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9 ─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9年 5月 第 51卷第 3期　29-34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51 No.3 29-34, May. 2019

安徽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资源整合开放的物联网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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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安徽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资源整合开放的物联网管理及应用的基本情况，提出该网面临的问

题，并从资源整合平台、物联网管理系统、实验室运作模式、“教学-教研”双服务、对社会开放等方面提出了解决的

对策。研究结论显示，安徽农业大学采取物联网技术方法整合学校的大型仪器设备资源，建立了优势互补的开放、共

享、公用平台，不仅实现了开放服务模式与运行管理机制的根本转变，而且提高了科研服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社

会服务效益，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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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of-Things by Integrating Large Instru-
ment Resources and Open-Sharing in AHAU
YE Hui, WANG Lei, MA Zhongwe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elaborating fundamental situation on integrating large instrument resources and 
open-sharing management in the Anhu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AHAU) b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exist in it, and provides solution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opening to the society,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tform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peration mode of labora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o on.  Research result displays out, since building on the opening-sharing platforms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by integrating large instrument resources in AHAU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not only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open service mode and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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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资源整合、协同创新不仅是高等院校科研平

台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提高科技水平、深

化改革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 [1-2]。近年来，随

着国家的“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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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大学建设等项目的支持，地方高校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急剧增加，实验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然而，由于短期内经费投入较为集中、实验室之

间信息不畅通等原因，依靠传统的管理模式已难

以满足仪器管理与开放使用的要求 [3]。2014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为大型仪器科技资源整合与开放共享指明了方向。

