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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检测平台的构建及参加实验室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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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教育的创新发展以及 985工程 、211 工程 的建设, 各高校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这种形势下,部分高校的公共检测平台建设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而发展迅速, 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成

效。结合厦门大学公共检测平台的实际运行经验,对平台的构建、运行及参加实验室资质认定等方面遇到的

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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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and laboratory qualification

verification of public test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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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 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 ion and const ruct ion o f the 985 Project and the

211 P ro ject, univ ersit ies ar e confronted with new oppo 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 his situat ion, many

univ ersities! s public testing plat forms have already developed quickly and shown their own features and

effects. Based on the exper ience of the public testing platfo rm in X iamen Univer sity, pr oblems o f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labor ator y qualification verif ication ar 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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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来,由于国家对教育科技投入的增加, 一

些重点高校在 985 、211工程 的支持下, 大型仪器

设备显著增加。为了有效提高这些大型仪器设备的使

用效益,部分高校开始注重公共检测平台的建设, 构建

出各具特色的公共检测平台并取得了较好的运行成

效
[ 1 2]
。公共检测平台在对学校科研的支撑、高层次复

合型人才培养、促进学科交叉研究、为社会服务等方面

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3] 。部分高校的公共检测平台建设

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而发展迅速[ 4 5] 。本文结合厦

门大学公共检测平台近几年的发展, 对构建公共检测

平台及参加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遇到的问题进行了

探讨。

1 公共检测平台的构建

2004年以来, 通过 211工程 、985 工程等重点

建设项目的实施,厦门大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发展迅

速,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

2004年,全校理工科拥有 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是

497台, 价值 1. 7亿元,到 2009年 2月止, 已达到 1358

台,价值 5. 46亿元, 平均每年递增 172台,年递增金额

0. 75亿元。

如何使用好这些大型仪器设备, 提高大型仪器的

使用效率,确保测试数据的科学、准确, 为教学、科研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是实验室管理者一直在努力探

索的问题[ 6 7] 。

从 2004 年开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厦门大学

以部分理工科学院为基础,构建了院系联合型的公共

检测平台(分析测试中心) ,旨在最大程度提高大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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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使用效率和发挥对科研的支撑作用。该平台由化

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物理机电工程学院和海洋

与环境学院等 4个学院联合组成, 其中:化学化工学院

有 3个实验室加入, 即电镜实验室、X射线衍射实验室

和化学共用仪器平台; 生命科学学院有 1 个实验室加

入,即生命科学学院分析测试中心;物理机电工程学院

有 2个实验室加入, 即核磁共振研究实验室和半导体

检测实验室;海洋与环境学院有 3个实验室加入, 即物

理海洋实验室、海洋化学实验室和近海生态实验室。

该平台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直接管理,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校公共检测平台主任, 各

相关学院的分管院长受聘为校公共检测平台的副主

任。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公室设平台专职副主任和

业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负责平台的业务运转和日常

管理。经过近 5年的实际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平台运行取得的成效

2. 1 技术能力显著提高

院系联合型公共检测平台构建以来, 由于各院系

分平台已经同时成为了学科发展建设的组成部分, 这

样就充分发挥了各学科的专业技术优势, 使得各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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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构

成学校整体公共检测平台的检测技术能力优势。

目前,厦门大学公共检测平台拥有的大型精密仪

器由原来的 18台增加到 83台, 增加了 Varian NMR

System 500M H z 超导脉冲核磁共振谱仪、Avance #

400M H z核磁共振波谱仪、AVAN CE II 600MH z 全

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DRC e ICP MS、FACS Vantag

eSE流式细胞仪、BioT OF? Q 常压电喷雾源四极杆

飞行时间质谱仪、VARIA N 1200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

用仪 Nicolet380智能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IS Spectro

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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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由 31 人增加到 80人, 其中教授增

加了 10人,博士学位的技术人员增加了 20人,硕士学

位的技术人员增加了 16人,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增加

了 21人, 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增加了 12人, 其中包括

长江学者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各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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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项。测试拓展到化学化工、

