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校级科研公共平台新模态，打造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新样板 

——西安交通大学校级科研公共平台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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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交通大学立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和科研

公共平台建设。学校积极探索 21世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形态，改进科研组织模式，

优化资源配置，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了八个校级科研公共平台。平台建成七年来运

行成效显著，在全国高校公共平台中形成示范引领。本文旨在总结建设经验，介绍平台顶

层设计思路理念、管理架构设计、实验室空间布局和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和实际成效，为后

续高校公共平台建设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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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校级科研公共平台的使命与定位 

大型仪器设备是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技术基础，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重要手段[1]。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持续推进，高校在

探索科学前沿、攻克重大工程难题、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对这些“重型武器”的依赖与日

俱增[2-5]，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日益增多。与此同时，设备重复购置、封闭

使用、利用率低、监管虚化，也成为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存在的普遍问题[3, 6]。国发〔2014〕

70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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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以来，各

高校院所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国内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资源整合不充分、运行管理体制不畅、实验室前瞻规划设计不

足等问题[7, 8]。 

西安交通大学大仪实验中心成立七年来，在管理架构构建、平台筹建模式、实验室规划

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成为高校校级科研公共平台的新兴力量。鉴于此，

本文以西安交通大学大仪实验中心直接运行管理的分析测试中心为例，聚焦校级公共平台建

设，旨在为兄弟院校公共平台的顶层谋划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以期为公共平台后续高质

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升级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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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进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公共平台顶层设计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速推进、科研体系建设持续

优化等多重宏观背景之下[9-11]，学校基于“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于 2015年启动中国西部科

技创新港建设，改进科研组织模式，致力于打造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高地，推动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优化科研体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学校高度

重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和科研公共平台的建设，围绕“组建大团队、建设大平台、承担

大项目、产出大成果”核心理念，将建设校级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平台列为五大重点建设任务

之一，作为深化学校学科建设和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写入学校“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 

实验室管理处牵头，统筹构建学校开放共享体系。一方面加强新增设备购置论证，另一

方面存量设备实施平台化管理，注重共享管理体系建设和绩效考评，多种途径优化资源配置，

探索建立校、院、专业三级共享平台体系。在校级公共平台构建方面，学校集中物理空间、

资源、人员和设备，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规划建设 8个校级科研公共平台实验室[12-15]

（图 1）。目前已建成分析测试中心、生物医学中心、实验动物中心及高性能计算中心并投

入使用。 

2020年，在原有分析测试中心基础上，学校设立专门的直属二级单位“大型仪器设备共

享实验中心”（以下简称“大仪实验中心”），直接运行管理分析测试中心，并统筹管理其他

校级公共平台，以全面提升仪器设备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在推动学校学科发展、

高层次人才引进、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图 1： 学校共享体系及校级平台规划布局图 

!" #$ % &
'()*+ ,-.
!" /0

1 2 34/0

567 8 /0

!" 92 /0

: ;< = > /0

?@ A B*C!"
/0DEF GH

?@ IJ /0
DK LH

MN/0
DK LH

O P /0
DK LH

-.IQL+
+ ,R S T U
VWX YZ [

\
]
^
_
`
-
V
W

^ _ a b c def 'VW 'gh 'i j 'kl

$ % mn

op-.
qrst
Z u [ v

\ ] VW

-.mn

IQmn

R S T U
w x yz
{|} ~

� ] VW

��VW

_
�
�

_
�
�

^
_
y
�

中
国
仪
器
仪
表
学
会



3 融入国家战略，打造平台新样板 

2020 年，中心紧抓国家对中西部、东北地区国家级新区内重点园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深化与国家部委及省市级政府部门的合作，有力支撑地方经济建设，并成功融入西咸新区发

展蓝图，获批国家发改委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公共技术服务项目。2024 年，紧抓国

家科研能力提升专项建设的宝贵契机，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学科和学科交叉领域的深厚底

