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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 国家层面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一些举措

• 东南大学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具体实践

•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一些个人心得体会



• 大型仪器设备是各个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社会

服务的重要支撑条件，近年来，随着985、211、重点

实验室、优势学科、品牌专业、双一流等专项经费投

入，各高校设备资产总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

贵重仪器设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

升，这对于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科研实力、增强社会

服务能力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现状



• 为提高大型仪器使用效益，其开放共享工作也逐渐得

到了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早在2004

年国家发改委就立项建设了“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和优

质资源共享系统”（CERS），很多省级主管部门也相

应建设了“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带动

各高等学校先后开发了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管理系统，

从而形成了国家、区域、高等学校多层次的大型仪器

共享管理体系，这对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提高资

源使用效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



省市级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



CERS项目

• 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

– 英文缩写：CERS(China Education & Equipment Resources System)

–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在“十五”期间共同发起的“211工程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之一

CERS二期建设

 重点支持大型仪器共享，建设30个示范机组

 重点推动校级平台建设，实现大型仪器资源校际互通。支持和推动

“211工程”高校建立或完善校内大型仪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信息
化管理系统。66所高校参与。

 共享服务软硬件平台建设

 共享服务体制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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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数量 学校 省市 数量 学校 省市 数量 学校

北京 12
清华大学 江苏 5 南京大学 黑龙江 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2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江南大学 山东 2 山东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陕西 5 第四军医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安徽 2 安徽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西北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新疆 1 新疆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甘肃 1 兰州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湖南 4 湖南大学 青海 1 青海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山西 1 太原理工大学

上海 6
华东理工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吉林 1 吉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南大学 重庆 1 重庆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天津 3 南开大学 浙江 1 浙江大学

上海大学 天津大学 江西 1 南昌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贵州 1 贵州大学

同济大学 四川 3 四川大学 福建 1 厦门大学

湖北 6
华中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广西 1 广西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广东 3 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校际互通项目分布于24个省市自治区，66所高校参与



CERS建设成效

• 加入设备：14000余
台套设备，价值121

亿元

• 工作日日均访问量约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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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推进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工作

习近平2014年10月2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
的意见》，(国发(2014)70号文。

习近平指出，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建设问
题比较突出，闲置浪费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不高。
要从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高度，通
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把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
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更好的为科技
创新服务、为社会服务。



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科研设
施与仪器、统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业化、网络
化管理服务体系，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制度
、标准和机制更加健全，建设布局更加合理，开
放水平显著提升，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的问
题基本解决，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主要目标



科研设施与仪器包括大型科学装置、科学仪
器中心、科学仪器服务单元和单台套价值在50万
元及以上的科学仪器设备等，主要分布在高校、
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及大型科学设施中心等研究实验基地。

适用范围



1.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都纳入统一网络

平台管理。

2.按照科研设施与仪器功能实行分类开放共享。

3.建立促进开放的激励引导机制。

4.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

5.加强开放使用中形成的知识产权管理。

6.强化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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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措施

。



激励引导机制

管理单位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可以按照成本补
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材料消耗费和水、电等运行费，
还可以根据人力成本收取服务费，服务收入纳入单位预
算，由单位统一管理。管理单位对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
向社会开放服务建立公开透明的成本核算和服务收费标
准，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对于纳入国家网
络管理平台统一管理、享受科教用品和科技开发用品进
口免税政策的科学仪器设备，在符合监管条件的前提下
，准予用于其他单位的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
。探索建立用户引导机制，鼓励共享共用。



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现状

截至2015年底，我校仪器设备资产总

计136,508 台（套），总值约26.26亿元，

其中10-40万2297台（套），总值4.91亿

元；40 万元大型仪器设备947台（套），

总值约11.15亿元，占比42.5%。



近5年大型仪器设备数量增长情况(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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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组织管理体系

管理层级：学校、院系、实验室三级管理

管理模式：

1）统管（由校级和院系级科研条件平台统一管理）

2）专管（由研究团队中专人管理）

开放体系：虚实互补

1）实体平台，校级平台、院系平台和独立机组三类

2）虚拟平台，开放共享网络管理系统



校级平台

院系级平台

实验室/专业平台

学校大型仪器实体共享平台

分析测试中心、云计算中心2个校级共享
平台（筹）

土木交通、电子信息、机电综合、生命
科学及医学等院系级共享平台

各实验室、项目/课题组仪器设备



分析测试平台

东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成立于1983年，隶属机

械工程系；1989年组建新的校级分析测试中心，挂

靠设备处，副处级建制；2003年进行机构调整，

以校级平台运行，行政挂靠材料学院。目前正整

合资源，成立校级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测试中心目前按申请国家级资质认定资质

的在册人数为26人，其中在职在编人员18人，聘用

人员8人。现有仪器设备价值4600余万元。



分析测试平台建设目标

• 分析测试平台主要开展材料的组成、结构、形貌及物
质的理化性能为主的测试分析研究，服务于材料、化
工、物理、电子、机械、生医、医学等学科。

• “十三五”期间，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计
划投入3000-4000万元购置核磁共振谱仪、X射线光
电子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高分辨率透射电子显微
镜等一批共享性好的高端仪器设备，大力提升分析测
试中心对我校相关学科领域支撑能力，建成装备精良
、高度共享、机制顺畅的国内一流的分析测试平台。

2016-12-26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1



东南大学云计算中心

• 经费总投入3000万元，配备279个计算节点，总
计约4500CPU核。共享存储系统配置裸容量为
900TB的存储。整个集群的理论峰值浮点计算能
力为每秒37万亿次。

