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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是人体生长发育必需的维生素。由于

不能自身合成，人们主要通过饮食摄入叶酸。有

效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调控作物叶酸代谢通

路，是农业前沿科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2024 年 9 月，我国科研团队在上述问题上取

得突破，联合创制了超高活性叶酸水稻新种质。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高水平期刊《分子植物》上。

就在论文即将公开发表前不久，期刊编辑部

提出，研究团队应在全基因组范围内鉴定基因编

辑的脱靶效应，以此来验证研究中敲除的基因是

叶酸调控过程中的关键基因。通过大型科研仪器

开放共享平台，研究团队找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科所”）。该所正好有

一台2023年新引入的国产华大二代测序仪。

凭借较强的基因编辑和生物信息学知识背

景，作科所技术人员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

结合高效的生物信息分析流程，帮助该研究团队

在约定时间内，把结果反馈给编辑部。

这正是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典型案例

之一。

2015 年 1 月，为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

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国务

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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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浪费现象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

开放共享水平不高……面对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中的一道道难题，近 10 年来，多家高校和科

研院所从注重“为我所有”到注重“为我所用”，不

断补短板、创特色，探索新模式、新路径，让科研

仪器管理和共享应用水平持续提升。

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 2024 年中央级高校

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结果显示，参评科研仪

器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达到 1511 小时，年平均

对外服务机时达到 256小时。

面 向 市 场 ，敞 开
共享大门

2023年，在对一种新型金属催化材料开展检

测分析时，北京为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

文秀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北京科大分析检验中心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检测公司”），双方很快

达成合作协议，一个个实验开展得有条不紊。

双方的初次合作要追溯到 2016 年，刘文秀

回忆说，当时企业还在初创阶段，要搞产品研发，

但在产品检测环节犯了难。

“我们的可见光光催化抗菌剂研发处于关键

阶段，产品的检测涉及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抗

菌效果等多个专业方向，希望找到可以提供‘一

站式服务’的专业、可靠机构。”刘文秀这时想到

了母校的北科检测公司，“虽然我是学材料专业

的，但也不敢说对每种类型的材料检测标准都那

么了解。而北科检测公司依托学校各实验室科

研团队，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检测服

务。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和优势。”

作为连接校内外的中转站，北科检测公司一端

连着校外社会用户，另一端连着北京科技大学各个

学院和实验室的千余台（套）入网管理仪器设备。

接到检测任务后，北科检测公司的工作人员

根据企业送来的样品情况，制定了专业检测方

案，并将样品分发到北京科技大学的各个实验

室。比如 X 射线衍射分析，就是在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材料实验中心的 X 射线衍射仪上完成

的。而化学成分分析，则由北科检测公司自营实

验室的化学实验室完成。“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

我们根据不同产业链需求，重新梳理了仪器分类

和服务项目。”北科检测公司副总经理恽建涛介

绍，在此基础上，公司通过购置小型科研仪器，填

平补齐检测链条中的缺失环节，来提升整体分析

测试能力，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

很快，各项检测结果先后交付。刘文秀说，

高效率检测大大推进了新产品的研发进度。如

今，这款产品已经被许多建材企业、学校和医疗

场所采用。

高校的设备资源丰富，社会的创新需求旺

盛。但在资源和需求之间，似乎总是缺少一座互

通的桥梁。事实上，这也是高校开展大型科研仪

器开放共享普遍存在的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资产管理

处副处长白亮告诉记

者，学校早就看

好高校第三方商业化实验室的发展前景。2005

年，借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的“首

都高校第三方商业化实验室机制创新试点”项

目，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北科检测公

司，打破了学校传统的行政和物理空间界限，全

面整合校内实验检测资源，加强大型科研仪器向

社会创新力量开放共享的力度。

据统计，2015—2023 年间，北科检测公司服

务客户 21650 多家次，客户遍布全国 30 个省区

市，累计发送北科检测报告和实验数据约 2 万

份，其中资质报告 2069份。

在提升高校专业检测服务能力方面，哈尔滨

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也做出类似有益

尝试。哈工大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王海洁

介绍，该校充分利用学校分析测试中心、土木工

程学院、环境学院已有的相关认证资质，开展面

向社会的开放共享服务。

哈工大还鼓励各实验室联合在仪器运营方面

较成熟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和相关机构，组建仪器服

务联盟，建立标准化服务流程，充分共享和释放仪

器资源。目前，哈工大已经拥有两个专业检验检测

公司。

探索市场化的路上，高校还在继续扩大开放

共享“朋友圈”。哈工大已与其他省份高校建立

了分析检测联盟，拓展外部市场，2023 年对外服

务收入达 4000余万元。

“北京科技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北京学院路地

区、沙河高教园区，乃至北京地区检测平台共享

服务协同共建机制，进一步拓展大型科研仪器开

放共享的服务能力。”白亮说。

培养人才，让仪器
用得好

从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一项新的有关土壤

元素测定的国家标准方法正式实施。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以下简称“土壤所”）土壤与

