信息沟通；预约仪器、查看记录、预约情况、历史记录(图

2)。 
(3) 仪器管理员模块；个人资料设置、查看修改个人资料；预约管理、批复预约、调整预约时间及样

品、仪器管理、发布仪器信息、设置仪器测试时间及样品数、统计记录、错误修改(图 3)。 
(4) 系统管理员模块(图 4)：个人信息设置、修改资料、查看信息、发布消息；用户管理、仪器信息

的管理(增、删、改)；仪器管理员的信息管理(增、删、改)；统计记录、仪器运行情况的记录统计、测试

人员工作量的记录统计、经费使用的记录统计[6]。 

2.2. 网络开放共享平台实现了科、管实时互动，仪器资源共享 

我校的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有我校经费账号的教师均可实名注册登陆、通过审核后可即时了解

预约仪器的信息进行测试、随时查看统计各类数据、收费等完整的数据连接。完成对校内外的测试样品

的预约和收费、仪器使用记录汇总和评价、仪器管理员工作量的汇总、教师及学生使用仪器情况的明细 
 

 
Figure 1. Subject head module diagram 
图 1. 课题负责人模块示意图 

 

 
Figure 2. Students module diagram 
图 2. 学生模块示意图 

课题负责人模块

个人资料设置预约样品 学生测试的管理

查询记录 学生经费的设置

使用经费情况 学生使用仪器设置使用仪器状况

学生模块

密码设置 预约情况资料设置

预约仪器信息沟通 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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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struments administrator module diagram 
图 3. 仪器管理员模块示意图 

 

 
Figure 4. System administrator module diagram 
图 4. 系统管理员模块示意图 

 
和汇总等功能。管理员可以调阅上述任意时间区间、任意范围内的数据。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可实时互

动，实现了资源、信息等智能化管理，仪器资源的开放共享。 

2.3. 我校网络开放共享平台应用情况和效果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网络平台自上线使用，实现了公用类贵重大型仪器的开放共享，在线实时统计，

解决了各节点连接及各种复杂的数据处理。 
(1) 注册用户覆盖了校内的土木、电气、力学、材料、物理、机械、汽车、航天、水利、化工、生命、

环境、能动、盘锦校区等 14 个部门，434 个科研组。 
(2) 同时完成外院校，科研院所的社会化服务。 
(3) 解决了空机率问题，仪器是用的不是摆样子的，开放前的空机率高于 60%，现在低于 10%，实

现了实时在线了解仪器各种状态，合理规划时间，假期可正常测试。 
(4) 开放仪器的有效机时、测样机时年平均值已超过 2000 小时，远高于教育部 1600 小时的标准。 
(5) 空驶率降低使仪器寿命显著提高(1984 年的 X 射线衍射仪已服役 30 多年仍在开放使用)仪器的价

值得到充分转移,经济效益显著增加。 
(6)《大型仪器开放网络管理平台》完成测试样品统计表(表 1，图 5)。 

个人资料设置

查看修改个人资料 预约管理 仪器管理 统计记录

发布仪器信息 批复预约 调整预约及测样
设置仪器测试时间

及样品数 错误修改

仪器管理员模块

个人信息设置

修改资料

查看信息

用户管理

发布消息

仪器管理 仪器管理员管理

核对注册

仪器信息增改

经费统计

年终收费 仪器运行统计

管理员信息增删改

工作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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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st sample statistics 
表 1. 测试样品统计表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样品数(万个) 1.6 2.4 2.6 2.9 4.2 4.6 6.9 7.2 8.1 10.4 10.2 10.8 11.2 

测试费(万元) 30.6 51 53.7 68.6 88 106 114 120 187 260 270 370 430 

仪器数(台) 55 56 56 56 56 56 56 56 58 69 69 49 49 

 

 
Figure 5. The diagram of test sample statistics 
图 5. 测试样品统计示意图 

 
(7) 共完成测试样品数 83.1 万个，测试费总收入 2148.9 万元。2016 年测试样品数超过 11 万个，是

开放第一年 2001 年(1.08 万个)的 10 倍，是共享平台上线的 2004 年的 7 倍，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及社会化服务，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中，校内占 90%，校外的社会化服务占 10%。我校 10
年来影响因子 5.0 以上高水平文章 40%采用了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仪器的测量数据，为重大科研攻关

项目的完成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保证。 

3. 加强共享平台的测试队伍建设，提高大服务水平 

3.1. 稳定的、高水平、研究型的测试队伍是平台高效、长期快速发展的关键 

由于现代仪器的服务内容和对象涉及到多学科和不同的专业，一门课或者一项科研课题的完成，需

要多学科的研究人员互相配合，加之现代仪器的复杂结构和精密，科技含量高，必须具有相当技术水平

和实际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和维护，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型的测试队伍[7]。开放共享平