信息化、网络化技术的迅猛发展给资源整合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实现大型科学仪器

设备的信息化、科学化与规范化管理等创造了条

件 [4-5]。物联网可以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

到各行各业之中，促进人与物、物与物的交流，

加快物品与网络的融合，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

式管理生产和生活，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已广泛

应用于数字农业、环境监测、食品溯源和情报搜

集等领域 [6-8]。物联网运用于仪器设备监管、资

源整合是该技术领域的重要创新、拓展与延伸，

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安徽农业大学是整合大型仪器设备科技资源

并实施对外开放共享的先行高校之一，尤其是采

用物联网技术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在实现大型

仪器设备科技资源科学化、规范化、有序化管理

的同时，打通了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信

息通道，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科研教学服务

效能，成效显著。这些举措对于资源相对不足的

国内其他高校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本文拟对安

徽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资源整合开放的物联网

管理及应用进行论述分析。

1 存在问题

虽然近年来高校实验室的硬件条件提升较

快，但由于观念、经费、人员素质和历史条件等

多种因素的限制，科研平台在建设与管理中依然

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11]：

（1）由于缺少长远规划或政策贯彻落实不到位，

部分实验室又恢复到过去那种小作坊、小而全的

专业实验室。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团

队合作精神，认为拥有独立的实验室使用方便，

可以“万事不求人”。（2）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管

理措施，导致各实验室之间不能实现真正的整

合。具体表现在：遇到项目申报或对外宣传展示

时，凝聚公共资源、实施团队合作，项目执行时

依然各自为政，仪器设备资源利用率较低，投资

效益较差。（3）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健

全，很多科研平台虽建有对外开放制度，但是在

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运行机制模糊或缺失、

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共享、无法与社会经

济发展接轨等问题。

2 实践与对策

2.1 资源整合平台

安徽农业大学在“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出了“优化配置办学资源，推进校内

外资源共享，推进教学资源和科研资源共享；推

进学科平台、学科群仪器设备及高端、贵重、精

密仪器设备的共享共用”的工作目标。以此为目

标，2010 年便启动了生物科技楼科研基地项目建

设，并按照“科学规划，集中投入，整体设计，

提高功能”的原则，集聚和整合农林生命类等优

势科技资源与优势团队，搭建了公共共享平台，

建立了以校一级科研平台生物技术中心（国家重

点实验室分析测试中心）为基础、二级科研平台

（农学、生命科学相关学科群与重点实验室）为

纽带、三级科研单位（PI科研团队）为核心的层

次分明、重点突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及服务

一体化科技服务体系（图 1）。
2.2 物联网管理系统

实践证明，物联网技术已成为科研平台实验

室管理的有效途径。该技术在大型仪器设备管理

上具有突出优势，具体表现在 [3,5,12-13]：利用物联

网，可以实时掌握仪器设备的运行情况、运行效

率，科学把握经费分配与投入方向，有效解决重

复购置问题并保障设备的投资效益；管理人员可

以结合该设备的服务机时数、测试样品数、收费

等运行状况，合理调配设备的运行开放时间，制

定科学合理的引导措施，从而促进其在更大范围

上对社会开放共享；仪器操作人员可以根据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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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预约情况合理调配自己工作，包括晚上、周

末等休息时间，提高科研服务效率；大型仪器物

联网在保障运行管理系统性的同时，可保障实验

数据的原始性，为数据溯源、查证提供重要依

据。

2012 年，安徽农业大学引进了大型仪器设备

物联网技术，并在校级科研平台生物技术中心试

行，随后陆续拓展至园艺学科群、农学与生命科

学学科群等二级科研平台以及生命科学学院、资

源与环境学院等学院的教学实验中心。经过 5 年

来的不断努力，共有 7 个学院（中心）的 5 个科

研平台和 4 个教学实验中心的大型仪器设备先后

入网，数量达 186 台套，总价值为 9265.04 万元，

全校的大型仪器设备入网覆盖率达 70.1%。仪器

设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预约、收费、测试、结果

报告的流水线作业与服务，保障了联络信息的畅

通并对分析测试实况进行有效的监测 [12-13]，为大

型仪器设备资源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供可靠

的数据支撑。

2.3 实验室的运作模式

（1）利用大型仪器设备物联网管理系统，有

效整合了学校各学科群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

实验教学中心、专业实验室的科技资源，而且打

破了实验室壁垒，实现各类平台大型仪器资源的

有机结合、互通有无，建立了四维联动、优势互

补、层次多样的开放服务模式（图 2）。实验室发

展从“固步自封、资源互不相通”向“信息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转变。

图 1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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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了从传统的“人工预约服务为主、

信息化预约为辅”向“以信息化预约为主体、人

工预约服务为辅”转变，使管理模式从随机、无

序的非预约使用模式向规范、有序的科学化管理

方向转变。同时，通过短信互动平台、手机APP
等信息反馈机制，架起了“使用者—管理者—仪

器操作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建立了闭合的良性

循环运行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了管理服务效能

（图 3）。
（3）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监控仪器设备的闲

置与使用状况、掌控谁在使用、使用了多长时间

等运行动态，通过网络记录可进行使用追溯，促

进其科学、规范、高效利用，入网仪器设备的完

好率和利用率分别由 2012 年的 95.67%、75%左

右提高到现在的 100%和 92.25%。

2.4 “教学—科研”双服务

大型仪器设备物联网的实施，师生实时查询

仪器使用信息，便于及时预约相应的仪器设备，

诸如扫描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这些

原先是研究生完成科研课题的“专利”装备，现

图 2 教学—科研平台对外开放模式

图 3 实验室运行管理机制实施前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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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步成为本科生课题研究的新宠；研究生科技

论文发表质量逐步提高，论文发表在SCI期刊的

影响因子由原来的 0.5 ～ 3 提高到 0.8 ～ 9.8；利

用系统内大型仪器设备进行大学生科技创新基

金等项目研究逐步增多，2017 年在研国家级大

创项目 50 项、省级 99 项，其中获得省“兴农

杯”“挑战杯”等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家

级 2 项、省级 10 项。

大型仪器设备对科研项目的支撑作用日益

凸显，其中校级科研服务平台内注册课题组 235
个，注册成员 519 人（其中校外 102 人），2017
年服务科研项目 445 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重大课