环境分析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龚华正是这项国

家标准的第一起草人。

“我们还有一项此前建立的江苏省环境科学

学会团体标准，已经成功获得国家标准立项，目

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龚华介绍，这项方法基

于国产科研仪器建立，可以对土壤样品进行快

速、无损检测，能广泛用于实验室及场地土壤元

素分析。此前，该方法已经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工作提供了高效稳定的技术支撑，成为土壤所

在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土壤所土壤与环境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唐昊

冶告诉记者，只有依托科研仪器，建立起具有创

新内涵的实验流程、技术方法和标准体系，才能

为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一家单位的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能力，很

大程度上受实验技术队伍建设水平的影响。许

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存在大型科研仪器闲置浪费

的情况，一部分原因正是这些仪器设备没人会

用、没人用得好。

作科所副所长王文生认为，技术人才对大型

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一大重要贡献，正是充

分开发科研仪器的使用功能，并建立起一系列完

整的技术体系。

例如，孙莹璐是负责国产华大二代测序仪的

技术工程师，她能快速根据用户需求制定具体实

验方案，确保测序分析工作的及时完成。

相对于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技术的开放共

享可能更难。“在仪器上开发建立一套技术体系，

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也往往是一些实验室不

愿公开的‘绝技’。”在唐昊冶看来，自主建设一支

高素质实验技术队伍尤为重要。

为此，土壤所专门制定了技术支撑岗位职级

分类和职称晋升制度，畅通技术支撑人员的职业

发展通道。唐昊冶介绍，技术支撑人员竞聘高级

职称，对于发表文章和承担项目没有硬性要求。

像龚华这样的技术人才，就是凭借牵头制定两项

重要技术标准，顺利申请到了高级职称。

“我们还明确规定，技术支撑人员的工资不

得低于同级别研究人员平均水平，岗位津贴和基

本绩效也有相关保障，让这些技术人员能全心全

意投入科研服务工作。”唐昊冶说。

在王文生看来，不组建强大的人才队伍，科研

仪器就不能充分用起来。为此，作科所建设了由

58位专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支撑团队，并通过

“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定期组织技术人才交流

培训，不断提升团队的整体业务能力。比如，团队

开发了单细胞测序、数量性状位点快速测序、高效

基因型检测等技术，在支撑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推

动产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收入减去成本后，剩

余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绩效发放。”王文生告诉记

者，作科所还通过健全评价考核机制，鼓励技术

支撑人员多劳多得。

保 障 维 修 ，解 除
后顾之忧

2024 年 6 月，温州医科大学成功为学校价值

2200 余万元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上了“共享保”

保险。这是浙江省科技厅联合太平科技保险公

司推出的全国首款科研仪器保险产品。

此次温州医科大学投保的是价值 30 万元以

上、已接入浙江省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平台、配备物联网

传感器并正常运行的学

校大型仪器设备，保费

每台每年为 1600 元。在保

险有效期内，这些大型科研

仪器若在开放共享使用中

因意外或操作失误受损，保

险公司将承担部分维修费

用，单台仪器最高可获 8 万

元赔偿。

制约科研仪器开放共

享的因素来自方方面面，高

成 本 维 修 是 一 大“ 拦 路

虎”。共享过程中，科研仪

器的损耗由谁来担责、谁来

买单、谁来修好，成为让高

校和科研院所在共享路上

徘徊不前的原因。

为了降低大型科研仪

器在开放共享中因发生损

毁造成的经济损失，各地纷

纷亮出实招。科研仪器共

享维修保险正是其中的亮

点之一。

记者了解到，“共享保”

推出后，浙江理工大学、浙

江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

院所先后完成投保，最高保

额达 2000 万元。通过保险

为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提供保障，有效提升了仪器

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进一

步推动科研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共享利用。

除了相关政策的支持，

一些高校院所也在探索新

模式以解维修之困。

王海洁告诉记者，为破

解由维修维护难导致的仪

器设备利用率低的问题，哈

工大利用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

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中获得的优秀奖励设立

“共享基金”，用于补贴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开放共

享业务，重点支持校、院两级公共服务平台纳入

开放共享程度高、管理规范的大型仪器设备。

2023年，哈工大入选科技部首批科研仪器维修维

护示范基地。

谈及如何进一步为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单位解“后顾之忧”，王海洁认为，要充分发挥科

