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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国家科技发展的要求 , “985”、“211”工程的投入 , 使各高校分析测试中心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 新形势下如何应

对 , 使其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高新技术开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寻找能够适合测试中心可持续发展的管

理和运行模式 ,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文中结合厦门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的实际运行经验 , 在分析测试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

以及如何为教学、科研发展和学科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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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with the input of the“985 p roject”and the“211 p roject”to u2
niversities in China, most of the analysis and test cente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well. In

order to p lay a sustainable role in subject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 and high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test

centers need to solve the p roblem s of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Based on the p 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management and running a2
nalysis and test center in Xiamen university in the past years, this paper exp lores the following respects: how to set up a new manage2
ment and operation mode on analysis and test center, how to p romote its effectiveness to subject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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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 部分高校利用世界银行

贷款购进了一批先进的大型理化分析仪器 , 成立了

分析测试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 , 对大型仪器进行

集中管理。多年来 , 中心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

支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 随着行业测试

机构的快速发展 , 检测市场竞争激烈 , 加上测试中

心人才大量流入教师队伍等原因 , 使得中心的技术

能力没有得到继续加强和提高 , 仪器设备得不到及

时的维护和更新换代 , 导致了有些中心解体或并入

其他部门。

本文以厦门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近几年的发展 ,

结合采取“集中管理、分散运行、开放共享 ”的管

理和运行模式的创新尝试 , 对分析测试中心的运行

模式和发展思路进行探讨。

2　中心管理和运行模式的创新尝试

厦门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始建于 1982年 , 是利

用世界银行贷款购进一批大型理化分析仪器而建立

的 , 20多年来 ,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地方经济

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测试服务。近年来 , 通过

“211”、“985”工程项目的建设 , 分析测试中心的

大型仪器设备得到显著增加 , 拥有 X射线扫描微

探针电子能谱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环境扫

描电子显微镜、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等大型仪器

设备。通过中心的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运行 , 逐渐

反映出这种大型仪器设备的运行模式不能够与学科

紧密结合、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 , 不利于培养高

水平、复合型的人才。同时也出现了学校的大型仪

器设备购置需求重复、仪器机时利用率偏低等问

题。如何更加充分发挥大型仪器的作用 , 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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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率 , 更好地为学校的教学、科

研、科技开发服务 ,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 成为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 2004年开始 ,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 中心

采取了对大型仪器设备进行集中管理 , 同时将这些

大型仪器设备分散在各个学科的测试平台上运行 ,

由学科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 , 并通过各

学科测试平台的开放共享 , 服务于教学、科研、科

技开发和地方经济建设。这种对大型仪器设备进行

集中管理、分散运行、开放共享的管理模式 , 经过

3年多的实际运行 ,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效果 , 也

出现了一些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3　集中管理、分散运行、开放共享的成效

311　技术能力显著提高

分析测试中心采取“集中管理、分散运行、开

放共享 ”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后 , 由于测试中心的分

平台已经同时成为学科发展建设的组成部分 , 就充

分发挥了各学科的专业技术优势 , 使各分平台从大

型仪器设备、技术人员队伍、测试领域和项目到技

术能力都发展迅速。同时迅速发展的各分平台在

“集中管理 ”下 , 又形成了测试中心整体的技术能

力优势。

目前 , 中心拥有的大型精密仪器由原来的 18

台增加到 83 台 , 增加了 Varian NMR System 500

MHz超导脉冲核磁共振谱仪、AvanceⅡ400 MHz核

磁共振波谱仪、AVANCE II 600 MHz全数字化核磁

共振谱仪、DRC - e ICP - MS、FACS VantageSE流

式细胞仪、B ioTOF ( r) - Q常压电喷雾源四极杆飞

行时间质谱仪、N icolet380智能型傅里叶红外光谱

仪、HR4000CG - UV - N IR光纤光谱仪、气相色谱

仪、液相色谱仪、液质谱联用仪、离子色谱仪、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荧光分析仪等 , 仪器设备

总价值也由原来的 2 500 万元增加到目前的

7 134万元。检测实验室由原来的 4个增加到 9个

(分平台 )。专业技术人员由 31名增加到 80名 ,

其中教授增加了 10名 , 博士学位的技术人员增加

了 20名 , 硕士学位的技术人员增加了 16名 , 高级

职称的技术人员增加了 21名 , 中级职称的技术人

员增加了 12名 , 其中包括“长江学者 ”、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各 1名。

有资质提供测试服务的检测项目由原来的微

区、生物专项分析、海洋水文 3类 14项 , 增加至

微区、生物专项分析、海洋调查、有机物分析、无

机物 (元素 )分析、半导体检测等 6类 125项。测

试领域拓展到化学化工、物理机电、海洋与环境、

生命科学、材料等领域。

312　对科研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科学研究离不开仪器设备 , 中心通过将集中管

理的大型仪器设备分散在学科平台上运行并开放共

享 , 使大型仪器设备更充分地发挥出作用 , 成为科

研发展的有力支撑。3年来 , 中心各学科平台利用

这些仪器设备 , 完成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课题。

如利用 LCQ型液相质谱仪完成的科研工作已

发表论文 64篇、利用 Panalytical Xπpert PRO多晶粉

末 X射线衍射仪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80篇、

JEM100 CXⅡ透射电子显微镜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

论文 50篇、LEO1530场发射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

镜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98篇、Tecnai F30场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65

篇、XL30ESEM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完成的科研工

作发表论文 25篇、Quantum - 2000X射线扫描微探

针电子能谱仪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134篇、

400MHz核磁共振波谱仪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70篇、500MHz超导脉冲核磁共振谱仪完成的科研

