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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实训中心引入 ISO/IEC 17025:2017(CNAS-CL01: 2018)质量管理体系, 能够使实训中心质量管理

工作沿着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的体系进行。同时, 充分利用高校各类优势资源, 使学生掌握所学专业的理

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 培养学生动手和创新实践的能力, 不断提升实训中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能

力和实验教学质量。本文以高校实训中心实验室建立 ISO/IEC 17025 质量管理体系为主线, 从人、机、环、料、

法、测六个核心管理要素凸显其管理体系, 确保实训中心质量管理有新思路、新变化、新革新, 从而保证高校

实训中心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进一步提升实训中心综合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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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training center can enabl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of the training center to be 

carried out along a 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introducing the ISO/IEC 17025:2017 

(CNAS-CL 01:201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make full use of all kinds of superior 

r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kills of the majors they have studie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practice and innovat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training center. This article took the laboratory of the college training center establishing the ISO/IEC 1702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main line, and highlighted its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6 core management elements 

of human, machine, ring, material, method, and measurement, ensuring that there were new ideas, new changes, and 

new innovation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center, so a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college training center,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management level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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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高校实训中心是高校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科体系建

设、教学科研及产、学、研为一体的实践场所, 其教育教

学水平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高职院校健康发展, 是衡量高

职院校教学、科研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高校实训

中心拥有较强的人才队伍、大型仪器设备设施、实训场所

和资源优势。当前, 由于高校实训中心在质量管理体系更

新缓慢、实验中操作不规范、仪器设备老化、消防设施不

足及安全教育缺位等不利因素, 导致近年来高校实训中心

安全事故频发, 如各类爆炸、投毒命案、机电伤人、火灾、

违规操作致命等事件发生, 教训极为惨痛, 引人深思[1]。因

此进一步抓好高校实训中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 

提高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水平, 对培养合格的大学人才显得

尤为重要。 

本文以 ISO/IEC 17025: 2017《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

的通用要求》[2]和 CNAS-CL01: 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能力认可准则》[3]的要求为背景, 结合新形势下高校实训

中心质量管理体系的实际和管理缺位所面临的问题, 积极

探究高校实训中心管理体系的新模式和新方法, 提出高校

实训中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具体措施, 使其管理沿着

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的理念进行, 就实训教学、质量

管理体系建立和优化进行梳理, 对实训教师在实验教学和

实训操作过程提出相应的对策, 使其质量管理体系变得规

范、清晰、科学、可操作, 从而激发实训中心教学、科研、

基地建设潜在的动力。 

2  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现状 

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存在实训室管理制

度不健全、职责、权限不明确、质量管理意识淡薄、应急

救援处置能力不强、危险化学药品取用和保管不当、技术

运作与管理体系严重脱节等问题, 缺乏规范化、标准化、

国际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保障, 实训中心管理人员的

专业技能和综合管理能力相对薄弱, 人员知识结构与学科

体系不合理, 参加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宣贯、操作方法与

技能的培训、进修学习的机会相对较少[4]。无法形成实验

室专业技术团队, 导致高职院校管理层在实验室管理及实

验室教学、科研产出中无法进行有效的抉择。同时, 高校

领导和实训中心管理者对质量管理体系工作并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 对实训中心管理工作敷衍了事、流于形式, 口

头强调的多, 实地检查落实的少, 只抓表面不抓内在, 在

人力资源配置、仪器设备设施投入、科研经费、实训中心

实验室软实力体系管理等方面资金不足[5]。实训中心实验

教学与实训室不能有效进行衔接, 部分教师及学生对实验

教学不够重视, 没有达到学科体系建设的预定目标。还存

在部分仪器设备设施相对陈旧、使用率较低、线路老化、

防火能力低、火灾隐患多, 新仪器设备购置后, 无检验检

测技术人员操作使用, 闲置率较高[6]。实训中心实训室管

理没有形成完整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与技术记录比较混乱, 

处于传统原始手写记录阶段, 没有实行实验室信息管理系

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管理, 

离 ISO/IEC 17025: 2017(CNAS-CL01: 2018)标准化、规范

化、国际化的管理体系距离较远, 需要一个长期的持续改

进的过程。 

3  高校实训中心 ISO/IEC 17025:2017(CNAS- 

CL01: 2018)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3.1  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作用和意义 