研仪器维修维护专业委员会的纽带作用。例如，

建立维修维护供需对接平台，对故障

报修公示、维修企业竞拍、服务成效评价

等进行全过程动态监管，建立经典维修

案例集和优质维修企业名录，不断提高国产仪器

维修维护能力和水平。

“同时，还要建立贵重仪器零部件信息库，统

筹各地区、维修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备件库资

源，建立备件库总集，提高备件库资源流通。”王

海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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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

称“作科所”）小分子检测技术平台实验室里，方

方正正叠起来的一组实验仪器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个小柜子外形如同微波炉，最顶上还放着几

个瓶子，里面装着透明液体。

作科所重大平台中心副主任张丽娜告诉

记者，这是悟空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悟空仪器”）自主研发的国产高效液

相色谱仪，在食品、药学、环境等领域都有广

泛应用。

这台液相色谱仪，正是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科学仪器设备验证评价中心（生命科学站）（以下

简称“验评中心”）接受“试炼”的仪器设备之一。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研发了众多品类的分析

仪器。但这些仪器的实际使用效果如何，产品是

否长期稳定可靠？我们最缺的还是用户使用数

据。没有数据说话，国产仪器很难被市场认可。”

悟空仪器总经理刘文玉道出苦衷。

支持企业自主研发科研仪器，必须让这些

“国货”跑起来、用起来。开放共享平台不仅能

给国产科研仪器提供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还

能在与国外仪器的运行数据对比中，找到不足

和差距。

为挖掘现有科研设施与仪器的潜力，2021

年，在科技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的支持下，作科所成立了验评中心，目前已

经开展了 5个机种的验证评价。

和计量验证评价不同，验评中心做的应用

验证评价，是把仪器放到真实的应用场景中。

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下的科研院所，作科所本

身就能为仪器提供很多农业领域的应用场景。

同时，作为验评工作的牵头单位，验评中心还

可以联合全国其他实验室，在各个不同领域给

仪器找应用场景。

以悟空仪器这台液相色谱仪为例，在环境领

域，验评中心联合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在食

品领域，联合的是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药学领域，联合的是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和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在科研领域，则

联合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六家单位同时开展验评，为悟空仪器提供

了 200 多页的测试数据。基于测试过程中的实

际体验，验评单位从用户角度提出了许多更符

合使用需求的改进建议。比如色谱仪顶部的一

个清洗液小瓶子，就是根据用户意见改进设计

的结果。

“这个小瓶是盛放自动进样器清洗液的，用

途主要是为减少实验过程中的交叉污染。”刘文

玉回忆，按照最初的设计，小瓶是放在仪器内部

的狭小空间里，非常隐蔽且不容易被观察到。如

果多人或多次使用，不及时补足清洗液，就会导

致仪器测试数据出现异常。

“验评用户提出，如果把这个小瓶放在容易

观察的仪器顶部，更方便操作者随时查看清洗

液的余量，同时也不会因为较长时间不使用仪

器，导致清洗液长霉而影响测试结果。”刘文玉

说，正是根据大量多场景的应用验评，才对仪

器做出了这样更加方便用户使用的改进。

借由开展验评工作，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

的交流变多了，距离也拉近了。张丽娜告诉

记者，验评工作帮助科研单位筛选出许多优

质的国产科研仪器，也让“国货”走进了更多

用户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辽宁省药品

检验检测院等验评单位，后来都购置了我们的液

相色谱仪。”刘文玉说，获得这些用户的认可，让

公司在后续的研发和市场推广中更有信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与环境分

析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龚华向记者提到，该中

心因在气相色谱仪验证评价与推广方面作出的

重要贡献，在 2024 年入选了首批中国仪器仪表

学会科学仪器设备验证评价中心联合实验室名

单。在他看来，依托验评工作，建立国产仪器技

术标准体系，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国产仪器开放

共享。

“支持国产科研仪器设备，不仅能通过购置

的方式，也可以依托开放共享平台，为仪器提供

更多应用场景。这样在支撑科技创新的同时，也

能促进国产仪器持续提质，助力‘国货突围’。”作

科所副所长王文生说。

为国产仪器提供“试炼场”

◎本报记者 沈 唯 刘 垠

▲图为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技术人
员在操作场发射扫描电子
显微镜。

本报记者 沈唯摄

▼图为悟空科学仪器
（上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国产高效液相色谱仪。

受访单位供图

图为气相色谱仪自动进样器上的样品瓶。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