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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
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考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建设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必要性及发展现状，在总结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

台已有基础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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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 （以下简称 “大仪中

心”）信息共享平台是大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针对大仪中心的发展需求，需要建设一个

国家层面上支持信息共享与合作研究的网络化

公共平台，以促进大仪中心的研究工作，提高中

心优势资源的社会共享率，适应国家科技发展和

经济建设需要。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相

关技术和观念等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建设

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部分大仪中心已经开展

大型仪器资源远程共享试验，但从整体上看，信

息化程度不高，大仪中心之间并没有实现知识层

面上的共享，与国外先进的科研中心 （如欧洲核

粒子中心）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需要对国家大

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研究，并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

１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的定义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是为了促进我国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共享和高效使用，为国家科技

创新提供支撑，以一台或者多台大型或超大型科

学仪器为核心组建的专业的开放性研究和服务

机构。它是该类仪器高水平的应用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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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中心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分析测试服务

中心和新技术、新方法研究与传播中心犤１犦。

２ 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的必要性

２．１ 大型仪器资源本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人类步入知识和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与

社会经济之间更加融合，科学和技术自身的发展

更加迅速，科学研究已经从小科学和学科分化进

入到“大科学”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阶段，科研

装备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研装备不再

仅仅是由一些小型的、单件的、分散在较独立科

研单位的仪器装备组成。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和网络搭建的科研仪器协作共享系统，实现对数

量种类众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大型仪器装备或

超大型科学仪器集群（仪器中心）的共享，已成为

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构建国家大型

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成为大型仪器资源

管理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２．２ 完善大型仪器资源共享机制的需要

大型科学仪器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有一套

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规章制度和高级管理人才和测试人员，并通过信

息共享、资源共用，提高运行效率。虽然国内局部

地区存在一定规模的科学仪器协作共享网络系

统，但在可持续的运行以及共享机制上还存在一

定问题，运行难以长期维持。构建大型仪器中心

信息共享平台不仅可以促进信息公开与交流牞提
高仪器资源使用率，构建协同科研环境，而且能

够打破条块分割、信息闭塞和垄断，创建一种新

的共建共享机制，营造一种良好的科技创新环

境，形成在目前有限的经费投入下取得跨越式科

技进步的强大支撑。

２．３ 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实物共享，提

升对外服务水平的需要

大型科学仪器属于实物资源，它的共享包括

实物层面的共享和信息层面的共享两部分，它们

是相互促进的。信息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利用先进

的网络技术促进实物科技资源的交流，扩大实物

共享的范畴，从而提升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对外服

务的水平，最大程度地发挥该资源的价值。因此，

大仪中心共享信息网络是大仪中心信息资源建

设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促进实物资

源共享的重要手段。

３ 国内外大仪中心

信息共享的实践

３．１ 欧洲核粒子中心（ＣＥＲＮ）的成功经验

欧洲核粒子中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牞ＣＥＲＮ）是通过信息网络促进资
源建设和共享的典型例子。该网站内容主要由 ３
个部分组成：一是机构和相关仪器的介绍，包括

机构的发展历史、取得的成果、引以为荣的科学

家、仪器的详细说明及在研项目的详细介绍；二

是科普，面向相关科研人员乃至非科研人员深入

浅出地介绍相关学科的发展、原理等；三是协同

的网络研究环境。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该网络实现

机时预约、课题讨论等工作犤２犦。

３．２ 全国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情况

全国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采取国家、区

域、省市三级科技资源开放服务的模式，充分发

挥中心城市的示范辐射作用，以建立大型仪器实

物资源共享服务为核心，通过区域内合理分工和

优势互补，将全国仪器信息、分析测试方法、大型

空气动力试验设备、化合物谱图等资源集成发

布。共用网包括环渤海、东北、西北、长三角、西

南、华中、泛珠三角七大区域。目前牞已开展信息
化建设、规范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协作共用资金

设立及技术保障服务体系建立等建设工作。截至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止，全国大型仪器协作共用网已收
集和整合 ４０万元以上仪器设备信息资源 １４７７０
台 牗套牘、对外共享信息资源 １２４４９台 牗套牘、化学
谱图信息 ２４１３０条，整合相关分析测试方法、计
量基标准元数据共 ８万余条犤３犦。

３．３ 大型仪器中心共享与合作网的建设

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与合作网是大型科

科技资源配置与共享·建设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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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计划中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