蕴与独特优势，创新性地提出“学科交叉创新技术支撑中心”并顺利获批。这些重量级项目，

为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后盾，中心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得以配备一批国际领先的

高精密仪器设备，服务西部，辐射全国，构建起一个满足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企业在生物

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研发需求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创平台建设的新范式，

树立了行业标杆。 

敏锐捕捉时代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在国家重大战略

中精准定位自身发展路径，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突破提供强力引擎，这构筑成为

中心建设和发展最稳固的基石（图 2）。 

 

图 2： 中心建设背景及功能定位示意图 

4 汇聚多方资源，创新共建模式 

高校公共平台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充分发挥共享的作用和价值[16]。目前大部

分公共平台通过学校专项资金投入的方式建设，筹资模式相对单一。中心探索“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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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众筹”、“学科共建”、“合作托管”等多种平台共建共享模式（图 3），拓展平台建设模

式，建设思路和理念得到各级领导和兄弟高校广泛认可。 

 

图 3  大仪实验中心共建共享模式 

4.1 厂商名企合作 

与多家全球 TOP10 分析仪器厂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落实共建资金过千万元。先后

与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德国蔡司、德国徕卡、美国安捷伦、日本电子、日本岛津等达成合

作协议 8项，与 4家公司共建技术创新联合实验室，争取厂商免费提供的实验室设计、装修

建设及配套实验台等，争取 4家厂商近千万元的新仪器免费试用。 

4.2 校地联动融合 

以贡献求发展，积极投身于陕西省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体系建设构建，成功获批陕西

省科技厅资源平台建设项目。主动响应陕西省壮大生产服务业发展战略部署，致力推动地方

检验检测行业升级转型，获批西安市发改委公共技术平台建设项目。通过校地联动融合的方

式，中心的设备资源进一步扩充，有效提升了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为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4.3 学科团队共享 

积极倡导并实践平台与学科团队共建共享的创新模式，集中有限资源配置单一学科无力

配置的高端仪器设备。该模式得到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等学院等多个学院共计 30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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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团队的支持与参与，共同筹集资金购置冷冻透射电镜、球差电镜、洛伦兹透射电镜、扫描

电镜、真空互联实验与测试平台等前沿高端设备设施。此外，中心征集学科团队 12台高值

大型设备及关键配附件托管到公共平台，实现统一管理、共享使用，有效提升设备的使用效

率和科研产出。共建共享共赢的建设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推动本中心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

一。通过多渠道筹资策略，平台仪器设备资源快速充实。这种集约化管理模式对于优化资源

配置、提升科学研究效率具有重要意义[17]。 

5 前瞻规划设计，高标准建设实验室 

公共平台实验室因其环境开放性、高精密仪器聚集、设备安装要求高及人员流动性强等

特点，对实验室的环境建设和按运行提出更高要求。在实验室规划、设计、建设及后期运行

各环节，均需进行深入细致的考量。前期足够充分的调研论证、科学的规划设计、专业的期

建设施工，直接影响实验室的运行质量。  

以西安交大创新港分析测试中心的规划建设为例，该中心在实验室选址、规划布局、精

细化空间设计、人性化考量，以及环保、安全和绿色节能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探索，

不仅满足了设备的安装运行要求、优化了运行管理的人性化和开放参观性，更系统规划了实

验室水、电、气、暖、风、排污等配套隐蔽工程，确保后期使用的科学性和便捷性，成为兄

弟高校借鉴学习的样板。  

5.1 实验室选址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以巨构板块规划学科群，属于新建楼宇，在规划建设之初便明确用