物理机电、海洋与环境、生命科学、材料等领域。

2. 2 发挥出对科研的重要支撑作用

院系联合型公共检测平台的优势之一, 就是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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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年来, 厦门大学公共检测平台的各学科

分平台利用大型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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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aly t ical X! 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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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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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c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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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M H z核

磁共振波谱仪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70 篇, 500

MH z超导脉冲核磁共振谱仪完成的科研工作发表论

文 75篇等。

公共检测平台同时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优质的测

试服务和数据支持,仅 2008年, 公共检测平台的化学

分平台科研测试机时就达到 36 869 h, 提供检测数据

36 488个; 生命科学分平台科研测试机时达到

11 605 h, 提供检测数据16 079个; 物理分平台科研测

试机时达到1 964 h,提供检测数据8 681个; 海洋与环

境分平台科研测试机时达到793 771 h,提供检测数据

28 445个。同时在保证完成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前提

下,发挥技术优势,为数十家企业提供了技术服务。上

述数据表明,这种院系联合型公共检测平台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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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促进学科交叉研究

厦门大学公共检测平台目前由 4个理工科学院的

9个实验室组成, 即电镜实验室、X 射线衍射实验室、

化学公用仪器平台、生物专项实验室、核磁共振研究实

验室、半导体照明检测实验室、物理海洋实验室、海洋

化学实验室、近海生态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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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检测平台拥有大型的色

谱、质谱、色质谱联用、光谱、电镜、核磁、流式细胞分析

等仪器设备, 这就为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基础。

几年来,我们利用这些仪器设备开展了多项多参数综

合测试,为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可靠找到了科学依据。

平台运行的实践证明,院系联合型公共检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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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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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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促进了学科交叉发展。

2. 4 培养本科、硕士及博士生的开放平台

为了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并为学

校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人才发挥作用,公共检测平台

的所有仪器设备均面向本科、硕士、博士生及青年教师

开放。学生和青年教师可以得到更多的操作大型仪器

设备的机会,从而掌握多种仪器的分析方法和更加广

泛的实验操作技能, 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

促进了师生们进行新方法和新学术增长点的研究和交

流。通过公共检测平台的开放共享, 使得学校公用的

大型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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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实验室管理水平和技术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校公共检测平台的管理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办

公室)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

业务培训,以纳入管理体系的各学院实验工程技术人

员为主要培训对象, 同时吸纳愿意参加的管理体系以

外的实验工程技术人员, 旨在提升全校实验工程技术

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仅 2009 年上半年就有

校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物理机电工程学院、

海洋与环境学院、能源研究院等单位 60余名实验工程

技术人员,参加了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及实验室

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对于考核合格者,发放

校继续教育证书并记录学时,作为职称评聘等的参考

依据。对于新参加工作或换岗的教师, 组织进行岗前

培训,对于研究生上机操作进行上机操作培训,对考核

合格者发放上岗证书或上机操作证书。近 3 年时间

里,已为 100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发放了上岗证书或上

机证书。我们同时注重通过参加实验室资质认定, 提

升我校实验室整体的管理水平。目前, 联合型公共检

测平台上的院系教师都能够深入理解资质认定管理体

系的要求,无论是在教学实验中还是对外测试服务的

日常工作中,都能够自觉地按照管理体系的要求规范

地完成相应技术工作, 如在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自

校准)、实验室环境条件的维护、检测方法的应用、标准

物质的管理、质量控制措施的应用、检测报告的编制及

原始记录等方面。

3 院系联合型公共检测平台的资质认定

3. 1 平台的组织机构

由校长授权并任命平台主任和副主任, 平台主任

兼任技术负责人,副主任兼任质量负责人,各学院提名

实验室主任人选,由平台主任批准。由各院系的教授

组成公共检测平台学术委员会, 负责技术仲裁和重要

文件的审批。平台的管理层设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实验室分布在相关学院。在相关学院设置兼职计

量认证秘书 1人,负责所在学院分平台的计量认证日

常工作,并接受校平台管理层的业务指导。

3. 2 平台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我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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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为保证分析测试的质量,新

