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地国重〔2021〕8号 

 

 

 

关于印发《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全室师生：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文

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实验室制定了《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1 年 6月 22日 

                                                           

  实验室办公室                   2021 年 6月 22 日印发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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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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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的指导意见》《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和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

省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中国矿业

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深部岩土力学

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实际，加强大型仪器

设备从规划、论证、购置、运行、使用效益评价的全过程管理，按照“分

类管理、成本补偿、独立核算、绩效评价”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是国家和学校公有资源，必须共享共用、不得

独占使用。除涉密和法律法规特殊规定限制，大型仪器设备均须开放共

享。 

第三条 实验室由各级各类学科建设经费、财政经费和科研经费购置

的单价在人民币 20 万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单价在 20 万元以下，性能

良好、通用性强、可提供对外服务的仪器设备，均按照本办法开放共享。 

第二章 设备分类 

第四条 根据大型仪器设备建设目的、应用领域、具体功能、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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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划分为三类： 

（1）通用型：具有多学科多领域应用特征，用于获取基本参数或数

据，开展基础试验参数指标测试的仪器设备。 

（2）专用型：用于单一学科或研究，具备一项或几项功能的设备，

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学科局限性，主要用于数据采集、现场测试等的仪

器设备。 

（3）研制型：根据研究需求，研制开发的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应用

领域内的专用试验装备与系统。 

实验室每年年终更新、公布一次仪器设备共享分类表。仪器设备归

类可根据仪器设备升级改造、管理、使用等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对于不

同类型的仪器设备，使用不同开放共享办法及基本收益额度要求（具体

分类情况见附 1：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分类表）。 

第五条 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分类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如下： 

（1）通用型设备，由实验室统一负责管理、开放、运行、维护，技

术人员的工作考核由实验室负责。 

（2）专用型设备，由实验室和科研课题组共同管理。实验室派一名

技术人员负责设备管理，课题组指派 1 名教师或 1-2 名研究生协助管理。

实验室技术人员主要负责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共享使用等工作，课

题组教师和研究生助管主要负责仪器的技术服务、维修等工作。设备维

护、耗材、试剂、水电费用根据使用安排分别分担。 

（3）研制型设备，由各科研课题组负责管理、开放、运行和维护。

实验室负责环境管理、水电保障，其设备维护、耗材、试剂、水电费用

等均由课题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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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构建实验室、实验中心、

开放机组三级联动、各司其职的管理责任体系。 

第七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工作委员会负责落实国家和学校有关政策

要求，建立健全实验室开放共享管理制度；解决开放共享过程中出现的

重大问题；监督检查开放共享过程并评价成效。 

第八条 实验中心承担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主体责任。主要

职责包括：提供共享平台后勤保障，信息传递，落实日常管理具体事宜。

涵盖基础设施维护保障、维护开放共享信息平台、公布开放设备信息、

审核开放申请、下达试验任务、监督设备运行状况、跟踪试验进度、核

定工作量、相关财务审核核算、信息统计上报等。 

第九条 开放机组承担所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具体开放共享的直接责

任。主要职责包括：提供设备信息、拟定收费标准、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审批开放共享测试方案、提供相应技术保障和开放共享服务；收发样品、

开展试验、交接数据、及时保养设备、做好记录；根据测试复杂难易程

度及工作量大小，申请配置研究生助管协助；收集试验测试结果的物化

成果等。 

第十条 实验室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同时加入学校、地

方和国家各级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多渠道发布开放信息，在满

足实验室科研教学需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推进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

共享，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效率。 

第十一条 实验室人员新购制（研制）大型仪器设备须经实验室仪器

设备工作委员会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对新购单台套价值在 40 万元及以

上的科研仪器设备，应当自仪器设备完成安装使用验收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纳入实验室、学校、地方和国家各级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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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实验中心和开放机组须积极做好各类大型仪器设备操作

培训工作，培训合格后方可开展试验。特种仪器设备须取得相应资格证

后方可使用。 

第十三条 为保证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通用型仪

器设备，实验室配备研究生助管，协助技术人员开展试验。对专用型仪

器设备，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研究生助管，负责仪器设备的测试等基

本和辅助工作。实验室按照工作量给予研究生劳务补助。 

第十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程序 

1. 开放机组提供开放设备信息（含设备简介、设备照片、性能指标、

应用范围、测试项目等），编制开放共享收费标准，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确定仪器设备类别，在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登记备案； 

