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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打包、发货……7月19日下午4点，一批治
疗肝癌的药品样品从渝北区星光大道的一家医
药公司寄往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它们将在学
校接受核磁共振波谱仪测试，以确定是否合格。

这批药品来自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其与西南大学已合作多年。利用高校的科研仪
器进行商品检测，这在全市科技企业与高校之间
并不鲜见。

搞科研离不开各类仪器设备，但科研仪器设
备价格不菲，研发机构和科创企业不可能“用啥
买啥”。近年来，在渝高校持续提升大型科研仪
器设备管理和开放共享水平，支持学校高水平科
研成果产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从“自用”到“共享”
全市已入网大型科研仪器设备9308台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核磁共振波谱仪，
主要用于物质的结构分析和鉴定。

“过去一年，这台科研仪器一天也没有休息
过。”西南大学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卢
坤说，去年核磁共振波谱仪的测试总机时达
8700余小时，测试样品1.4万余个，实现校内外
收入42万元。

高校实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其实有章
可循。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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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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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提
出，高校和科研院所要从注重“为我所有”到注重

“为我所用”，解决闲置浪费现象严重、专业化服
务能力不足、开放共享水平不高等短板，让科研
仪器管理和共享应用水平持续提升。

重庆市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起步较早，是
全国最早开展大型仪器协作共用的省市之一。
早在2004年，当时的市科委、市财政局、市教委
和市物价局便牵头启动“重庆大型科学仪器资源
共享平台协作共用仪器”项目，通过共享统筹和
集约化管理，减少内部科技基础条件的重复建设
与资源的闲置、浪费。

“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离不开大量的实验操
作和检验检测，但这些仪器往往价格昂贵、耗资
巨大。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部分科研仪器和
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部分科技企业
缺少研发生产必要的实验及检测设备。”重庆市

科技局基础研究处相关负责人解释，促进高校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从“自用”到“共享”，是提高区域
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有
效举措。

西南大学开展此项工作从21世纪初开始。
到2015年底，西南大学专门成立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推进全校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工
作。2019年1月，学校又成立大型仪器设备共
享管理办公室，负责学校大型仪器共享平台规
划、建设、维护，人员培训及平台的运行管理，进
一步厘清了开发共享的机制体制。

社会机构和企业如何共享使用高校的大型科
研仪器设备？“有需求的企业可以通过学校共享平
台，像逛‘淘宝’一样自主选择购买服务。”卢坤介
绍，企业可登录西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网址，查询所需使用仪器，进行线下预约使用仪
器。也可电话联系西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由学
校专人对潜在测试需求进行精准梳理，并提供

“一对一”的测试需求服务，帮助企业完成一些复
杂或需求不明确的测样。对年度合作的企业，当
天即可通过审批，使用价格上还能批量优惠。对
零散需求的企业，一般在一周内会审核通过。

卢坤说，截至目前，学校已组建“1+26”校—
院两级共享平台，总计988台（套），原值6.44亿
元的仪器设备全面、全时段对校内外用户开放。

作为我市唯一的 985 高校，重庆大学自
2012年开始积极推进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

作。该校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设备管理科科长
钱俊臻介绍，截至今年6月，学校纳入校级开放
共享平台和重庆市开放共享平台的大型仪器设
备达1269台套，原值约11亿元。纳入国家开放
共享平台的大型仪器设备达447台套，原值约7
亿元。大型仪器设备全面对内对外开放共享，仅
去年一年已服务近200家企业，支撑企业500多
个项目，仪器设备使用8万多机时，测试收入约
200万元，共享服务已覆盖物理、化学、材料、生
物、光电、药学、土木、电气、机械等多个学科领
域。

位于永川的重庆文理学院也向永川及周边
的科技企业开放共享了百余台（套）价值在20万
元以上的大型科研设备，在检测测试、材料和模
具加工等领域，服务300余家企业。

