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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重庆大学积极推进研究生开放实验室平台建设。依据研究生开放实验

室构建目标与原则, 先后建立了专业开放实验室、主题开放实验室、校企联合开放实验室, 从开放机制、培养

机制、经费以及保障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索开放实验室的管理运行机制, 强化实验室教学和科技创新等功能,

构建了具有特色的研究生开放实验室体系, 增强了研究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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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生在科研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他

们逐渐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原

院长路甬祥曾经说过: 研究生教育? 是培养一流创

新人才的基础。到目前为止, 已很难找到一项没有

研究生参与的重要科研活动, 也很难找到一项不包

含研究生贡献的重要科研成果。如何培养研究生的

科技创新能力, 已经成为了高校研究生培养中的一

个重要课题。

高水平实验室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阵

地,是一所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之一。近

些来,尽管各高校的实验室建设及硬件条件都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但由于体制及传统管理思路等

软环境的不相适应, 致使一些有碍创新能力培养的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 存在着资源闲置和严重浪

费现象,缺少学科间交叉及相互间的渗透;科研自拟

课题多,面向产业化需求的少等。要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借助于研究生开放实验室建设,才能使实验室

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共享, 才能满足研究生实

验教学和科研的现实需求,进而提高研究生的科技

创新能力。

一、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的构建目标与原则

从研究生进行科技创新的专业跨度和领域,我

们可以把研究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分为专业创新能

力、学科综合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等三个方面。

专业创新能力主要是指在某一专业或学科领域内进

行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学科综合创新能力是指综合

运用多学科知识或在学科交叉领域内的创新能力,

实践创新能力是指能在实践中进行技术改进和科技

创新的能力。

针对上述三个方面,重庆大学借助 211 工程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建设项目的推动, 为实现培养高层

次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总体目标,在全校开展

了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的建设。开放实验室建设的具

体目标为:创建实验教学和科研资源紧密衔接的专



业开放实验室体系, 面向全校研究生及创新团队开

放;构建研究生多学科交叉发展的主题实验室体系,

促进高层次复合人才培养和学科交叉创新; 强化校

企联合开放实验室的建设,注重产学研一体化。

为实现上述目标,重庆大学在开放实验室建设

伊始,就确立了以下三个原则,来确保开放实验室的

建设成效。

服务研究生与开放性原则。开放实验室应按一

定条件和程序向校内研究生及创新团队开放, 充分

利用各学院及相关实验室的现有条件, 为研究生教

学和科研服务。

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原则。开放实验室的建设

可依托相应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与研究生培

养计划相结合, 与优势企业和科研院所相结合,与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相结合。

可持续发展原则。开放实验室的建设要与时俱

进,紧跟学科前沿。在实验教学等方面引入或开发

新内容、新技术; 在实验室管理方面不断改进和提

高;在经费上建立国家、学校、企业多方位资金来源

渠道;从多方位促进实验室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的体系构建

为了突出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突出学科

交叉与产学研结合, 根据开放实验室的构建目标及

建设原则, 学校从研究生专业开放实验室、研究生主

题开放实验室、校企联合开放实验室等三个方面进

行建设,形成了一个集开放性、创新性、多层次于一

体的研究生科技创新开放平台。

(一)研究生专业开放实验室

专业开放实验室由两大模块支撑, 分别是实验

教学模块和科研项目支持模块。其中, 实验教学模

块又分为专业实验模块和研究实验模块。

专业实验主要由基础训练、自主实验等组成, 其

目的在于培养研究生的基本实验技能。研究实验是

在教师的指导下,研究生根据某个研究方向或主题

拟定实验方案, 自主设计完成的综合性实验研究项

目。研究实验适宜研究生在进入科研项目前的磨

炼,训练其实验与科研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科研项目支持是指开放实验室对研究生及研究

生创新团队开放,支持其在实验室开展的各种科研

项目研究。科研项目支持模块以科研项目为载体,

以专业开放实验室为依托, 着重培养学生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研究生主题开放实验室