组成的院系联合型的公共检测平台, 由各学院的教授

担任所属测试领域的授权签字人, 平台主任任命 21名

内审员、15名监督员、10 名安全员、11名仪器设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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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校平台管

理层每年至少组织完成一次跨院系间的质量体系内部

审核,从每个学院抽调内审员组成内审组,对各学院纳

入校平台管理体系的实验室进行全要素的互审。对审

核中发现的问题,校平台管理层以文件形式进行通报,

并要求存在问题的实验室进行整改。通过开展跨学院

间的互相审核, 使得各学院间的实验室能够互相学习、

借鉴、取长补短,及早发现并解决实验室安全隐患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从而有效促进了各学院实验室管理水

平的共同提高。

为了检验我校公共检测平台的检测能力和数据的

准确性, 我们在 2008 ∀ 2009年, 2次主动申请参加国

家认监委组织进行的能力验证工作。按照能力验证的

承办单位 ∀ ∀ ∀ 国家粮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中心和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要求, 完成了 大米中 Cd 含

量 及 生活饮用水中 Fe和 M n含量 的检测任务。校
公共检测平台(厦门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被能力验证组

织单位评价为结果满意单位。同时, 我们利用联合型

检测平台的优势,开展了 18项学院间的实验室比对试

验和同一样品的多指标参数的综合测试, 其中化学化

工学院分平台完成 2 项, 生命科学学院分平台完成 9

项,海洋与环境学院分平台完成 3项,物理机电工程学

院分平台完成 4 项, 使用了 VARIAN 1200三重四极

杆气质联用仪、德国 IS Spect ro320光谱仪等大型仪器

设备 20台。比对试验均取得满意结果,为确保检测结

果的准确、可靠提供了科学依据。

3. 3 通过国家级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

2004年,刚刚构建的院系联合型的公共检测平台

就以优异成绩首次通过了国家级计量认证评审; 2007

年,我校公共检测平台又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国

家级实验室资质认定监督和扩项评审; 2009 年, 再次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通过国家级实验室资质认定复查评

审。在这 3次评审过程中,评审组都充分肯定了我校

公共检测平台取得的工作成绩, 并对我校公共检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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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构建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评审组认为, 我校公共

检测平台的这种模式在全国是做得比较好的,具有前

瞻性, 可以作为示范在全国进行经验交流。评审专家

一致认为,在全国高校公共检测平台的实验室资质认

定工作中,厦门大学取得的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4 院系联合型公共检测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 1) 目前由于纳入学校公共检测平台管理体系的

各学院实验室的软硬件条件不同, 人员技术能力也存

在差异,就使得院系联合型的检测平台存在着各实验

室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因此要求学校实验室主管部门

科学调配实验室资源,避免重复购置,最大程度地提高

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益和开放共享水平, 促进各院系实

验室的协调发展。

( 2) 公共检测平台仍然存在着技术队伍需要稳定

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指出: 百年大计, 教

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我们要切实加强实验工

程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大力开展业务培训工作,提升队

伍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提高实验工程技术人员的

待遇,维护队伍的稳定性。

( 3) 联合型平台人员队伍发展迅速,交流频繁,仪

器设备增加,测试项目也不断增多,将面临维持管理体

系有效运行的工作量和运行费用增加的问题。

( 4) 要不断提高公共检测平台的共享和开放水

平,一方面为学校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另一方面实施 走出去 战略,实现高校服务区域

发展的职能和责任, 加强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合作,积

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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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继续加强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 这是实现学

校服务区域发展的要求, 也是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 [ 8] , 从而更加有效地为学校的教

学、科研服务。

我校公共检测平台的工作是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的,对于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我们

将继续深入调研分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着力解决

制约平台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 不断增强服务科研和

区域发展的能力,提升技术培训能力, 并本着为教学、

科研提供优质服务的理念,为促进公共检测平台实现

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断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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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生产实习是高校完成本科人才培养计划、实

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对实习过程中的种种

困难,加强生产实习管理, 提高学生的实习效果,对于

高校来说,是一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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