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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磁控溅射镀膜系统传统预约管理方式效率低下导致大量

用户排队预约不上设备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基于微信软件的预约管理方式。研究发现，采

用微信预约结合微信群实时更新预约动态的方法，实现了设备共享效率的显著提升，将磁

控溅射设备的年机时数、年使用记录数、年用户人数分别从 650 小时、457 条和 81 人提高

到 2331 小时、1707 条和 245 人。用户对该预约管理方法的评价普遍较好，认为该方法简

化了预约流程，具备便捷、实时、高效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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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源共享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主要趋势，其核心理念是“随用随取、先用后付”，旨在

实现资源的有机流动和高效利用[1,2]。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资源共享，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等[3]，为

资源共享提供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支持。微纳加工中心作为浙江大学校级大型仪器共享

服务平台，其建设目标是集微米纳米加工、制造和检测手段于一体的，开放式、一站式的共

享服务平台，为校内外研究人员进行关键研究工作提供所需的资源支持。 

磁控溅射镀膜技术在半导体器件制造、光学薄膜制备、生物传感器开发等领域具有广泛

的应用。该系统是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的重要设备之一，主要用于制备各种功能薄膜，如

导电膜、抗反射膜、光波导膜等。这些薄膜在微电子、光电子、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4]。 

设备预约管理使大型仪器开放共享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将直接影响到设备的使用效

率。在微纳加工中心磁控溅射设备开放初期，由于管理经验不足且无文献报道有高效可行的

预约管理方法可以借鉴，用户均通过中心的预约网站进行线上预约。然而，该预约方式存在

以下问题和局限性：1）网站预约方式存在使用时间分散的问题，导致设备机时利用率低。

由于一次溅射需要时间较长，用户之间的零散时间间隔很多情况下无法进行完整的溅射实

验，造成设备一天中有很多个时间段处于待机无人使用状态；2）预约系统缺乏靶材选择和



显示选项，用户无法查看其他用户的预约情况，容易导致当天用户预约的靶材种类超过设备

允许安装的最大数量，出现冲突的情况；3）线上预约具有随时性，管理员和用户均无法实

时知晓当日的预约情况，如用户预约了何种靶材、何时开始使用等。需要频繁登录预约系统

进行查看，如发现问题还需查找用户联系方式并与其沟通，浪费了管理员和用户双方的精力

和时间，过程繁琐、效率低下且容易出错。 

2 实验方法与技术实现 

针对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用户利用传统预约方式造成磁控溅射系统利用效率及其低

下的实际情况，2020 年初设备管理团队经过多次商讨，最终提出了一种基于微信软件的预

约管理方法，经过两年多不断摸索、调整和优化，形成了今天较为成熟的预约管理方式。实

践证明该方法切实可行，效果显著。 

2.1 基于微信的预约管理方法设计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微信已经成为一款广受欢迎的即时通讯应用，在职场中也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微信具有灵活性、实时性、高效性、便捷性、容易操作性能诸多优点，已成

为当下最热门最受欢迎最高效便捷的及时通讯工具。微信的群组功能也为群成员进行多人协

作和讨论带来了极大便利，通过实时消息更新，每个群成员都能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

此外，几乎人人都可以熟练上手操作微信，不需要投入人力和时间进行操作培训。 

针对原有的传统网站预约方式存在的明显不足，基于微信软件，设备管理团队对预约规

则做了如下设计和策略优化：  

1）集中预约使用日期 

为提高机时利用效率，每三天开放一次预约，每次开放三天。在已开放的三天中的最后

一天，再开放后面三天的预约。这样可以集中用户使用时间，避免使用日期跨度过大的情况。

由于前道工艺的不确定性，用户无法确定半个月之后的实验方案，往往是担心迟了约不上设

备而提前预约。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遇到需要提前或因前道工艺失败而取消预约的情况，

导致大段时间浪费，设备利用率低下。  

2）预约时间优化 

使用开始时间为上午 10:00 点，8:00-10:00 是管理员换靶材和抽真空时间。结束时间通

常为下午 22:00 点，如实验进行中，允许适当晚点。同时，一个紧接一个使用，中间不留时

间间隔，避免机时浪费。预约遵循先约先得原则。因时间比较集中，如第一批用户当天结束

的早，还可以安排更换一批靶材，当天增加一批用户使用， 实现机时充分利用，进一步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