主题开放实验室是为满足交叉学科发展的需求

而建设的,实验室设指导专家和技术支持小组, 帮助

研究生在交叉学科等领域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主题

开放实验室的建设主要由专题培训和教材编写、日

常开放与团队培育、全校性实验选修课程建设三部

分组成。

专题培训针对在多个学科广泛应用的技术方法

开展培训,在实验室配备相关软件和开发仪器, 不仅

为学科建设和交叉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

也为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持。

依托专题培训,各主题开放实验室还编写了实验教

材,教材中原理与操作相结合,能够满足不同学科研

究生的研究需求。

良好的日常开放运行和优秀创新团队的培育,

是主题开放实验室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实验室配备

有实验室助管员, 负责协助实验室日常开放工作,对

前来做实验的同学提供技术支持, 辅助同学完成实

验。实验室日常开放为创新团队提供了 学术自由、

学科交叉 的创新团队培育环境。主题开放实验室

鼓励跨专业构建学科交叉、优势互补的创新团队,以

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研究生学

术团队,提升研究生的创新精神与团队意识。

主题开放实验室通过整合教学资源, 还开设了

多门全校性实验选修课程。选修课程以主题实验为

核心,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等特点,从学科

交叉的角度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主题开放实验室

选修课程纳入研究生实验课程体系, 以更加合理、高

效、优化地使用实验教学资源,为实验室开放与科技

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研究生校企联合开放实验室的建设

校企联合开放实验室是与具有良好的产学研合

作条件的优势企业联合共建, 面向区域优势产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在合作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等方面

具有特色的开放实验室。重庆大学与国内外多家著

名企业有着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校企联合开放实验

室由学校提供场地,企业提供资金和仪器设备, 双方

共同投入技术力量和管理, 以达到互惠双赢的目的。

学校教授与企业专家共同担任实验室导师,以市场

和企业需求为科研导向,成果可以迅速应用于生产。

这样,研究生在实验室不仅接受学校老师指导, 也可

以接受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 其进行的实验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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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都是与企业生产和实践密切结合的。

校企联合开放实验室一方面开设相关公共技术

基础选修课,接收各有关专业研究生前来实验室自

主设计实验,并通过与有关公司企业共同组织竞赛,

不定期举办专题应用技术讲座等方式, 使学生随时

掌握技术发展动态, 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另一方

面,与企业合作开展一系列科技创新与实践活动, 通

过 企业零距离 BOSS 有约 等互动活动拉近研究

生与企业的距离,通过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研发、

流程再造等服务,紧跟企业现实需求,全面提升研究

生的科研技术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

三、开放实验室的管理运行机制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一流的实验室必

定拥有一流的管理体系和一流的运行机制。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直接影响开放实验室的作用和效能发