• 目前平台主要用于AMS实验的数据重建、数据仿
真和分析计算，为AMS分配2500CPU核，平均
计算负荷超过95%，使用存储容量近500TB。包
括2000CPU核和400T以上的存储其他资源，为
全校相关学科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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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综合平台
围绕机械加工、机器人、自动控制、精密

仪器、测控技术、新能源技术、电力自动化等
研究领域建设以加工制造为主体的共享平台。
该类设备主要以微纳加工设备、机器人、伺服
转台、振动台等机械设备组成。主要分布在机
械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自动控制学院、生医
学院和仪科学院，此类设备特点是专业性强，
同样的设备运用在不同的学科配置不相同，按
学科特点分类建设管理。



电子信息平台

该类平台主要依托移动通信和毫米波国家

重点实验室来建设，以国家实验室（无线谷）

为长期发展目标。目前我校拥有的设备在全国

同类院校中已经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该平台

近期已投入3000多万进行5G通信平台的搭建，

同时也是第二轮国家2011计划的牵头单位。



土木交通平台
该类平台仪器设备以力学测量设备为主，通

过测量材料的应变、弹性、速度、加速度、位移

等参数，分析材料或构件的力学性能。为了促进

学科发展，学校集中加大投入，近期购置了一批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仪器设备，包括大型地

震模拟振动台（4500万）、路面加速加载系统（

1600万）、6自由度模拟驾驶系统（1000万）等

，极大的提高了相关学科建设水平。



生命科学及医学平台

依托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命科

学研究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学科优

势，以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为依托，在四牌楼校区和丁家桥校区

分别构建了两个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建立了

相应开放共享体系，为全校其他相关学科开

放服务。



1.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运行，提高共享意识

2. 开发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管理系统

3. 设立大型仪器开放基金(测试补贴、维修补贴)

4. 通过专项经费投入引导共享平台建设

5. 实验技术队伍优先配置，设立大型仪器操作岗

6. 大型仪器服务测试收费进行合理分配

促进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具体举措



制度建设

• 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校通知〔2010〕188号）

• 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经费管理办法（校通知〔2011〕67号) 

• 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培训管理办法（校实设

〔2013〕4号）

• 东南大学大学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管理办法（校实设

〔2012〕16号）



2016-12-26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9

１、双一流引导资金，江苏省优势学科、品牌专业，重点实
验室建设经费、学校自有资金等经费支撑学科发展

2、设立了大型仪器运行维护及维修基金

学校层面：学校从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金中安排了500多
万资金充实校维修基金、对外服务测试收费切块

院系层面：一定比例的配套

3、设立了大型仪器分析测试基金

学校每年安排100万校内预算用于大型仪器分析测试补贴

设立开放（维修、测试）基金



大型仪器测试服务收入合理分配



实验技术队伍建设

重视实验队伍建设，着力建立一支在人才规模、

层次和结构上与学校整体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大型仪器

操作队伍。学校规划从360个左右的实验技术队伍中

分流出60-80个大型仪器操作人员，对开放共享工作

较好的机组在实验队伍编制和岗位设置上给予支持。

我校新颁布的实验技术人员职务评聘条例中已将大型

仪器功能开发与自制教学仪器设备作为职称晋升的可

选评审条件。



建立大型仪器开放管理系统

建设成效：通过建立基于数字化的管理机制，由运行数

据的被动式提交转变为主动式采集，并建立基于采集数

据的评估模型，创建网络化共享平台，从而降低人为因

素，提升管理水平。



仪器信息展示模块

运行模块

费用与财务管理模块

仪器设备管理模块

绩效考核模块

日志管理查询模块

系统管理模块

现场信息监督模块

八大主要功能模块





网上预
约电话预
约

按仪器分类检索或关键字搜索需要预约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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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电镜一周预约情况



部分大型仪器使用状态实时信息采集



为了加强大型仪器使用管理，学校今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东南大学大

型仪器设备使用管理的补充规定》，对4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使用逐步建立

电子化日志档案，通过该日志，可以及时统计大型仪器使用机时情况。



大型仪器管理系统财务切块总览表



东南大学使用大型仪器财务冲帐实验记录



大型仪器终端数据采集

• 目前，我校安装数据采集终端的大型仪器

设备近200台（套），数据采集模式主要有

刷卡控制显示终端、电流控制、视频监控

等。通过大型仪器数据终端，可以实时采

集大型仪器使用信息。



大型仪器平台手机APP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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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开发的接口系统与CERS平台已成功对接, 进入平台40万元以上设备124台





截至2016年8月，大型仪器管理系统中现有

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1380余台（套），40万以

上大型仪器设备670余台（套），总价值近9亿

元；系统自2013年正式投入试运行以来，累计

转入学校测试费账户1400余万元，2015年实际

产生的测试费近400万元 。

大型仪器管理系统运行状态数据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心得体会

1. 政策引导，资金保障。学校在政策和资金上给
予支持和鼓励，政策上明确开放要求和开放规
范，为开放提供导向；资金上集中投入构建公
共平台并设立相关基金为共享提供保障。

2. 调动人员积极性是关键。要调动仪器设备管理
及操作人员的积极性，在职称晋升、工作考核
上充分考虑相关人员测试服务工作，开放服务
测试收入的分配要体现设备技术管理人员的知
识和技术价值。



3. 共享体系要虚实结合。既要建设公共实体平台，
也要建设信息网络系统支撑的虚拟平台。实体平
台是共享体系的骨架，是服务的主体和骨干；虚
拟系统是共享体系的脉络，是服务范围和内容的
延伸与扩展，也是提高服务效率的手段和途径。

4. 信息化手段是有力支撑。网络开放共享系统有助
于大型仪器信息的公开化,促进大型仪器开放共
享,提高共享效率，扩大共享范围，、方便用户
使用，进一步规范管理。



谢谢！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