2. 纳入学校、地方和国家各级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等予以公

布，接受校内外的网上试验预约。 

第十五条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须通过 “中国矿业大学仪器设备共享

平台”进行申请预约，无预约编号，未经批准，严禁开展试验。同时填写

实验室试验申请审批表，签订试验安全承诺书。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十六条 收费标准确定 

1. 标准制定。国家主管部门有统一定价的，参照国家和部门标准。

无统一定价的，参照市场和仪器设备使用的成本制定收费标准。 

2. 收费内容。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平台基本运行维

护费用，包含：水、电、气、试剂、耗材、配件消耗、辅助人工等基本

运行成本。校外共享收费加入设备损耗、人工服务费、管理费及税金等。 

3. 收费标准的申报、审批与执行。开放机组填写《开放服务机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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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申请表》，提交实验室审核，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论证，经

学校收费管理委员会审批并公示后执行。 

4. 特殊测试。如需进行设备改造、程序开发、专利使用或其他事宜，

另行协商。 

第十七条 收费原则 

1. 收费按照校外、校内和室内三个档次执行，校外和校内执行校公

示收费标准，室内按照校内收费标准 50%执行。 

2. 为有效提高设备利用率，激励设备功能开发，采购或研制先进仪

器设备，对通用型和专用型设备，对设备建设直接负责人，设备验收通

过第一年内，免收设备使用费，以后各年，按照室内收费标准的 50%收

费。 

3. 为鼓励设备研制和开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对专用型和研制型

设备，开放机组在满足设备使用年机时不少于上级规定机时的基本要求

下，可以通过科研项目“测试技术服务费”、“实验技术服务费”等不同

方式开展开放共享，以科研项目形式完成的开放共享收入一般每年不应

低于设备原值的 5%。 

4. 所有大型仪器设备应积极通过各种渠道提升使用机时，扩大开放

共享，原则上校外服务收入比例不得低于服务总收入的20%。 

5. 按照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计划使用仪器设备以及本科生申请的自

主创新实验，实验室不收取费用。 

6.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可以申请按照室内标准的 50%收取费

用。 

7. 所有实验完成后应及时恢复待机状态；超时占用需及时提出申

请，获得批准后方可超时使用；超时占用加收占用费，不超 7 日的每日

按收费标准的 5%计取，超过 7 日的每日按收费标准的 15%计取。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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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紧张，后续试验排队紧张的条件下，超时占用需取得后续任务的同

意，否则，按新任务重新申请。 

第十八条 开放共享服务收入执行“收支两条线”，纳入学校财务统

一管理。学校、实验室分别设立开放服务收入专用账户，开放机组应严

格按照学校财务要求结算，不得私自收取现金。 

第十九条 开放机组对校内用户提供开放服务，应依据《委托测试（实

验）协议书》《仪器设备开放使用结算单》进行结算，用户凭协议（或清

单）到财务处办理缴款手续。开放机组对校外用户提供开放服务，双方

需签订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知识产权归属、保密要求、损害赔偿、

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事项，按合同约定办理缴款和发票开具手续。 

第二十条 开放服务收入依据委托双方协议内容，按照实际已发生的

业务进行财务结算，学校与实验室收入分配比例为 2:8。学校收入部分主

要用于设备维修、测试补助、平台维保、单位奖励、人员培训和劳务等。

实验室收入部分主要用于仪器维保维修、升级改造、实验耗材、购置论

证、教育培训、绩效奖励、临聘人员工资等。临聘人员工资和人员绩效

奖励不超过总收入的 30%，其中人员绩效奖励不占实验室综合绩效额度。 

第二十一条 对通用型仪器设备，提取实验室收入部分的 20%为设备

采购机组补助；对专用型仪器设备，提取实验室收入部分的 40%为协助

开放机组运行补助；对研制型仪器设备，收取实验室收入部分 20%为水

电运行补助，其余经费由开放机组使用。除去临聘人员工资以外，足额

提取人员绩效奖励开放机组人员。 

第二十二条 经费使用审批流程：实验室技术人员或开放机组提出申

请、实验中心审核、分管领导审批签字、财务报销。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服务收入使用情况应定期在

