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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n laboratory management, based on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realized the dynamic man-
agement to book laboratory work ahead of schedule and the network management to laboratory 
resources, by taking the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as the frame, assorting stu-
dent safety access system, intelligent door access system, experiment booking management system, 
experimental charging system, as well as the platform of experimental data storage and sharing.  
The practice showed that, open laboratory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could break the traditional closed laboratory management concept. Students could check the labor-
atory’s resource distribution at any time, so they could arrange their experiment time more freely 
and reasonably, the efficiency of laboratory resources could balance and adjust more effectively too.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realize the management of all kinds of data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uch 
as laboratory teaching, laboratory opening,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and so on. All of these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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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建立的开放式实验室管理模式，以实验信息化管理平台为架构，通过配套的学

生安全准入系统、智能门禁管理系统、实验预约管理系统、实验计费系统，以及实验数据存储和共享平

台，实现了对实验室工作的提前预约动态管理和实验室资源的网络化管理。实践表明，通过“互联网+”
技术而建立的开放式实验室，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实验室传统、封闭的管理观念，使学生可以随时查看

实验室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以达到更加自由、合理地安排实验时间的目的，能有效平衡和调节实验

室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实现了全校实验教学、实验室开放、仪器设备等各类数据统计与信息的管理，

有效促进了实验室系统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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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室作为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已逐渐发展成为集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

基地。实验室管理水平影响着学校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创新水平和管理水平[1]。建设开放式实验室

是当前高校实验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2]，而在开放式实验室的建设中，实现实验室信息化管理首当

其冲。实现开放式实验室的信息化管理，其目的在于利用网络平台，为实验教师提供便捷、高效的管理

和服务，为实验室建设和设备的有效利用提供有效手段，为学生的各种校内外实践活动提供条件支撑，

为实验室所服务的高校提供更多的信息共享[3] [4]。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下简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筹建于 2003 年，

通过整合材料科学与技术学科群相关的优势实验教学资源，依托软硬件资源雄厚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2007 年经湖北省教育厅评估验收，正式被批准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7 年经湖北省教育厅

评估批准为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及

信息化建设工作，为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资源优势、提高利用效率、推进协作共建、实现共享开放，

2014 年起建设完成了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信息化管理系统，基本实现了大型

仪器设备网络预约、刷卡开机、自动计时计费等信息化管理。通过该系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服务师生

人次/数、送检样品数、校外用户及服务次数大幅增长，科研成果显著增加，横向测试收入取得突破[5] [6]。 

2. “互联网+”在开放式实验室建设中的运行前提 

2.1. 相关政策保障及措施 

为了保障“互联网+”模式能在开放式实验室建设中顺利运行，近年来湖北大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

开放式实验室管理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如“湖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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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办法”、“湖北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等；同时强化、完善实验室管理的各项制度，如：“湖

北大学实验室工作规定”、“湖北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湖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

“湖北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进一步规范了中心的管理。 
同时，在实验室的运行机制上，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立了运行高效的信息化实验教学与管理平台。

中心在校院两级管理下，实行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负责制，通过信息化管理，统筹调配实验教学资源。建

立了开放式实验室平台预约系统、仪器设备管理系统、运行计费管理系统、毕业论文选题系统等网络化

管理平台，实现了实验平台的高效管理和运行。 

2.2. 基于“互联网+”构建的实验室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实验教师提供便捷、高效的管理和服务，为实验

室建设和设备的有效利用提供有效手段，为学生的各种校内外实践活动提供条件支撑，为中心所服务的

高校提供相应的信息和实践服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于“互联网+”而建立的实验信息化管理平台如

图 1 所示，其中涉及架构包括教师管理平台、创新创业实验平台、创新创业实验平台和学生交流平台等

几个方面。 
同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采用管理模式是半开放的责任制管理模式。所谓的半开放，是指对外

开放时间的半开放：即在开设有本科实验教学的时间段内，为了保证本科教学的课堂质量，该实验室不

对外开放，除去这个时间段，实验室全天候(包括节假日)实行预约开放；所谓的责任制，是指实验设备操

作人员的责任制，即需独立操作实验设备(尤其是大型检测实验仪器)的学生，先需经导师书面同意后，由

实验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操作培训，考核合格后，由培训老师颁发合格证，学生才能持证独立操作设

备，对于实验仪器设备及实验过程的安全管理，学生、导师和实验设备管理人员共同承担相关责任。 

2.3. 高素质的实验室管理人员 

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真正做好开放式的实验室管理系统，除了要精心

策划外，还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实验室管理队伍[7] [8]，实验员则是实验室管理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验室员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实验室管理工作能否有序、高效地运行。尤其是随着实践教学改革的

不断深入，实验课程在高校课程安排中的比重逐渐加重的大变革下，实验室员的角色与定位也由以前的

后勤保障人员逐渐转变成集行政、后勤和科研与一身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人员，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9]。 
 

 
Figure 1. “Internet+” based experimen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图 1. 基于“互联网+”的实验信息化管理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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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素质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培养工作，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内部在职培训为主要手段，不定期举

办各类实验室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工作总结会等；同时结合“请进来、走出去”的联合培养模式，先

后多次聘请相关先进实验室的管理专家来中心进行指导培训，邀请实验设备生产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进