质量管理体系是指实验室为了实现管理目的或效能, 

由组织机构、职责、程序、过程和资源构成的, 且具有一

定活动规律的一个有机整体。ISO/IEC17025 标准是国际标

准化实验室(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laboratory, ISO)和

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制定的实验室管理国际标准, 是实验室具备特定校准

和检测能力所进行的一种认可制度。高校实训中心实验室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是为了实施质量管理, 并使其实现或达

到质量方针与目标, 以便以最好、最实际的方式指导实验

室和检验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及信息的协调活动, 从而保

证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持续有效和降低成本 [7] 。

ISO/IEC17025 管理体系可以明确最高管理者、质量负责

人、技术负责人、管理层人员、检验检测技术人员、监督

员、设备管理员、内审员等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优化人才

培养机制创新和团队建设; 提高实训中心资源配置及利用

率, 优化实训中心管理体系的评价机制, 促进产学研和基

地建设, 促进实训中心文化和品牌建设; 从而提升了实验

室的管理水平, 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实验室健

康发展并走向良性循环提供强有力的保证。ISO/IEC 17025: 

2017(CNAS CL01:2018)中关于各项质量管理、技术要素、

支持性服务之间的关系活动帮助实验室进行质量策划、质

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质量管理体系是执行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贯彻质量方针、实现质量目标、保持质量

管理体系持续有效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对实验室建立和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的策划、文件编制、文

件宣贯、试运行、内审和管理评审、正式运行、风险和机

遇的识别、持续改进 8 个阶段。其内容包括组织与管理、

文件体系、人员、设备与标准物质、量值溯源、校准与检

测方法、样品管理、文件记录、证书与报告、校准以及检

测服务的分包、外部协助与供给、投诉等, 高校实训中心

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过程模式详见图 1[2,3], 高校实训中心引

入 ISO/IEC 17025:2017(CNAS-CL01: 2018)国际化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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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 将不断提高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实验教学、品

牌文化创建及人才队伍的培养, 吸引高水平的专业技术

和管理人才 , 加快实验室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 

划清实验室人员之间的职责和权限, 提升实验室的核心

竞争力。 

3.2  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结构基本要求 

为确保高职院校质量管理体系过程有效运作并得到

控制, 高职院校应制定和实施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编制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含质量、技术记录、表

格)等 3 层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形成实验室文件化的质量管

理体系[8]。具体的机构如图 2 所示。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除按上述管理层次分类外, 还按

以下管理要求分类:  

a) 按管理内容分为技术性文件(技术标准、作业程序、

规范等)、质量性文件(质量手册、程序文件、质量计划、

质量控制等)、行政管理文件。 

b) 按文件来源分为内部文件和外来文件。 

c) 按控制性质分为受控文件和非受控文件(不要求对

其更改进行控制)。 

根据不同的控制要求, 文件具有一种或多种属性。一

般情况下, 非中心管理体系要求制定和发布的文件、红头

文件按行政文件管理。 

 
 

 
 

图 1  高校质量管理体系过程模式 

Fig.1  Process model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图 2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结构 

Fig.2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docu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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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 

高校实训中心可以通过明确的发展中长期规划, 确

定自身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质量

管理体系, 逐步形成实训中心特有的价值观、文化内涵、

品牌效应, 构建和谐、健康、宽松、友好的工作环境。明

确各实训室人员及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建立良好的内、外

部协调机制, 赋予技术管理层和质量管理在组织中的作用, 

在实训全过程活动中施行全员参与, 确保实训室工作的公

正性、独立性、诚实性和廉洁性, 保证质量管理体系得到

有效的实施, 有利于实训中心最高管理者对资源和政策形

成有效的、科学的、系统性的决策和持续改进的动力。内

部评审和管理评审是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改进和自

我完善的重要手段, 结合实训室的实际定期或不定期开展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工作, 通过内审和管理评审建立自我

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创新工作机制,使质量管理体系能够

与时俱进、持续改进的重要保证。将实现高校实训中心管

理体系从“规范标准→质量控制→质量保证→激励机制→

改进提高”的闭环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模式, 该模式将

不断提高和保证实训中心教学质量, 实现高校人才队伍培

养与科技研发团队的形成。 

4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理念实施的核心要素 

在高校实训中心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中, 管理制度建

设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是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的

制度保证。建立和完善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含《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资源手册》及