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接受监督。如当年有结余，则自动结转留作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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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继续使用。 

第五章 绩效考核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对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其中

40 万元及以上大型仪器设备由学校考核，其他纳入开放共享平台的设备

由实验室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公布。 

第二十五条 考核内容 

对于通用型仪器设备，重点评价用户使用率、用户评价、有效服务

机时、服务质量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贡献。对于专用型和

研制型仪器设备，重点评价是否有效使用，是否有效组织了高水平的大

型仪器应用专业团队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贡献，内容如下

（具体指标见附 2、附 3）： 

1. 机时利用：实行定额机时管理，年使用机时数以共享系统统计或

使用记录为主要依据。通用型仪器的最低使用机时为 1600 小时/年，专

用型和研制型仪器的最低使用机时为 800 小时/年； 

2. 共享收入：对校内外开放共享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共享收入情况

以每年实际到账金额为主要依据； 

3. 产出成果：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功能利用与开发； 

4. 日常管理：使用、维保、安全、档案等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纳

入共享平台情况；日常管理情况，以自评和实地考察为主要依据。 

第二十六条 考核标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况考评以总分 100 

分制评价，评价标准分为四档：优秀：总分≥90 分；良好：75 分≤总分

＜90 分；合格：60 分≤总分＜75 分；不合格：总分＜60 分。其中，大

型仪器设备考核排序前 10%的视为优秀开放机组。 

第二十七条 奖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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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考核优秀的机组，实验室将给予表彰和奖励，同时作为推荐申

报国家和学校相关计划支持的重要依据。  

2. 根据开放共享成效、设备使用率，年末根据工作量对相应人员进

行工作绩效奖励。 

3. 对依托大型仪器设备发表的论文（论文单位应标准实验室），按

照实验室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给予论文作者奖励或减免设备使用费；依托

大型仪器设备获得的其他科研成果，给予奖励。 

4. 鼓励开发、升级改造现有设备，对物化成果（专利、实验方法、

参与批准立项的仪器设备建设项目等）进行绩效奖励。 

5. 对考核不合格的机组，责令限期整改，开放机组当年不能获得学

校仪器设备维修基金、开放共享基金补助，机组成员不能享受开放共享

绩效奖励。实验室将暂停对该课题组大型仪器设备申购可行性论证及相

关经费支持。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提请学校将视情况予以调拨。 

6. 对使用过程中采用技术手段造假、导致数据严重失实的测试机

组，按考评不合格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7. 年度考核不足最低机时要求的仪器设备，实验室将按照不足机时

比例乘以设备原值的 3.5%收取资产占用费。 

8. 经考核全年开放机组人为原因造成未开放共享，更换开放机组。

对无故不签订开放共享服务任务书，故意不提供开放共享的机组，更换

开放机组。更换后，原机组不再享受相关优惠及奖励政策。 

9. 年度考核与仪器设备有偿占用费挂钩。考评优秀和良好的，实验

室代缴仪器设备有偿占用费。考评合格的，收取设备原值的 1%，考评不

合格的，收取设备原值的 1.5%。 

10. 对以室内人员名义代替校内其他单位人员或校外人员预约开展

试验的，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禁止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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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经告知缴纳共享服务费之日起，拖欠 30 日的人员（含校内指

导教师），纳入开放共享失信人员名单，在后期开放共享中受限或终止服

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仪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造成损坏的，按照《中国矿业大

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修订）》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之处，依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实验中心负责解释。 

 

附：1.实验室 2021 年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分类表 

    2.通用型大型仪器开放共享考核评价表 

    3.专用型和研制型大型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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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实验室 2021 年 40 万元及以上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分类表 

序
号 

设备编号 仪器名称 
原值
(万元) 

购置日期 
属性 
分类 

负责人 
协助技
术人员 

收益率 

开放共
享收入
任务

(万元) 