于分析测试中心的建设。实验室位于医学化工板块的 18号楼副楼，属于独栋 5层建筑，建

筑面积 1.2万平米，无地下层，确保满足超重型设备安装要求，对于隔振要求高的设备，在

一层实验室建造了多个独立的百吨混凝土防震台，以确保电镜等精密设备的实验环境稳定和

安全。前瞻布局实验室空间，按照设备功能分区域放置，预留 2000平米空间，为后续发展

储备环境条件。 

5.2 实验室布局 

实验室布局和功能规划是实验室规划设计中的关键第一步。中心按以下几个原则进行整

体规划布局。 

1）以仪器安装和工作条件为出发点，深入规划，避免相关影响。各类大型仪器设备对

工作环境（如温度、湿度、洁净度、震动及电力等）有较高要求，且不同类型设备对环境的

具体要求各异。例如，电镜类设备需在无尘、无静电、无震动、无电磁干扰的环境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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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一楼规划为重型设备区域，建设了电镜中心和核磁实验室，以确保实验环境稳定。 

2）规划功能分区，便于日常运行管理。中心设备种类繁多，涵盖微区分析、无机分析、

有机分析和物性分析四大方向。如二楼为无机分析区域，采用大开间和小套间交叉布局（如

图 4所示）。大开间为综合仪器分析室和开放实验室，放置同类中小型设备，便于工程师统

筹管理。小套间主要为 CMA受控实验室（如 ICP-MS实验室）和洁净室，明确划分样品准

备区、分析测试区和数据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并配备良好通风和独立排气系统，以确保环境

控制，避免交叉污染和安全隐患。 

3）统筹考虑施工改造难度和成本。如排风走向是从洁净区、轻污染区，再到重污染区，

据此合理摆布不同功能的实验室（如图 4所示）。再如，在满足电磁屏蔽前提下，电镜中心

采用人机分离设计，降低装修成本。 

 

图 4： 二楼实验室布局及通风设计示意图 

5.3 通风系统 

通风系统是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核心设计原则为保障人员安全、保障仪器

设备工作环境，并据此设计排风流向和新风量。综合考虑空气流动方向、通风效率、能效、

空气质量、人员安全和环境影响等因素，楼宇全面通风量按最小换气次数 6次/h确定。 

如图 4所示，为二楼无机分析功能区通风设计示意图。以仪器分析室为例，在实验时可

能产生有毒有味气体，设计为负压区，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通风罩，以确保污染物及时排出实

验室，保障实验人员安全。ICP-MS实验室设计为正压区。洁净室安装适当的过滤系统和独

立空气净化装置，确保实验室内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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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配套设备 

在公共平台实验室的规划设计中，还需考虑气体供应问题。根据实验室的具体需求、预

算、安全性要求和空间限制，选择采用集中供气系统或分散供气系统。本中心实验室规模较

大，为便于后续集中管理和维护，以及考虑安全性和长期成本等因素，设计了集中供气系统，

并配置气体监控传感器，实时监测气体压力和纯度，确保实验安全。在实际应用中，三楼气

体用量较大的实验室采用集中供气，而一楼和二楼气体需求较低的实验室则在设备附近设置

多个小型气体储存设备。 

电力方面，需根据实验室设备的功率需求，设计足够的供电容量，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在高精度设备区域，如电子显微镜，需采用独立接地系统，并采取防静电措施，以避免静电

和电磁干扰，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智能化管理方面，楼宇装修改造时，引入了温湿度传感器、压差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

智能化硬件设施，实时监控实验室环境参数和设备状态，确保实验安全和设备稳定运行。 

6 结语：校级科研公共平台的未来展望 

6.1 总结现状 

西安交通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和科研

公共平台建设，通过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规划建设，积极探索 21世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新形态。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多渠道筹资模式，高效推进了校级科研公共平台的建设。

平台在硬件设施上达到国内高校领先水平，在管理架构体系构建、平台筹建模式、实验室规

划布局方面进行了创新实践，成为支撑学校原创性前沿交叉研究的重要载体和服务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的靓丽名片。 

6.2 未来展望 

大仪实验中心将继续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社会等多个维度上发挥引领作用。深

化与国内外顶尖仪器厂商的战略合作，拓展与地方政府及企业的联动合作范围与深度，推动

学科团队共享与协同共建模式的创新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术能力提升和服务水平优化，中心

将为学校的科研创新和产学研合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助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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