相关质量、技术记录), 为实现高校实训中心质量管理体系

的有效性, 将人, 机, 料, 环, 法, 测等 6 个环节进行管理。

所谓人是指涉及实训活动所有人员(如学校管理层、任课教

师、实验员、实验学生、科研人员、检验检测人员等)的资

格要求, 操作者对质量体系管理的认知与专业技术熟练程

度等; 机是指仪器设备设施(与实验有关的仪器设备、设

施、标准物质)的选型、采购、运行、维护、保养、精度要

求等; 料是指样品(材料)物理、化学、生物、成分等过程的

抽取、制备、试验及处置等; 环是指环境因素(工作环境的

温度、湿度、照明或其他因素); 法是指试验用标准或方法

(含各类检验检测标准、检验方法、自制方法、文献资料、

作业指导书等); 测是指高校实训中心试验人员人对相关

产品(材料)进行试验(调试、试验、验证、测量、检验、检

测等实训活动)满足标准、方法的评价过程。对 ISO/IEC 

17025:2017(CNAS-CL01: 2018)在高校实训中心管理体系

中的有效地借鉴, 将减少高校技术中心在硬件设施以及自

主创新、科技竞争、人才培养等软实力上与国外著名的高

校实验室的差距, 从而提升高校实训中心的管理体系水平, 

提高高校实训中心的综合软实力, 进而提高综合科技竞争

力,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资源的作用, 极大地提高高校资源使用效益[9]。 

4.1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核心要素——人的管理 

人是实验室的第一要素, 人员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

到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人主要指实验室涉及的所

有人员(含学校管理层、任课教师、实验员、实验学生、科

研人员、在培人员、雇佣人员或签约人员等)[10]。人员的配

置应满足高职院校的实际, 编制手册人员时应包括(实验

室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实验室部门负

责人、内审员、监督员、样品管理员、仪器设备管理员等), 

涉及实验室活动的人员(内、外部人员)的公正性, 不仅需要

从公正性教育入手, 还需要建立相关的制度和措施, 对实

验室活动的各个岗位制定岗位职责及权限, 对人员能力进

行确认(包括专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技能、任职资

格等), 实验室需要在文件中明确不同岗位任职人员的教

育、资格、培训、技术知识、技能和经验等要求并执行。

高校实训中心要制定人员管理及培训程序, 明确人员管理

及培训实施步骤, 逐步进行实施, 将人员的风险控制好, 

将人员的风险降低到最低。强化人员上岗前的监督, 如对

新进人员, 新授权人员之前, 新项目开展、人员上岗前进

行监督。上岗后人员持续的能力监控, 通过使用风险分析, 

建立人员监控方案, 监控人员能力, 如技术复杂性、方法

稳定性、人员经验、专业教育、客户现场、工作量、各种

变动; 所采取的措施: 现场见证、调阅记录、审批/批准报

告、模拟试验、面谈、结合质控(人员比对, 盲样, 内部质

控结果)等方式[11]。在人才管理体制上, 做到能上能下、能

进能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分配上, 奖勤罚懒、奖

优罚劣, 按岗定酬和按业绩定酬。常抓思想、目标、体系、

技术要领,切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做好各方面的组织协

调工作, 讲求效益, 重视人才利用和合理搭配。 

4.2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核心要素——机的管理 

机 , 主要指涉及与实验有关的仪器设备 (含标准物

质)。仪器设备管理规定, 保证教学、科研的需要, 不断提

高投资效益, 做到计划、购置、验收、使用、维护、直到

报废各个环节的责任落实。仪器设备的管理本着勤俭办学

的方针, 从实验出发, 挖掘现有仪器设备潜力, 重视开发

工作及研制新型教学、科研仪器。根据高职院校的实际及

工作需求, 按照政府采购要求进行调研和采购, 所购仪器

设备应满足学校实验室的要求, 符合采购合同要求,不符

合要求的不予验收。新购置或启用的设备在投入使用前, 

设备管理员负责对该设备进行送检、送校或核查, 以证实

该设备符合相应标准规范的要求。对于通用仪器设备, 学

生在实验室指导老师均可进行操作。对于重要的、关键的、

操作技术复杂的仪器设备, 将由该仪器设备厂家对指导老

师进行专业培训, 指导老师经实验室考核合格后, 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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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仪器设备操作授权书后进行操作, 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