题 205 项），服务总机时近 2.2 万小时，分析样品

达 2.3 万份，直接收取测试服务费 127 万元，各

项指标均显著提高（图 4）。
2.5 对社会开放

据统计，安徽农业大学科研服务平台直接对

社会开放服务的比重（机时、样品和收费）已由

2015 年的 1/10 上升至 2016 年的 1/5。为企业解

决杂交棉种、水稻种SSR 纯度鉴定等 10 个技术

难题，为山区开发提供土壤化学成分鉴定 30 余

项，为合芜蚌综合示范区内生物制药等相关企业

提供技术检测 600 多项（次）。2016 年大型仪器

开放共享服务受到《安徽日报》的追踪报道，并

作为大型仪器设备社会化开放共享服务典型案例

（高校代表）上报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3 结语

安徽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资源物联网管理

系统的实施与应用表明：不仅有利于整合校级科

研服务公共平台、学科群平台（重点实验室）、教

学实验中心和专业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资源，

构建良好的教科研服务大平台，为高水平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提供条件基础，而且有利于找到与

省和国家大型仪器共享共用管理平台（网）对接

的制高点，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提供技术保障。

利用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大型仪器科技资

源整合，推陈出新，成效显著。以此为基础，优

化、完善和提升平台运行管理与服务机制，促进

其在科学化、规范化、便捷化管理上迈上一个新

图 4 安徽农业大学对外开放科研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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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阶，将是今后平台管理与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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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以实现最佳的技术、人力和管理方式等资

源配置。

（5）加强政府激励与监管

准公共资源在流通过程中，将涉及质量、标

准、计量、知识产权、准入门槛等问题。组织社

会资本参与，引入第三方运营，并非放弃政府管

理。政府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规划公共服务和对应

绩效监管 [10]，在合法范畴内，统筹考虑公共利

益，规范第三方运行者的市场行为，保护资源供

应方和需求方的利益。从而既可在公共监管过程

中实现公共管理能力提升，也可解决公共部门失

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提升”。

参考文献

[1] 范治成 , 赫运涛 , 高鲁鹏 , 等 . 我国创新券政策推动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17, 49(1): 1-7. DOI: 10.3772/j.issn.1674-1544.2017. 
01.001

[2] 王宏起 , 李佳 , 李玥 , 等 . 基于创新券的区域科技

资源共享平台激励机制研究 [J]. 情报杂志 , 2017, 
36(9): 165-170. DOI: 10.3969 /j.issn.1002-1965.2017. 

09.026.
[3] 郭鹰 , 吴晓龄 , 何世伟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自身特征

与开放共享 : 基于浙江大型科学仪器资源调查数据的

实证分析 [J].科技管理研究 , 2013(2): 25-35. DOI: 10. 
3969 /j. issn. 1000-7695. 2013.02.007.

[4] 葛慧丽 , 郭鹰 , 赵志娟 .浙江省推行科技创新券助推

“双创”发展的实践探究[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18, 
50(1): 26-30.DOI: 10.3772/j.issn.1674-1544.2018. 
01.005.

[5] 徐侠 , 姬敏 .创新券项目实施效果的动态评估框架构

建 [J].中国科技论坛 , 2015(9): 10-16.DOI: 10.13580/
j.cnki.fstc.2015.09.003.

[6] 何世伟 , 郭鹰 .浙江创新券推广的地区差异及对策

分析 [J].科技管理研究 , 2017, 37(8): 94-97.DOI: 10. 
13580/j.cnki.fstc.2015.09.003.

[7] 郝莹莹 .长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支路探索 [J].科技中

国 , 2018(3): 78-80.
[8] 吴晓玲, 何世伟, 郭鹰.科技基础资源开放共享对创新

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 2013(6): 
45-48.DOI: 10.3969 /j.issn.1671-2714.2013.06.008.

[9] 毛振芹 , 李岭 , 刘亚东 .基于创新券制度的京津冀科

技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J].中国市场 , 2017(25): 47-49. 
DOI: 10. 13939 /j. cnki. zgsc. 2017. 25. 047.

[10] 张玉强 , 胡思琪 .科技创新券政策评估体系构成及运

行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 , 2017, 37(19): 10-14.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7.19.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