挥。从宏观层面上看,开放实验室同时兼具教学、科

研、社会等服务功能, 同时又与企业有着密切联系,

需要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协调各方面关系; 从微观

层面上看, 各个实验室具有各自不同的实验内容和

特点,实验室中的研究生来自全校各个专业, 在实验

操作和实践上层次差别较大, 开放实验室的和谐有

序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重庆大学研

究生开放实验室从运行、经费等机制方面进行创新,

确保了实验室开放的效果。

(一)实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开放运行机制

开放实验室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均对全体研究生

开放。研究生可以根据个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自主

选择实验课程, 经审核批准后,即可进入相关开放实

验室进行学习, 并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实

验的设计与开发。在研究生科研支持上, 每个研究

生或研究生创新团队开展的科研项目, 申报后通过

专家评审, 即可依托开放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并由

开放实验室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二)导师制为主的培养机制

高水平的导师队伍, 是实验室人才培养的重要

保证。开放实验室建立了实验室导师负责制, 实验

室导师负责对开放实验室中的研究生或研究生团队

进行具体指导。实验室同时设有学术委员会, 由相

关资深教授或专家共同组成, 负责实验室重大决策

的审定。一批具有很高水平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和

导师成为开放实验室建设的支柱力量, 曾参与 嫦

娥 卫星发射飞行实时综合分析与安全控制的柴毅

教授担任自动化专业开放实验室主任, 重庆大学光

电工程学院博导文玉梅教授担任虚拟仪器主题开放

实验室负责人,每个开放实验室都有 20多名教授、

副教授担任实验室导师。高水平的实验室导师队

伍,保证了开放实验室的学术水准和科研水平。

(三)经费筹措机制

开放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 离不开经费的支持。

在重庆大学和 211 工程的推动下,开放实验室逐渐

形成了以国家财政为主,研究生院和各二级学院、企

业等多方共同投入的经费来源机制。研究生院按计

划进展划拨建设经费, 同时学院和依托实验室也明

确相应配套经费。重庆大学先期投入 300万元用于

专业开放实验室体系的构建, 并设立了实验室经费

专项账号,对 211 人才专项经费(国家拨款)与研究

生培养专项经费(研究生院配套经费)进行统一的科

学管理。重庆大学 ANSYS 公司联合开放实验室

就是由校企双方合作共同建设的, 其中学校出资近

200万元, ANSYS 公司提供近 200台高性能计算机

与 ANSYS软件。

(四)实验室的保障激励机制

研究生开放实验室针对实验教学、科研和项目

开发,给予一定政策与经费上的支持,并建立了相应

的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有效地保障了实验教学和

科研活动的开展。通过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高水

平学术论文奖等, 引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强及富有

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通过 科慧杯 大奖赛加强研究

生科技创新与企业应用的联系, 通过 访学交流 项

目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 黄尚廉

院士青年创新奖 、创新实践能力大奖赛 等对取得

突出成绩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及创新团队予以表彰

奖励。

四、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的建设特色与成效

在多方支持下,经过三个批次的立项建设, 重庆

大学目前已建成了绿色化学创新实验室等 20个研

究生专业开放实验室; 已先后建成嵌入式实时操作

系统( VxWor ks)实验室、ARM 创新实验室等 12个

主题开放实验室; 已建成重庆大学 美国国家仪器

公司虚拟仪器联合实验室、重庆大学 多普达

Window s mobile 联合专项研究室等 10个校企联合

开放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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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开放实验室平台的建成, 推进了优质实

验室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充分发挥了开放实验室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并培育了一批开展实验研究和科

技课题攻关的创新团队, 为促进研究生科技创新能

力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成效有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了多层次的研究生实验教学体系

开放实验室的建设, 丰富了研究生的实验教学

体系。专业开放实验室结合研究生培养方案, 重新

整合实验教学资源, 整合后,各实验室年均开设选修

课程 22 个、专业系列实验教学 212个、研究性实验

方案 170个,参与其中的研究生累计已达 8万人次,

同时编写、整理了相应的实验讲义和实验教材。主

题开放实验室一方面大力开展专题培训教学, 出版

了系列教材,如 仪器系统设计建模仿真原理 、基

于 VxWorks的嵌入式软件设计 ARM 原理与实

践教程 等,另一方面, 开设了多门全校性实验选修

课程,如 数字信号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虚拟仪

器 等。

(二)强化了实验室的科技创新服务功能, 培育

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创新团队

开放实验室始终为全校研究生科研活动服务,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特色培训, 相继推出 DSP、ARM、

MAT LAB等系列专题培训。2010年,开放实验室

已开展 ANSYS、LA BVIEW、EVIEWS 等 13 场专

题培训,吸引 1800余名学生前来参加培训。经管学

院周靖祥博士认为: EVIEWS、SPSS 等系列培训很

有针对性, 有利于增强重庆大学人文社科的总体实

力,最终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

开放实验室充分发挥了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中

的优势,大力推进学科发展的深度交叉、融合, 培育

了一批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研究生创新团队。 生

物序列表征体系构建及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 项目

团队在建设期间,共发表 SCI和 EI论文23篇,光电

学院优博团队成员朱涛博士获 2010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参选推荐, 生物工程学院优博团队负责人

梁桂兆博士获 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论文奖。

(三)密切了与企业的联系, 在产学研合作中提

高了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重庆大学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联合建设了研

究生开放实验室, 在国内高校创造了多个 第一 。

重庆大学 AN SYS 公司联合开放实验室是

ANSYS公司在国内与高校联合创办的第一个开放

实验室, 目前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汽车仿真实

验中心之一, 汽车被动安全仿真模拟技术成为国内

第一项通过欧洲三星级安全评定的技术成果。2010

年,由加拿大 QNX公司、美国德州仪器( T I)与重庆

大学联合建设的 QNX/ TI 联合车载信息系统开放

实验室,是 QNX及 T I联合中国高校计划 在中国

建设的第一个开放性高水平实验室。

2010年,开放实验室在多项企业组织的全国大

赛中成绩斐然,武新同学的团队获得第四届美新杯

MEMS 传感器应用大赛中国总决赛特等奖, 刘平同

学的团队获得第四届德州仪器( T I) C2000 DSP 大

奖赛决赛一等奖, 刘平净老师团队获得 2009 年

Altera亚洲创新大赛一等奖。

五、结 语

在开放的科研环境和氛围中, 研究生开放实验

室不仅完成了对研究生的实验教学支撑, 而且还产

生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极大的提高了研究生的科技

创新能力。仅以专业开放实验室为例, 2010 年专业

开放实验室就吸引近 3000名研究生进行各类学习

或研究,共资助了 124个研究生科研项目, 支撑发表

学术论文 409篇, 并申请获得了 94项专利。

在 211工程 985工程 等推动下,重庆大学研

究生开放实验室工作卓有成效, 部分实验室更吸引

了外校如西南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前

来开展实验和研究工作。研究生开放实验室已经成

为学校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培养高层次人才与科技创

新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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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ongqing Univer sity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labo rato ry platform t o foster g 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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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 specialized labo rato ries, theme labo rato ries, and universit y- industr y co llabo rat ive labor ator ies. Char acter ized b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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