使用该类设备。设备使用和维护的操作规程、说明书、维

护保养制度等文件资料应放置在设备附近, 以便于操作人

员取用。对所有仪器设备均为其进行了编号, 并建立了仪

器设备台账, 以保证其唯一性。设备操作过程中如发生过

载或处置不当、出现可疑结果, 或已显示出缺陷、超出规

定限度时, 应立即停止使用, 由设备管理员及时标识、处

置, 防止误用。当设备脱离本实验室的直接控制(如借出、

搬动转移、送修等)时, 在设备返回后, 设备管理员负责对

其功能和校准状态进行核查, 只有在核查确认其符合规范

要求后才可继续投入使用。仪器设备及其软件的各种记录、

资料由设备管理员统一归档管理。档案应包括: 设备及其

软件的名称; 制造商名称、型式标识、系列号或其他唯一

性标识; 设备当前的位置; 制造商的说明书; 设备调整、验

收报告; 设备使用和维护记录; 设备的任何损坏、故障、

改装或修理记录等。优化档案管理方案, 采用汇总收集、

分类管理、电子目录查阅及信息系统管理等新的管理模式, 

加快档案数字化建设, 提高仪器设备档案管理水平, 使其

具有条理性、可读性及可追溯性[12]。标准物质的管理建立

管理层台帐, 应有唯一标识, 其标识应清晰、准确应有专

柜按其环境条件进行保存。使用时, 使用人员要填写使用

记录, 监督员应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过期的、变质、

已失效的标准物质, 应进行回收、销毁等方法妥善处理。 

4.3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核心要素——环的管理 

环指环境, 温度(与标准温度的差异影响, 温度的时

间变化与空间梯度影响)、湿度、大气压、振动、噪声、污

染、照明、空气成分与流动性、重力、电磁兼容性、供给

电源、热辐射等影响。设施和环境条件应适合于实验室活

动,不应对结果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实验室环境温度、湿

度、照明、洁净度、排风系统等应能满足检验的需要, 实

验室布局应合理, 便于操作。实验室应确保对相互影响的

实验区域有效隔离,防止干扰或交叉污染; 当环境条件影

响结果有效性时应进行监控并记录。对于大型精密仪器、

天平等相关环境进行监督和控制, 当环境条件影响试验数

据和结果时, 应停止实验。应确保化学危险品、毒品、有

害生物、电离辐射、高温、高电压、撞击、以及水、气、

火、电等危及安全的因素和环境得以有效控制, 并有相应

的应急处理措施。对所需的标准物质及化学试剂、易燃易

爆等危险品, 由专人负责保管。有相应的设施设备确保试

验所产生的废气、废液、粉尘、噪声、固废物等的处理符

合环保的要求, 并有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确保实验室安

全和保证人员健康。 

4.4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核心要素——料的管理 

料, 材料, 指实验室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实验室

对于采用的产品和服务应有预定的要求、选择和评价、验

收和监控及再次评价等, 应确保影响活动的外部产品及服

务的适宜性。外部提供的产品可包括测量标准和设备、辅

助设备、消耗材料和标准物质等; 服务可包括校准服务、

抽样服务、检验服务、设施和设备维护服务、能力验证服

务以及评审和审核服务等。实验室应有实验样品的运输、

接收、处置、保护、存储、保留、清理或返还程序,样品数

量应当满足实验和复测工作需要, 样品的运输、接收、处

置、保护、存储、保留、清理或返还程序, 避免样品丢失

或损坏, 应遵守随样品提供的处理说明。应有清晰的样品

标识系统并贯穿整个样品保管期间, 标识系统的统计和使

用应确保样品不会在实物上或涉及的记录和其他文件中混

淆。接收实验样品时实验室应注意样品的异常情况, 尤其

关注与规定的保存条件之间的偏离;当样品需要被存放或

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养护时, 应维持、监控和记录这些条

件[13]。在实验之后要重新投入使用的样品, 要确保检验样

品的处置、试验或存储过程中不被破坏或损伤, 以利有关

方面的需要(如复查、安全、记录等)。 

4.5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核心要素——法的管理 

法, 方法, 实验方法是指物品从抽样开始至实验数据

的处理全过程所使用的方法。包括: 抽样、样品处理、运

输、存储、准备、实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数据处理、

作业指导书、设备使用说明书等。实验室应选择国际、国

家、行业、地方标准发布的检测方法。当无标准方法可用

时, 可选择由著名的技术组织或有关科学书籍和期刊公布

的或由设备制造商规定的方法。实验室自己开发制定的方

法或采用其他方法如能满足实验室预期的用途, 并经确认

后方可使用。为确保试验数据和结果准确可靠, 对开展的

试验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要进行控制。试验过程中的计算

处理和数据转换应按标准要求进行, 确保试验获得的数据

得到正确的计算和转换。数据处理方法是形成有效数据的

依据, 可采用下述方法: 直接采用国家标准 GB/T 8170《数

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14]; 修正曲线; 对

