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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性仪器设备开放管理模式构建与实践

林彩萍,陈　丹

(台州学院 医药化工学院,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利用并优化实验室的资源,将烘箱等共用性加热仪器设备进行集中统一安排,实行开放管理,提高了

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降低了仪器设备使用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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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实验室仪器设备是高校重要的办学条件之

一,是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如何

发挥实验室仪器设备在办学中的有效作用,充分利用

其资源为教学科研服务,除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和制

定规范的管理规程以外,还与其有效的设备管理模式

密切相关[１].本文从烘箱等共用性加热仪器设备开放

管理现状入手,构建开放管理模式并加以实践,与同仁

共同讨论交流.

１　存在的问题

传统管理模式下实验室中的共用性较强的仪器设

备如烘箱等,由于分散在各专业、各实验室中,不能统

一调度和统筹使用,表现为有课使用、无课闲置,资源

严重浪费.各专业、各实验室重复购置、造成了有限的

实验仪器设备经费更加紧张.由于分散管理、分散使

用,缺乏专人保护,出了问题很难查找源头,在使用管

理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将各专业、各实验室通用

的加热仪器设备进行资源整合,探究科学、合理的开放

管理模式[２],更好地发挥仪器设备在人才培养及社会

服务中的作用.

２　共用性仪器设备开放管理的构建

(１)资源整合,建立统一的电热室.以台州学院

医药化工学院为例,医药化工学院设有化学、化工、制
药及材料类５个本科专业,各专业都要用到加热仪器

设备,这些加热设备包括箱式电阻炉、管式电阻炉、真
空干燥箱、恒温干燥箱等,型号不一,种类杂,数量多,
且分散在各专业各楼层及各个房间.要将这些共用性

仪器设备的进行资源整合,首先要进行分类排查统计,
并且要选好共用性仪器设备开放场所,建立统一的电

热室.一是要根据各层实验室的教学、科研使用需要

及功能特点,摆放不同类型的加热仪器;二是由于样品

在加热、烧结过程中会挥发产生气体,从安全、环保角

度出发[３],室内最好要具备排风系统条件;三是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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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房间的布局及使用的最大功率,满足每台仪器的用

电要求.
(２)建立开放管理的准入制度.所有的电热室进

行开放,进入开放电热室的所有人员必须经过实验室

安全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使用时需预约申请并建

档,再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审核,取得电热室使用资格的

人员方可任何时间进入做实验[４].
(３)完善开放管理制度.没有制度就没有管理,

没有管理何谈责任[５].在高校的开放管理中,必须建

立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度,要及时补充和修订管理制

度,使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依.条款中不仅要说明怎

么操作,还要说明违规操作可能引起的后果及处理规

定[６]等.有了各项管理制度,便能做到分工明确,有序

地进行仪器设备的开放[７].
(４)安全文化建设及安全设施的建立.除了制定

安全使用制度外,加强宣传教育,使师生熟悉实验室安

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安全设施的使用,增强安全意

识[８].由于加热设备的特殊性,除了将每台设备的操作

规程、注意事项及警示标志张贴于醒目位置外,还要做

好高温防护措施,如配备一定数量的耐火砖、防高温手

套、钳子等.设立加热仪器使用状态标签,做好仪器使

用登记.除了应配备一般的消防设施,如灭火器、消防

沙等,还应考虑在室内安装烟雾报警装置、摄像监控装

置,使用气体钢瓶的还应配有报警装置等.
(５)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电热室全面开

放,无形中增加了实验室管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因此,
要改革实验室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手段,在岗位设置、
待遇和培训等方面采取激励措施,在评奖评优上给予

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实验队伍的业务水

平和整体素质[９].选派实验室骨干到国内高校交流、
考察或进修,鼓励实验人员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
每年组织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加强安全

管理.