中心和分析测试中心的建设与完善”的子项目。

项目针对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和分析测试中心需

求，建设一个国家层面上支持信息共享与合作研

究的网络化公共平台，以促进大型科学仪器中心

研究工作，提高这些中心优势资源的社会共享

率，适应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该项目

承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期示范单位

包括前期建设的 １３个大型科学仪器中心。该合
作网将涉及中心用户 ５００余人，领域专家、学者
数千人，学生、公众用户数万人犤４犦。

３．４ 离子探针中心远程共享示范

目前，离子探针远程共享控制系统已在国际

地质学界建立了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截

止到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１２日，分布于我国（北京、宜
昌和南京）、巴西、加拿大和意大利的 ６个 ＳＲＯＳ
远程工作站共计完成实际样品测试工作 ７５４小
时。其中，国外机时 ６２４小时（包括我方共享澳洲
科廷理工大学的 ＳＨＲＩＭＰⅡ机时 ２８８小时），国内
机时 １３０小时 犤３犦。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底与意大利米兰 Ｂｉｃｏｃｃａ大学正式签订远
程共享合作协议。意大利米兰 Ｂｉｃｏｃｃａ大学 ＳＲＯＳ
远程工作站建成后，将满足欧洲地质学家对北京

离子探针中心 ＳＨＲＩＭＰ远程实验的需要。

４ 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发展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已经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重视。科技部网站（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ｍｏｓｔ
ｇｏｖｃｎ／ｋｙｔｊ／ｋｘｙｑ／）提供了所有已经建成的 １０
个大仪中心的名称及其网站链接，这是外界了解

大仪中心网站的官方链接入口；全国仪器门户

（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ｓｃｉｌｉｎｋｃｎ）提供了大型科学仪器中
心的入口地址，能访问到各仪器中心的相关信

息。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已经立项建设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共享与合作网（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ｃｅｃ－ｓｃｉ
ｅｎｃｅｃｎ），完成了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与合作
网通用服务系统原形的开发，建立了自有知识产

权的共享与合作网基本软件框架系统，初步实现

远程实验的实时监视、音视频交互和知识库等功

能，各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已初步形成了协作和共

享的氛围犤４犦。大仪中心共享与合作网构成了大仪

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１）已有信息共享平台的功能并未完全实
现。由于经费的限制，大型仪器中心共享与合作网

提出的协同工作和知识共享等功能还处在实验阶

段，并未在实际中广泛运行起来，在该网络中提供

的仅是各中心的部分信息 （只有北京能谱中心等

少数中心提供了包括文献资料、共享合作等信

息），大部分只有介绍信息，并没有真正发挥该网

络促进各大仪中心信息共享的作用。

（２）各大仪中心信息共享网站仍需要完善。
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不仅包括总平

台共享网络的建设 （如前面提到的共享与合作

网），还包括各大仪中心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已经

建成的大仪中心大多数已经拥有独立的网站，对

了解这些中心的仪器、工作机制和大仪中心建设

本身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经过考察认

为，这些网站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与为用户提

供便捷服务的要求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

尚有很大差距：

——— 部分中心没有独立网站。经测试，１３个
大仪中心有 ７个没有独立的网站，１个中心的 ２
个链接为死链接。对于这些仪器中心的了解只能

通过其他网站得到，但是相关的有针对性的信

息，如详细的仪器介绍、运行机制、机时预约、联

系业务等功能无从实现。

——— 已经建成的网站信息资源内容简单。网站

的内容以介绍为主，且介绍资料过于简单，用户无法

得到更详细的信息，从而无法实现促进实物资源共

享的目标。

——— 各中心网站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必

要的信息更新机制和足够的重视。有的网站访问

速度比较慢，访问人数也比较少，很多信息都是１
年前的，是导致网站关注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５ 大仪中心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内容

大型科学仪器中心是高精尖仪器对外服务

的重要窗口，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来实现高端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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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用仪器之间的共享，形成一个跨学科、跨区

域、多层次的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体系。大仪

中心信息共享平台是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

享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国家大型科学仪器

中心建设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它将整合所有已建

中心以及国家其他可共享的大型科学仪器的信

息资源牞并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牞实现信息发布、协
同工作、数据共享、实验预约、实验结果管理、社

会监督、绩效评估、运行管理等功能牞从而大幅度
提高管理部门、大仪中心和用户等的工作效率。

国家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内容是：

建设全国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网络信息系统

——— 数据库和网络运行系统牞建立与之配套的政
策法规和相应共享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

