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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funding scale improve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quantity of artificial climate 
room has been increased rapidly in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ow to improve the utiliza-
tion and efficiency, and how to promote laboratory connotation type development become the hot 
and difficult issues for universities. Based on author’s working practice,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service condition of artificial climate room in our schoo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the 
artificial climate room utilization and sharing ratio is low, and puts forward to establish an whole 
management system, upgrade and transform team of specific managers and paid usage manage-
ment mode for the way of the of artificial climate room. These improvements greatly enhanced ef-
ficiency of the artificial climate room in our school. It offers benefi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po-
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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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政府对高等院校资金投入规模的不断增加和扩大，各高校科研用人工气候室的建设迅速增加，怎样

提高其运行效率，促进高校实验室的内涵式发展，成为各高校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结合作者工

作实践，针对本学院人工气候室的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分析了人工气候室运行效率偏低的原

因，并提出了符合实践的相应对策，即从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升级和改造人工气候室、设立专职技术

管理人员到构建有偿使用管理模式等方面出发，研究实践了提高人工气候室运行效率的途径。从而使学

院人工气候室节能高效地运行，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率，为科研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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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气候室人工模拟了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是农业、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模拟自然

环境变化的大型试验设备[1]。在实验性研究中，人工气候室在科研服务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是解决生

命、化学及相关学科科研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人工气候室是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物质条件，不仅

标志着高校实验室的装备条件，也象征着高校教学科研的实力。 
前几年，政府加大了对一批重点大学的建设力度，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也得到来自多方面

大量资金的支持，2007 年建造了学院人工气候室，2008 年正式投入使用，拥有 10 间独立的培养室，总

面积约 145 平方米，目前又有即将竣工的新人工气候室 300 平方米将要交付使用。旨在促进学院的教学、

科研水平能跨跃式、长足的发展[2]。学院具有植物科学系、动物科学系、资源环境科学系、食品科学与

工程系等众多实验性专业。人工气候室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学院的综合科研实力和办学水平，但在人工

气候室的使用中出现使用效率不高、能耗过大的现象。如何使人工气候室节能高效运行，是学院当前急

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作者自己的工作实际逐步实施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实践。 

2. 导致人工气候室使用效率不高的原因分析 

造成人工气候室使用效率较低的原因有多种因素，但主要因素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加快了人工气候室设备配置的技术滞后 

使人工气候室的配置如补光系统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高精度、自动化程度强、性能稳定的多功

能智能控制系统不断升级。而建造已近十年的人工气候室未能得到升级和改造。 

2.2. 能源浪费严重，高能耗使人工气候室的运行成本高企 

同时还存在室内灯光的光谱与照度不能满足植物生长的要求。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参数主要是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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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光照度和 CO2 含量，人工气候室人工模拟了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自然需要 24 小时供电，以维持

其运行，保持上述环境参数。 

2.3. 高素质专职的技术管理人员缺乏 

长期以来，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一直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3]。存在人工气候室管理

人员变动频繁或没有专职的只有兼职老师等问题，先前我院人工气候室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而是使用

教师或科研人员兼职管理，但这些兼职管理教师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也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没有把

人工气候室的管理人员看成是教学、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折算成工作量，造成这部分人没有工作积极

性，导致了人工气候室不能正常运行。 

2.4. 人工气候室运行维护经费不足，且办理手续繁琐 

特别是人工气候室的运行维护经费短缺，其经费申请难度大，手续繁杂，需多位领导一致审批同意

方能到位，学院电费补贴少出现老师科研经费压力大而“用不起”的现象。人工气候室的运行维护费单

靠少量收取的费用很难维持人工气候室的正常运行。出现在运行过程中有故障时难以得到及时维修，使

有部分房间闲置不能使用[4]。 

2.5. 缺乏高效开放的服务信息平台 

预约、使用、收费及故障报修等工作只能由技术管理人员找老师逐一办理，工作效率不高。 

3. 促使人工气候室节能高效运行的有效途径 

3.1. 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构建适宜的管理模式 

由于人工气候室的特殊性，如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运行维护成本费用高，需设立专项运行维护

经费作保障；需进行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率考评等原因，必须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建立开放共享平