照图表; 计算机软件(程序); 检验作业中各类图表等。当利

用计算机或自动化设备对检测数据进行采集、处理、记录、

报告、存储或检索时, 应确保检测数据转换、处理的准确

性和管理数据、记录的完整性。 

4.6  高校实训中心管理核心要素——测的管理 

测指检验检测, 检验, 实验, 试验等。高职院校在教

学、科研过程中的“测”, 应严格按照按检验检测方法、参

考文献、规程、自制方法中的技术要求对样品(产品)进行

试验。教学实验应按照学生预习--教师指导-实验教学--提

交实验报告-跟踪验证--教学反思等环节进行。实验前段预

习: 实验指导教师根据实验课程进度, 合理安排实验, 要

求学生做好实验前的预习, 检查学生实验预习情况和现场

提问。教师指导: 学生实验过程中, 实验课教师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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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要不断巡回指导, 注意观察学生实验过程, 发现问题要

及时解决, 并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和产生的后果, 实验中使

用贵重仪器设备, 剧毒物品或反应剧烈的物品, 实验课教

师和管理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心进行现场指导, 防止事故

发生。教学内容: 结合教学进度安排进行实验的讲解、应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合理分配学生实际操作演示的时间; 

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实操地能力, 注意培养学生观

察试验、总结试验、分析实验、规范化操作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教学方法: 坚持以学生动手能力为主导, 遵循探究

性教学与启发式教学相结合, 注重师生教学互动。组织管

理: 按理论课程与实验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 实验时学

生进行分组教学、配置的人数合理、实验过程管理有序、

仪器设备运行正常, 实验室指导教师应不脱离试验现场, 

认真观察、记录和评定学生操作情况。教学效果: 教师讲

解实验原理、试验操作流程应清楚、实验操作熟练、规范; 

指导学生实际操作, 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实际操作动手及创新思维的能

力。实验报告: 实验教学完成后, 学生应撰写试验报告, 按

照试验的格式要求, 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实验的结

论。同时, 开展教学反思, 查找实验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在

今后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中加以改进。 

5  结  语 

综上所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检验检测技术与信息技

术的进步、实验室管理理念的不断更新, 高校实训中心引

入 ISO/IEC 17025: 2017(CNAS-CL01: 2018)管理体系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也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7

版 ISO/IEC 17025 对检验检测实验室能力的要求更加灵活

宽泛。结合 26 个要素(1 个结构要素、6 个资源要素、11

个过程要素和 8 个管理体系要素)的实际, 高校实训中心应

加快理解其精髓, 找准主线, 活学活用, 建立健全实训中

心管理体系、规范制度程序, 强化岗位职责和权限, 明确

其自身的质量方针和目标, 编制自主适宜的《质量手册》

《程序文件》或《制度规范》《作业指导书》或《操作规

程》、质量、技术记录等。从而进一步提高实训中心质量

管理层、技术运作层、后期保障层人员的分工职责与权限, 

构建合理的专业技术团队。加大仪器设备设施、综合管理

软件、科研经费的投入, 提升实训中心与教研室、实训室

与实验教学的密切联系,加强实训中心安全教育、消防演练

及有毒有害易制毒剧毒化学品的管理工作。高校实训中心

引入 ISO/IEC17025 管理体系, 对提高实验室内部质量管

理, 促进实验室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系统化, 

增强高职院校教师与实验管理人员的综合技能, 提升产、

学、研实践教学的综合应用能力。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持续推

进, 使实训中心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实现高校实训中心发

展的各项目标[15]。积极构建可控的质量管理体系, 确实提

高高校实训中心综合管理体系建设, 更好的为高校技能型

人才培养和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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