大型科研设备装备发展战略规划。该平台将整合

目前已有的大仪中心的仪器设备信息技术，统一

技术规范和服务标准，为建设以若干大型仪器中

心为核心的高端仪器协作网，实现国家层面上高

端、大型仪器设备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并与已

经开通的全国仪器共享协作网进行互联，形成通

用仪器与高端仪器之间融会贯通的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的服务体系。

国家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在大仪中心资

源共享体系中的位置如图 １所示。
从大仪中心资源共享体系上看，最底层是实

物资源，由单台大型或超大型的价值在 ２０００万
元以上的尖端仪器组成，中间层是大仪中心政策

体系，为大仪中心提供制度、经费和组织保障。大

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在实物资源和政策

体系之上的，对大仪中心相关的仪器设备、人员

介绍、机时安排、科学数据、研究成果和相关研究

文献以及管理信息等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

提供统一的数据接口及服务标准，促进大仪中心

内部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为公共提供统一的共

享服务，为领导者的管理与决策提供支撑。大仪

中心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能够实现在传统的对大

型仪器实物资源提供共享服务的基础上，增强大

仪信息资源的共享，并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实

现远程共享及知识服务，从而极大地提升大仪中

心对外服务的力度和水平，代表大仪中心下一阶

段建设的重点和方向。

从大型科学仪器信息共享网络的层次上看，

大型科学仪器资源领域门户整合了全国七大区

域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中的仪器资源，大型

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作为该门户的一个

重要节点，代表高端仪器资源的共享，其余部分

都可以看作是通用仪器资源的管理和共享，大仪

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直接决定了该门户在高端仪

器上的开放和共享程度，直接反映整个国家科研

综合实力及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６ 完善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

的建议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地建

设将按照我国国情和基础条件分步骤实施，建议

在 ２０１０年以前完成如下工作：
（１）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信

息共享平台不仅仅是实现仪器共享

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宣

传作用，是大仪中心建设成果的一

个展示，是提高大型科学仪器资源

共享效率的重要手段，必须得到相

关部门的重视，并给与项目和政策

方面的支持。

（２）促进大仪中心各网站内容
和结构的建设。各中心网站使用统

一的网站风格、版式等，对栏目、内

容统一标准；大仪中心各网站之间、

各大仪中心网站相关学科的主要网

为用户提供仪器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支撑

统一的数据结构、接口、应用软件及服务标准等

制度保障、经费保障、组织管理保障等

单台套金额大于 ２０００万
大型或超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信息共享平台

政策体系

实物系统

国
家
大
型
科
学
仪
器
中
心
资
源
共
享
体
系

已建

大仪

中心

新建

大仪

中心

图１ 国家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在大仪中心资源共享体系中的位置

设备信息、机时信息、科学数据及文献、管理信息

科技资源配置与共享·建设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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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ｄｅｃｉｎ（一种分子式结构 Ｃ１４Ｈ２０Ｏ５）的数字对象唯
一标识为 ｄｏｉ牶１０．１５９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ｃｈｅｍ．ｓｏｔｏｎ．ａｃ．
ｕｋ／１４５。

７ 现 状

截止到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已经注册了 ４７５万个数据集、１２５万个科幻电
影片段、６３０２个病例研究、３４２份技术报告以及
１１２个学习对象。今后，对社团资助的研究所产生
的科学内容进行登记将是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的一项主要任务。这将包括对各种不同类型内容

的注册，像晶体结构、地球取样以及 ３Ｄ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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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间实现互相链接；实现现有大型科学仪器中

心在网站层次上的互联互通。

（３）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强大型仪器信息资源
建设。大仪中心信息资源建设是大仪中心信息共

享平台的基础，在深度建设方面，主要是完善内

容，对仪器性能、原理、使用等进行完善而有深度

的介绍；在广度方面，增加科普、论坛、机时预约、

科研成果和相关文献介绍等内容。

（４）推广离子探针中心的服务模式。在提供
传统仪器信息服务的同时，开展远程共享和仪器

使用情况监控等服务，不仅利用国内的仪器资

源，还通过远程共享技术利用国外仪器资源为国

际服务，从而提升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服务

功能；该模式具有极强的推广价值，并有力地提

高了国内仪器服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５）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国家大型仪器中心英
文网站，提供仪器资源的英文信息，使大型仪器

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该平台不仅能

聚合现有的信息资源，而且能整合国内外与大型

科学仪器相关的信息资源。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

大仪中心，其服务范围应该不仅仅是在中国，还

应该走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仪中心代表

了我国科学仪器使用的最高水平。

（６）加强大仪中心信息共享机制的研究，通
过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网络，发布仪器信息和

相关合作研究信息，形成一个信息交流和同行合

作的窗口，并通过合理的信息共享机制来吸引更

多科学家、研究人员来大型科学仪器中心进行科

研工作，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犤５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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