台在高校已经形成共识。2007 年，我院筹备开放共享平台，成立了学院公共仪器平台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公共仪器平台)，整合了学院各学科分散于各科研团队 2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进行集中管理，同时将人工

气候室纳入公共仪器平台，实行独立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机制，建立确保人工气候室运行维护的相关制度

并张挂人工气候室内，如人工气候室管理制度；人工气候室收费管理制度；人工气候室操作培训、准入制

度；人工气候室维护、维修申请执行办法；人工气候室的操作规程等。管理人员实行专人岗位设置，进行

上岗培训，明确岗位职责；设置专项运行维护经费；并面向校内各学院的教学、科研开放服务[5]。 

3.2. 升级和改造人工气候室的配置 

首先，逐步加以改造。人工气候室的配置要跟上学科的发展，以及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需要，不能单

纯为了某一课题而专门配置，防止造成其它课题使用不合适。例如，通过把原有白炽灯管更换成 LED 灯

管和调整后端电路布局完成人工气候室补光系统的改造，达到节能高效地运行。 

3.3. 设立专职管理人员 

物色有专长的人工气候室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维护、人机操作界面的统一操作，避免各课题组

学生随意设置而引起设备经常出错、故障。并严格门禁系统的管理。 

3.4. 建立有偿使用管理模式 

自建成以来，我院在有偿使用管理模式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已有所经验体会，具体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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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做好征询与宣传工作 
广泛征询学院相关课题组老师的意见，了解包括设备年使用、开放共享和维护维修等方面的情况，征求

大家对人工气候室实行有偿使用管理的建议，同时也是对人工气候室的有偿使用做好动员和宣传工作。 

3.4.2. 制定合理的收费细则 
学院通过上年度运行维护成本费用及收费情况核准制定每间人工气候室的下一年度收费标准，并进

行适当比例电费补贴以减轻老师的经费压力，按院内院外不同标准执行，院内价格按院外价格的 50%收

取费用。 
由学院财务人员负责收缴、核算人工气候室有偿服务的收支，并采用收支两条线的方式进行管理。

财务处设立人工气候室专用账户，人工气候室使用老师缴费和结算均通过专用账户管理，实现专款专

用[6]。学院对人工气候室使用所形成收入的资金管理，用户在网上预约成功后，到财务处登记科研账

号且预交费，并填写《人工气候室交费登记表》，一式三联，财务处留第一联，在专用账户结算，专

款专用；用户留第二联，负责对仪器平台进行考核和监督；平台留第三联，负责安排实验和提供统计

数据。 

3.4.3. 采用多种形式人工气候室管理方式 
每间人工气候室的参数设置由平台技术人员操作，并为使用人工气候室的科研团队定期培训学生助

管来操作；个别人工气候室全年只用一部分时间，如育苗后有空余间隔时间，可出借社会上的单位，每

月收取租金。 
经过这样的运行方法，收取的费用补偿人工气候室设备运行损耗费和维护保养费，实现了人工气候

室运行的良性循环。人工气候室的使用效率也有不断提高。 

3.5. 人工气候室管理纳入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信息服务平台 

利用仪器平台的信息服务平台开展有偿服务，建立人工气候室专用网页，在满足本校使用的基础上，

要向社会开放[7]。将开放的人工气候室信息上网，供校内外用户查询选择，需用单位可在网络上向设备

所在单位咨询，办理使用手续[8]。这样既满足了用户的播要,节省经费的投人,提高了人工气候室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同时采用多种有效途径，如结合本院老师的科研活动，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促进与

其他相关单位的科研合作项目等。 

3.6. 建立稳定的人工气候室管理人员队伍 

首先，要选好人工气候室的专职技术人员，要求操作人员具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娴熟的操作技能。

专职的实验技术人员由于长期管理、维护、使用人工气候室，无疑是最专业的操作者。其次，要合理安

排人工气候室管理人员进修和培训，使其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要从思想教育出发，切实解决人

工气候室管理人员在工资、津贴、职称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其心情舒畅地担负起

人工气候室的管理工作[9]。 

4. 结语 

实践证明，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设立专职管理人员、升级和改造人工气候室和构建有偿使用管理

模式等，是提高人工气候室的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应积极开拓新思路，充实和

完善人工气候室的管理模式，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应人工气候室的管理新模式。通过更新观念，

进一步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和效益，更好地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社会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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