备注 

1 90157700 MTS815电液伺服岩石试验系统 220.97 1990-07-01 通用型 李玉寿 赵春晓 6.0% 13.26 
 

2 17000341 共振柱测试系统 61.25 2017-03-27 通用型 崔振东 杨峰 4.5% 2.76 
 

3 16001463 电机控制的动三轴测试系统 129.52 2016-06-19 通用型 崔振东 杨峰 4.5% 5.83 
 

4 12001893 MTS816电液伺服岩石试验及声发射测试系统 271.80 2012-11-20 通用型 李玉寿 赵春晓 4.5% 12.23 
 

5 17005008 高温高压动态岩石三轴仪 601.42 2017-11-08 通用型 杨圣奇 李玉寿 4.5% 27.06 
 

6 16008686 地下结构大大型直剪试验系统 120.72 2016-12-29 通用型 赵光思 杨峰 3.0% 3.62 
 

7 13001081 高压固结试验系统 40.39 2013-03-29 通用型 商翔宇 杨峰 2.0% 0.81 
 

8 20053705 三维视频显微系统 50.12 2005-12-01 通用型 杨圣奇 李玉寿 2.0% 1.00 利用率低 

9 20021041 MTS810材料试验系统 285.51 2002-06-01 通用型 李玉寿 赵春晓 2.0% 5.71 共用油源 

10 20061224 微机控制岩土动静态三轴试验机 131.00 2006-12-01 通用型 赵晓东 杨峰 1.0% 1.31 500已改造 

11 20103511 微地震监测系统 42.00 2010-12-21 专用型 
王连国（陆
银龙代） 

王承来 3.0% 1.26 
 

12 16000185 三维超声成像仪 48.91 2016-01-22 专用型 陈坤福 王承来 3.0% 1.47 
 

13 14006885 瞬变电磁仪 48.96 2014-12-26 专用型 张 强 李强 3.0% 1.47 
 

14 15008615 浅层地震精细探测仪 55.50 2015-12-17 专用型 张 强 赵春晓 3.0% 1.67 
 

15 15008492 地质雷达 74.92 2015-12-15 专用型 宋 雷 王承来 3.0% 2.25 
 

16 17006256 微震监测系统 79.68 2017-12-11 专用型 张明伟 王承来 3.0% 2.39 
 

17 
15008487、
15008473 

深部地下工程动力灾害智能监测诊断系统 102.83 2015-12-15 专用型 
刘盛东（章
俊代） 

王承来 3.0% 3.08 
 

18 17001651 槽波地震仪 177.67 2017-06-28 专用型 王勃 王承来 3.0% 5.33 
 

19 17005040 温度梯度冻土空心扭剪实验系统 501.00 2017-11-08 专用型 赵晓东 杨峰 2.5% 12.52 
 

20 17007551 锚固体拉扭破坏试验系统 179.50 2017-12-25 专用型 马占国 李强 2.5%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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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编号 仪器名称 
原值
(万元) 

购置日期 
属性 
分类 

负责人 
协助技
术人员 

收益率 

开放共
享收入
任务

(万元) 