工作发表论文 75篇等。同时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

大量的数据支持 , 完成化学领域的教学科研测试数

据 1414万个 ; 生命科学领域的教学科研测试数据

415万个 ; 物理领域的教学科研测试数据 1213万

个 ; 海洋与环境领域的教学科研测试数据 19万个。

上述数据表明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可以促进教学、科

研的发展 , 而且可有效避免目前国内高校通用大型

仪器重复购置、大型仪器机时利用率偏低而造成的

资源浪费现象 , 还利于统筹安排解决“985”和

“211”经费购置的大批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问题。

313　促进学科交叉研究

中心原有电镜、X射线衍射、生物专项及物理

海洋实验室 , 在新的管理模式下专业技术队伍发展

迅速 , 检测领域得到拓展 , 又新增加了核磁共振研

究实验室、化学公用仪器平台实验室、海洋化学实

验室、近海生态实验室和半导体照明检测实验室 ,

目前共有 9个实验室 (测试分平台 )。新模式下的

这 9个实验室已经成为学科发展建设的组成部分 ,

涵盖了化学、物理学、海洋学、环境科学、生命科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5个一级学科 , 1个二级学

科。原有的仪器设备主要是电镜类和能谱类 , 只能

对物质的微区、表面形貌、成分和结构进行分析 ,

而新模式下的仪器设备除了电镜类和能谱类 , 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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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元素分析仪、核磁共振波谱仪、DRC - e ICP

- MS、傅里叶红外光谱仪、质谱仪等 , 可以对物

质进行微区、元素定性、定量、结构等多参数综合

测试分析。因此 , 通过对这些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

备进行集中管理、分散运行、开放共享 , 有利于促

进各学科师生利用这些大型仪器设备进行学科交叉

研究 , 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以及不同学科间的优势

互补 , 有利于通过关注最新热点问题 , 开发新的实

验技术和研究方法 , 从而促进学科交叉发展 , 解决

校内、外科研难点问题。

314　促进高层次、复合型的人才培养

采取新的管理模式后 , 中心在为人才梯队建设

提供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原有管理模式

下 , 中心的大型仪器设备被看成是贵重物品 , 本

科、硕士、博士生们很少有机会实际操作大型仪

器。通过开放共享 , 为他们提供了这一平台 , 使他

们可以掌握多种仪器分析方法和更加广泛的实验操

作技能 , 并培养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

同时 , 促进了师生进行新方法和新学术增长点的研

究和交流。通过为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提供相关

仪器设备的上岗资格培训 , 为研究生提供上机操作

培训 , 仅 2007年就有 75名教师和研究生获得了上

岗证书。这就使公用的大型仪器更加有效地为全校

大多数教师和学生服务 , 培养了一批复合型的专业

技术人员 , 夯实了学校未来发展的基础。

315　中心运行质量的保证

为保证分析测试的质量 , 中心按照 GB /T

15481 - 200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

和《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的要求重新建立了

质量管理体系 , 由学校任命各分平台负责人为中心

副主任 , 为分散运行的中心提供了组织保障。由中

心主任任命的内审员、监督员、仪器设备管理负责

人等分布到每个实验室 , 按照管理体系文件规定履

行职责 , 成功完成内审和管理评审等工作 , 使中心

管理体系能够充分有效地运行。2007年 , 新模式

下的分析测试中心 , 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国家

认监委进行的实验室资质认定监督和扩项评审。

316　创新的管理模式表现出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创新的管理模式需要有创新的管理方法。

新的管理模式下 , 专业技术人员是分散在各个学科

的测试平台上 , 这就给中心的管理增加了成本。如

何以最小的管理成本产出最大的管理效益 , 并使测

试中心整体上能够按照管理体系的要求规范有效地

运行 , 协调解决中心整体测试任务和学科教学、科

研任务的矛盾 , 确实需要有切实有效的方法。

(2) 在学科发展的带动下 , 使中心的各分平

台仪器设备和测试方法发展迅速 , 这种前沿的测试

技术和拓展的测试领域对中心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 如何适应并推动学科的发展同时发挥整体的

技术优势为教学、科研和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服

务 , 成为中心管理者反复思考、探索解决的问题。

4　新管理模式下分析测试中心的发展思考

(1) 树立高水平的分析测试中心能够对学校

的学科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 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

流的分析测试中心的思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

持活力 , 以高效率的设备共享模式成为学校的基础

支撑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大学

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过程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2) 高水平的科研和专业技术人员是中心可

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仪器使用者的技术能力决定

了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水平 , 高水平的技术人员需

要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积累。高水平的科研和专业

技术人员难培养、易流失 , 应当充分重视专业技术

人员队伍的稳定问题。

(3) 设立分析测试基金和维修维护基金 , 推

动大型仪器延长开放时间、提高使用效率。坚持大

型仪器设备有偿使用 , 以避免低水平滥用。通过设

置分析测试基金有效减少教师之间、教师和学校在

设备运行中出现的供需矛盾 , 对重点研究方向给予

政策倾斜。设立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基金并与设

备使用效益挂钩 , 以减少仪器维修的停机时间、有

效保障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时间的增加。

(4) 加强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和分析测试中

心日常工作的结合。继续通过参加实验室资质认定

提高分析测试中心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 并注重

发挥各学科平台的专业技术优势 , 形成测试中心整

体的技术能力 , 更好地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

同时 , 发挥高校的社会效益 , 为地方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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