重庆市科技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
年6月30日，全市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入网总量
达9308台，总价值约80.3亿元。其中，高等院校
累计入网4544台、占比48.82%。从类别来看，
占比最多的5类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为分析仪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电子测量仪器、工艺实验设
备、计量仪器。

单次使用费用20元—2000元
科研仪器共享节省企业成本

“如果企业采购一台超高分辨冷场发射扫描

电镜，成本要花2000多万元。现在租用重庆大
学的仪器，一小时才1000元，全年算下来，也不
过几十万元的费用，大大节省了成本，提高了企
业运行效率。”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工程师陈虹利算了一笔经济账。

臻宝公司主要生产硅、石英、碳化硅、氧化铝
陶瓷等设备零部件产品。样品出来后，需要通过
高精尖的电子显微镜对微观结构进行扫描，来判
定产品是否合格。作为一家初创的科技企业，公
司起步之初无法承担高昂的科研设备费用。了
解到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刚好有高精尖电子
显微镜对外开放共享，该公司从2023年开始和
学校合作，得以“轻松上阵”。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重庆医
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聂伟有相同
的感受。他以公司最常用的核磁共振波谱仪为
例，如果企业自己购入至少要花400多万元，且
还要安排专人操作、维修，成本远远高于使用高
校的共享仪器设备。

向社会开放共享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高校也
有这个底气。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周小
元介绍，该中心设备规模达到86台（套），总值
1.85亿元，这是很多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投
入。相较于社会上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高校的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租用费用更加低廉、服务更加全
面，20元—2000元区间的单次使用费用，让企业
能够承担。

“通过开放共享，学校科研仪器设备的使用
效率显著提升。”钱俊臻表示，该校与我市某国际
复合材料公司深度合作，创新性地将场发射扫描
电子显微镜与拉曼光谱联用，自主设计研发了
共定位装置。这项技术突破不仅推动了中国玻
纤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更成功解决
了新能源、轨道交通、航空、国防等领域高端特
种玻璃纤维的相关难题，实现了关键技术的自
主可控。

推进市场化运行
亟需既懂企业需求又懂技术语言的人才

开放共享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让科技企业和
高校都尝到了甜头，但其中也有一些让双方都

“尴尬”的情形。
“有时候，很多企业带着问题来，但说不清具

体需要什么检测手段，我们要帮他们‘翻译’技术
需求。但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有时候因为‘走不出
去’，也不完全了解企业的需求。”在周小元看来，
让高校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忙起来”的同时，如何
让其发挥出“最大公约数”的效果是各高校需要
思考的问题。高校的仪器设备管理部门亟需补
充一批既懂企业需求又懂技术语言的专业技术
人才，实现更专业的“市场化”运行。

卢坤也提出，在长期和企业打交道之后，学
校意识到，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仪器操作人员
的测试服务能力，把高精尖的科研仪器设备功能
发挥到最大化。另一方面，学校还需加大宣传力
度，让一些“人无我有”的独特仪器设备发挥出更
大效用。

作为企业代表，聂伟表示，高校承担着科研
的重担，应该紧跟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拓宽
科研仪器设备服务社会的能力。以该公司的需
求为例——过去，公司以做仿制药为主，下一步
要开展创新药的研发，在这过程中要进行一些生
物实验，目前在渝高校的科研仪器设备还无法满
足企业的需求。

事实上，在渝高校也在积极进行相关探索。
今年4月，重庆文理学院启动“百队博士进百企”
行动计划。该校科学技术处处长郭朝中介绍，依
照该计划，该校将组建127支博士团队，联动川
渝35个地方政府，征集340家企业技术需求，通
过发挥博士的“中间人”作用，充分用好校内100
多台价值20万元以上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协作。

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将持续发力，共同搭建高校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与企业研发创新有效对接的平台，让
更多企业和创新团队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尖端
科研仪器设备，借助高校与企业对接平台解决
技术瓶颈。

▲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工作人员和企业技术人员一起使用聚焦离子束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新材料开发。 （受访者供图）

助力企业创新“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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