台要充分发挥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作用，组成一支由教师、研究人员、分析测试人员、仪器维修、维护人

员，科学管理人员组成的跨学科的科技队伍。以研究促发展，以研究带服务，不断提升分析测试服务水

平。共享平台开放的成功吸引了更多有才华的年轻教师加入平台建设，同时选拔出了优秀的学生留到测

试平台工作(硕士 4 人，博士 6 人)，为测试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现有专职测试人员 25 人，平均年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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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正高 2 人、副高 9 人，工程师 11 人。 

3.2. 仪器专管员的工作成绩综合评价 

(1) 完成样品数量作为仪器专管员工作评价的重要标准，同时要考虑到收费总额(仪器收费标准不

同)、工作量(开放的仪器或委托测试，仪器自动测试或专管员测试、样品的前处理等)不同的仪器加权计

算，这是对专管员的工作量调节、奖励的基本依据[8] [9]。 
(2) 包括仪器的保养情况、用户满意度(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能力)以及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要

求。 
(3) 年终奖励 每年 10 月份统一收取年度测试费，从中提出(20% ~ 25%)的奖励基金，评出 6 个等级，

年终组织测试人员召开总结会，对测试人员进行奖励。 
(4) 选派优秀测试人员参加相应培训，提升服务质量。 

3.3. 激励机制是对测试人员的工作热情的基本保障 

(1) 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开放 10 多年来，学校在评定职称方面，向公用类服务平台的测试人员倾

斜，为整体的发展提供了上升空间。 
(2) 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到第一位，以老带新，老教师以传帮带的形式，引导年轻人尽快掌握测试方法，

独立操作；年轻人也以新的知识结构引领平台快速发展，避免了退休引起的技术断层(平台已退休 5 人，

其中副高 3 人)。 
(4) 充分发挥老教师的示范作用，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影响着新入职的年青人，年轻人的工作热情，

带来平台上的活力。 

3.4. 大型仪器共享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取决于测试人员的技术力量 

(1) 建立起服务第一的思想体系，相对应的各项规章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服务工作”。 
(2) 狠抓服务质量，质量是生命线，没有可靠的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将是短命的。 
(3) 服务能力和服务态度是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发展的动力，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科学严谨的技

术数据是平台发展根本所在。 

4. 建立科学合理的大型仪器评价体系，推动共享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4.1. 大型仪器使用效益评价 

有效机时(=测试时间/额定机时)作为仪器效益评价的重要标准。同时用仪器每年完成的样品数和平均

机时消耗数(=测试时间/完成样品数)作为细化的效益评价标准，完成的样品数多表示对该仪器的需求及其

工作量都大，平均机时消耗数小表示仪器的工作效率高。仪器效益评价对仪器的配置、调配或增补都具

有参考价值。 

4.2. 完成样品数与仪器需求及工作量成正比，平均机时与工作效率成反比 

测试样品数的多少直接反映出测试人员的工作水平及服务质量，同时反映出用户对仪器的需求量。

测试人员所测的样品数多少，就放映出他的工作量大小，同时放映出用户对该仪器的需求大小。平均机

时多少是反映工作效率的另一个指标，平均机时越高，效率越低。 

4.3. 仪器的完好率是开放共享的必备前提 

仪器的性能和技术指标是保证测试数据稳定的基本保障，管理员定期对仪器进行校验审核，定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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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保养，确保仪器测量的技术指标、灵敏度及准确性的稳定，精度降低的及时调整修复。 

5. 结语 

我校通过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网络平台十几年的建设与运行，仪器测试样品数连年上升，仪器的使用

率也同步增长，2016 年的测试样品数是 2001 年(1.08 万个)的 10 倍，达到了 11 万个，年平均机时超过了

2000 小时。实现了集中管理、专管共享、开放服务、网上预约、合理收费的管理模式[10] [11]。解决了

贵重仪器使用效率低的关键问题，使大型仪器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充分发挥了大型仪器在高层次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化服务方面的作用。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大量准确的科学数据，为高水平的科研项

目提供了技术支撑。解决了仪器维护维修难、测试人员培训、提职难等普遍存在的问题。使大型仪器开

放共享平台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受到了广大师生用户的一致赞扬。为共享平台管理模式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随着 211、985 工程的持续推进、重点学科建设的深入拓展，公用类大型仪器将

得到更大的投入，贵重仪器的开放也将迎来新的一轮快速增长期，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将迎来新的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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