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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基建背景下高校实验室管理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刘　松　梅佳琪　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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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学院公共实验室教学资源，以信息化实验室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作为研究对象，合理充分的分析现有的实验室设施

与条件，构建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信息化实验室管理系统，以提高高校实验设备管理的信息化、实验教学工作的智能化，助力建设智慧校园，

推动教育数字转型，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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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以

信息化为主导，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

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深入应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数字转型，支撑教

育高质量发展。高校实验室信息化管理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以信息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为支撑，利用信

息技术转变实验室管理理念、提高实验室教学管理效率，推进高

校实验室现代化管理的进程。实验室是高校“双高”建设的重要

支撑，是落实三全育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

高校的实验室是科研、教学、技术开发以及教学成果实践非

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信息技术与实验室工作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

为了提高实验设备的利用率与教学实践的工作效率，本文基于学

院公共实验室教学资源，以信息化实验室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作

为研究对象，合理充分的分析现有的实验室设施与条件，构建基

于微服务架构的信息化实验室管理系统，以提高高校实验设备管

理的信息化、实验教学工作的智能化，助力建设智慧校园，推动

教育数字转型，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一、实验室管理现状分析

随着高校“双高”建设的不断推进，高校的教学、科研、创

新实践活动也随之增加，但是由于实验室传统管理手段的限制，

目前高校实验室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双高”建设目标下人

才培养的需求。此外，高校各个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信息化建

设不到位等原因，导致高校实验室设备管理混乱、利用率不高，

教学实验信息无法共享，实验教学数据无法统计。高校管理部门

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实验室设备和实验教学的实际情况，从而

无法根据已有数据进行分析和研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决

策质量。

（一）实验室的使用缺乏信息化管理

尽管学校实验室资源由全校共享，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由风

景园林、农学农艺、畜牧兽医和茶与食品个学院使用。每当信息

工程和机电工程学院需要使用实验室资源的时候，需要向其他二

级学院咨询当前实验室资源使用情况，然后才能找合适的时间使

用实验室，并且需要向其他二级学院报备。这就导致了全校各个

二级学院间的数据纵向流通不畅，各业务系统交互机制不完善，

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实验室信息化管理平台。

（二）实验室的课程缺少数字化教学

实验室信息管理平台不够完善。当前实验室信息管理平台仅

能够实现每个学期实验室排课功能管理，如果教师想提前通知学

生下结课的实验任务或教学安排就无法实现，因此可进一步完善

实验室管理平台，增加教学资源管理和教学计划管理功能，实现

数字化教学。

（三）实验室的资源缺失平台化共享

实验室信息平台共享模块功能不完善。当前实验室的仪器设

备的使用仍然采用传统的纸质化申请流程，效率极低。实验耗材

的采购无法在线登记，仪器设备日常管理工作非常烦琐，亟需迭

代开发仪器设备管理和实验耗材使用管理功能，实现实验资源共

享化。

二、实验室管理平台建设目标

（一）实验室的使用信息化

实验室的信息化管理，有助于各个部门登录系统查看当前实

验室的使用情况和未来实验室的使用安排，实现全校实验室资源

数据的纵向流通，实验室的合理分配，从而使实验室资源得到高

效合理地利用，推动学校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序开展。

（二）实验室的课程数字化

实验室的课程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教师及时地了解课上和课

后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充分的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学生

的动手实践能力，从而优化实验室课堂教学的管理与利用，有效

提升实验室的利用率。学生可以通过实验开放共享平台，预约自

己感兴趣的实验课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新能

力，实现实验室的使用的多元化。

（三）实验室的资源共享化

实验室的资源共享化管理，方便实验室工作人员摆脱人工的

统计实验耗材采购和使用信息、实验仪器设备的租赁信息和实验

设备维护等信息。共享化的实验室管理平台，为实验室工作人员

提供了实时查看实验设备的租用情况、实验耗材的购买申请情况

和仪器设备维修情况，极大地提高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三、实验室管理平台设计

（一）功能模块设计

信息化的实验室管理平台主要提供实验室的实验教学管理，

实验仪器设备管理，实验仪器设备的采购、租赁、维修等管理，

及用户和用户角色的管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信息化实验室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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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架构设计

传统的单体架构，即所有功能模块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

代码量臃肿，难以维护，部署困难，只适合用户量少，并发量低，

数据小的系统。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信息化实验室管理平台，可以

通过使用云原生技术和基于容器的部署来实现，同一个应用内的

微服务相互之间的耦合性极大降低。应用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

所有子服务都可以轻易地被构建、修改，独立部署和扩展，从而

很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和技术发展。

本文信息化实验室管理平台的实践宜采用“去中心化、组件化、

服务化、通信标准化、容器化、部署自动化”等微服务架构设计

理念与传统信息化功能模块相融合的微服务架构，如图 2 所示。

整个系统按照功能模块进行服务拆分，具体为系统功能管理、实

验教学管理和仪器设备管理三个独立服务单元。每个服务单元专

注执行自己的业务功能，独立部署和维护。三个服务之间不会直

接依赖于其他服务单元的内部实现细节，实现服务直接的松耦合。

未来增加新的业务模块时，仍可作为独立的单元进行开发，从而

不影响现有的功能。

传统的单体架构，即所有功能模块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

代码量臃肿，难以维护，部署困难，只适合用户量少，并发量低，

数据小的系统。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信息化实验室管理平台，可以

通过使用云原生技术和基于容器的部署来实现，同一个应用内的

微服务相互之间的耦合性极大降低。应用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

所有子服务都可以轻易地被构建、修改，独立部署和扩展，从而

很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和技术发展。

本文信息化实验室管理平台的实践宜采用“去中心化、组件化、

服务化、通信标准化、容器化、部署自动化”等微服务架构设计

理念与传统信息化功能模块相融合的微服务架构，如图 2 所示。

整个系统按照功能模块进行服务拆分，具体为系统功能管理、实

验教学管理和仪器设备管理三个独立服务单元。每个服务单元专

注执行自己的业务功能，独立部署和维护。三个服务之间不会直

接依赖于其他服务单元的内部实现细节，实现服务直接的松耦合。

未来增加新的业务模块时，仍可作为独立的单元进行开发，从而

不影响现有的功能。

图 2 信息化实验室管理平台微服务架构

四、结语

教育新基建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等，

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快建设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实验室管理

平台。信息化的高校实验室管理平台建设必须坚持以服务师生为

中心、以资源共享为基础、以实验安全为保障，构建校院二级数

据互联互通、实验资源使用情况可视化、仪器设备资源管理流程

化的实验室管理生态，提高实验室资源的利用率，提升实验员的

工作效率，促进智慧校园和数字化校园建设，为“双高”院校建

设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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