３　共用性仪器设备开放管理的实践

(１)整合资源,建立共用电热室.根据功能和性

质,在学院新实验大楼３—５楼各设立共用电热室,将
分散在各专业、各学科近４０台加热设备,进行了统筹

安排,根据各层楼的教学及学科分布特点,集中安排不

同类型的加热仪器.如医化大楼５楼主要分布有无

机、有机、材料实验室及相应的科研室,教学及科研使

用较多的是箱式电阻炉及管式电阻炉,因此５楼电热

室以摆放这２种高温炉为主.通过整合资源,使电热

室功能更加明确,实现了实验室资源共享,避免了重复

购置,在多学科教学及科研中得到充分利用.
(２)建立制度,落实职责.在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及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验室制定“电热室

安全管理制度”“电热室管理规定及办法”“管理人员管

理职责”等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每层设立电热室管

理组长,负责轮周值班管理人员的管理情况及仪器设

备的使用、维护及报修情况,轮到值班的管理人员必须

清楚每台仪器设备的使用状况,检查每台仪器设备的

仪器使用记录情况,查找安全隐患,定期对仪器设备进

行全面检查,及时保养,损坏的仪器设备及时通知厂家

来进行修理,并做好安全巡查工作,做到每天巡查,及
时登记巡查情况表.由于职责分工明确,有效地推进

了实验室安全工作[１０].
(３)加强使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１１Ｇ１２].设立加

热仪器使用状态卡片,如“完好”“待维修”“使用中”,
并设立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分.使用时,使用人员需向

管理人员提出申请,在申请单上填写相关的信息并作

相应的承诺,同时领取“使用中”卡片,在卡片上填写房

间号、仪器编号、姓名、联系方式,使用的最高温度、起
止时间等,使用某台仪器时将卡片插在相应仪器的卡

槽内;仪器使用完毕,将卡片交回给管理人员.同时,
须在仪器使用登记本上填写使用记录,对没有做好使

用登记的人员,管理人员及时打电话通知,要求他们重

新登记.对于不遵守安全管理制者,管理人员有权利

拒绝使用.
(４)全面开放,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率.采用了

以预约开放为主,定时开放和定向开放为辅的管理方

式.其中预约开放主要是针对课余时间有实验需求的

学生,学生可以随时预约,中心安排专门实验教师值班

指导;定时开放主要针对使用的设备较为复杂、有特殊

安全使用需求的教师以及学生群体,如使用气体保护

的高温炉等;定向开放主要针对合作单位的使用需求.
通过全面开放,大大提高了仪器设备使用效率[１０],如
有些设备的年平均使用时数超过２０００小时.

(５)发挥技术特长,调动工作积极性 .电热室全

面开放,无形中增加了实验室管理的难度和工作量.
为此,中心改革了实验室管理方法,制定了主值班守

则,实施了主值班制度.每层设立管理组长,管理组长

由高职称及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具体负责各层电热

室管理人员的管理情况及仪器的使用、维护及报修工

作.管理人员由实验技术人员担任,每周轮流值班,每
天由１人值班(８:００—１７:００),负责电热室全天的管理

(开放,参观,安全等),并在值班结束后,填写值班记

录.这样,只要管理组长查看值班记录便可知前一天

发生的事情和等待解决的问题,以便及时处理,提高了

管理效率,变多人忙为一人忙,其他人可安心做自己的

事情和学习,电热室管理更加有序.
(下转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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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落到实处,所有进出高校的化学品均需该体系严

格执行.

５　结语

我们旨在建立一种采购—储存—使用全过程、可
追溯、可共享的高校化学品共享管理平台.该管理平

台充分借鉴 GSP管理体系的先进优点,依托化学品库

存管理和共享平台,健全和完善现有化学品采购体系,
实施严格的领有预约审批制度,实现化学品流入实验

室的领用—归还闭环式管理,最终实现对全校化学品

的科学管理.在此基础上,对高校化学品共享进行探

索,还针对体系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费核算问题提出

了单独建议.该管理平台的成功建立还可以实现易制

毒或易燃易爆等特殊化学品使用过程的全程追溯,监
控剂量甚至可以达到毫克级,这对推动平安校园建设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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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６７页)

４　结语

将功能和用途相同或相近的仪器实行集中管理,
共管共用,统管统用,提高了共用实验仪器设备的利用

率,避免了低水平重复购置,有利于提高实验仪器设备

的使用效果,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实践证明,实验室开

放管理模式的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仪器的使用率,方便

全院甚至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可提高学生科研意

识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当然,共用仪器

设备的开放安全管理,除了配备一定的安全设备外,建
立切实可行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及安全管理的长效机

制,强化管理人员及使用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才能使共用电热室仪器设备管理更科学、更合理、更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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