行仪器的使用和维护培训，派员参加各级实验室管理工作培训班等，培训内容涉及质理管理、程序文件、

作业指导、实验室专业技术、实验室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综合素

质。 

3. “互联网+”在开放式实验室建设中的运用实施 

3.1. 建立了安全互动监控网络系统，切实保障学生和实验室的安全 

安全是实验教学的前提，也是建设开放式实验室首先要解决的重中之重。引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主

要原因一般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10]两个方面，其中，人的因素主要涉及实验操作人员的粗心大意、

过度疲劳，或者实验人员本身具有的知识、经验与能力不足等方面；而物的因素则在于实验设备的状态、

实验室设计的不合理性等方面。 
为了将开放式实验室的安全保障落到实处，在软件方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利用“湖大材院小助手”

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全体学生推送包括“湖北大学安全保卫工作条例”、“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卫生制度”、“实验室防火制度”等在内的实验安全教育小知识，通过微信消息推送，开展实验

教学安全教育，让安全深入学生心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每年还邀请消防部门为中心全体师生讲解消防

安全知识和进行消防演练，并将相关视频资料上传至学生学习网站，让学生可以自由下载、学习；在硬

件方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通过与手机联网的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实现资源管理、教学、科研、检测、

环境监控等全过程的时实管理，确保实验开展的顺畅、安全、可控。图 2 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于“互

联网+”而建立和运行的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和门禁系统。 

3.2. 建立了基于信息化网络管理的预约机制，优化实验教学仪器的使用效率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还建立了基于信息化网络管理的仪器设备使用预约管理系统，仪器使用的用户只

有登录该系统后，方可对所需要的仪器进行预约。用户在预约之前，可查看到仪器已经分配的时间和预

约未审核的时间段，以错开仪器的使用高峰期，提高仪器的使用效率；同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还建成

了规范的仪器设备保养、维护、维修制度，实现了仪器设备运行状况的网络化开放管理。图 3 所示的即

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于“互联网+”而建立和运行的仪器设备使用的预约管理系统与记费系统。 

3.3. 采用了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建立现场教学、网上虚拟、仿真模拟和工程实践“四位一体”

的教学方法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立了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包括中心新闻、信息发布、精品课程、典型案例、教

学安排、教学大纲、实验模块、实验课件、图书资料、实验教学管理制度等，让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

行课程选择、师生互动、相关查询、实验预约、预习、模拟、实验报告提交、相关知识学习等，旨在建

成一个信息化、智能化、广辐射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在开放式实验室建设中，在基础性实验方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用

现场教学和学生动手实验相配合，旨在培养学生实验技能和良好实验习惯。同时，基于“互联网+”技术，

开设仿真实验、网上虚拟实验，采用在线答疑、在线考试为补充的自学实验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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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aboratory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and access control system 
图 2. 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和门禁系统 
 

  
Figure 3. Experiment book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charging system 
图 3. 仪器设备使用的预约管理系统与记费系统 

3.4. 将移动终端接入仪器设备的网络化运行，实现实验资源利用的便捷化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网络终端在大学校园生活中的普及，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手机互联网终端

的轻便性和可移动性等优势，及时满足自己学习、娱乐和生活的需要，尤其是 QQ、微信等交流平台，让

学生的交流和日常信息的查询变得更加便捷了。为了顺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手机等移动网络终端使用

的生活方式，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还尝试着将以手机为主的移动终端接入仪器设备的网络化运行，实现实

验资源利用的便捷化。 
图 4 所示的即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于移动终端和“互联网+”而正在试推广运用的共享开放仪器设

备信息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利用该信息卡，将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中的静态实物数据和转动态使用数据

结合在一起，学生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共享开放仪器设备信息卡上面的二维码，即可随时获得由仪器生产

商提供的包括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价、设备用途在内的静态实物数据和由学校实验实训教学中心和

相应管理平台提供的包括仪器使用状态、仪器设备预约等信息在内的动态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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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formation card on the shared instrument 
图 4. 共享开放仪器设备信息卡 

4. “互联网+”在开放式实验室建设中的实践成效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于“互联网+”模式而建设的开放式实验室，利用互联网接入技术，以实验设备

的培训管理与预约开放为前提，以各学院信息门户、各实验中心网站、基础数据平台、安全准入系统、

智能门禁管理等内容为支撑，实现了实验教学模式和实验管理手段两个方面的开放管理。对于实验室管

理人员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实验室传统、封闭的管理观念，不再将实验管理人员局限在固定的实 
验室工作岗位上，有更多时间能够从事相关的科研活动，对实验室管理手段的传承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

间；对于学生来说：通过互联网接入技术，学生可以随时查看实验室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可以更加

自由、合理地安排实验时间，能有效平衡和调节实验室资源的使用效率，也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对于学校管理层来说：利用开放式实验室所依托的互

联网系统具有的统计数据的共享性和实时性，可以在全校范围内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便于校内各学院、

实验室、教师及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相互交流，实现全校实验教学、实验室开放、仪器设备等各类数

据统计与信息的管理，实现全程化、自动化管理，有效促进了实验室系统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基于“互联网+”手段而建立的开放式实验室管理模式，为高校实验室信息化建设带来了重要契机，

同时也对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的内涵、平台构建、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是一次值得深入的探索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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