备注 

21 16008412 土与结构相互作用三向加载试验系统 155.00 2016-12-22 专用型 王建州 杨峰 2.5% 3.88 
 

22 16000940 多功能采矿平面相似物理模拟试验系统 137.00 2016-05-18 专用型 巨峰 李强 2.5% 3.43 
 

23 16008631 矿井环境与灾害渗流测试系统 113.20 2016-12-27 专用型 刘江峰 王承来 2.5% 2.83 
 

24 16001771 未冻水迁移及分布测试系统 110.80 2016-07-05 专用型 王建州 杨峰 2.5% 2.77 
 

25 16000939 分布式光纤测试分析系统 100.84 2016-05-18 专用型 韩涛 李强 2.5% 2.52 
 

26 16008407 瓦斯钻孔抽放气固耦合试验系统 85.90 2016-12-22 专用型 吴宇 赵春晓 2.5% 2.15 
 

27 16005680 三维光纤激光制样机 82.00 2016-11-02 专用型 王义江 王承来 2.5% 2.05 
 

28 16000301 岩石破裂过程的高速显微监测系统 67.39 2016-03-10 专用型 陆银龙 王承来 2.5% 1.68 
 

29 16006429 煤岩样品震电磁效应同步监测装置 58.82 2016-11-23 专用型 刘盛东 王承来 2.5% 1.47 
 

30 20114382 多功能岩石三轴测试系统 212.21 2011-10-26 专用型 杨圣奇 李玉寿 2.0% 4.24 
 

31 15008618 岩石声波声发射一体化测试系统 42.25 2015-12-18 专用型 蔚立元 李玉寿 1.0% 0.42 
 

32 15001605 动态电子光纤光栅解调仪 49.12 2015-04-29 专用型 苏海健 王承来 1.0% 0.49 
 

33 16008630 冲击地压及结构失稳模型试验系统 498.00 2016-12-27 研制型 蔚立元 赵春晓 2.5% 12.45 
 

34 18005394 钻-凿组合破岩模拟试验系统 156.80 2018-10-16 研制型 王建州 杨峰 2.5% 3.92 
 

35 17005012 水渗流作用下隧道模型试验系统 64.91 2017-11-08 研制型 王迎超 赵春晓 2.5% 1.62 
 

36 20120416 千米表土冻结法凿井模拟试验 455.00 2012-02-27 研制型 张驰 李强 2.5% 11.38 
 

37 17007356 地下结构试验系统 57.90 2017-12-22 研制型 商翔宇 杨峰 2.5% 1.45 
 

38 20061504 地下工程综合模拟试验液压系统 54.30 2006-06-01 研制型 苏海健 赵春晓 2.0% 1.09 
 

39 15008769 深部灾害模拟系统-数据采集和分析子系统 58.80 2015-12-24 研制型 苏海健 赵春晓 2.0% 1.18 
 

40 14002928 深长隧道突水突泥模型试验系统 69.00 2014-07-10 研制型 苏海健 李强 2.0% 1.38 
 

41 15000290 固体充填采煤液压支架实验平台 44.80 2015-01-28 研制型 巨峰 赵春晓 0.0% 0.00 
 

42 2020003276 千米表土冻结法凿井模拟试验系统 194.00 2020-07-24 研制型 张驰 李强 0.0% 0.00 设备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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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通用型大型仪器开放共享考核评价表 

一级指标 

（100分）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机时利用 

（40分） 
机时利用率=有效运行机时/定额机时 

≥150%（36-40分）； 

≥100%（26-35分）； 

≥60%（10-25分）； 

＜60%（0-9分） 

 

开放共享 

（30分） 

共享率=服务校外单位运行机时/有效运行机时（10分） 
（共享率/0.1）*10分，

最高 10分 

 

收益率=（校内服务收入 + 校外服务收入*1.5）/设备原值（20分） 
（收益率/0.2）*20分，

最高 20分 

 

服务成效 

(25分) 
支撑学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科技创新成效情况 

较好（20-25分）； 

一般（13-19分）； 

较差（0-12分） 

 

功能利用 

与开发 

(5分) 

功能利用率=原有功能实际利用数 / 原有功能数（3分） 功能利用率*3分 

 

功能开发率=年度新增加功能数/2 （2 分） 
功能开发率*2分，最高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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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专用型和研制型大型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评价表 

一级指标 

（100分）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机时利用 

(40分) 
机时利用率=有效运行机时/定额机时 

≥120%（36-40分）； 

≥100%（25-35分）； 

≥50%（10-24分）； 

＜50%（0-9分） 

 

开放共享 

(15分) 

共享率= 服务校外单位使用机时/有效运行机时（5分） （共享率/0.05）*5分  

收益率=（校内服务收入 + 校外服务收入*1.5）/设备原值（10 分） 
（收益率/0.1）*10分，

最高 10分 
 

服务成效 

(40分) 
支撑学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科技创新成效情况 

较好（32-40分）； 

一般（22-31分）； 

较差（0-21分） 

 

功能利用 

与开发 

(5分) 

功能利用率=原有功能实际利用数 / 原有功能数 （1分） 功能利用率*1分 

 

功能开发率=年度新增加功能数/2 （4 分） 
功能开发率*4分，最高 

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