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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科学装置科普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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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large scientific devices is not only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significance，but also has important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fun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large scientific devices. To increase the publicity of the large scientific
devices，to create the unique “scientific imag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o establish a variety of interactive space，
and let the public participate in it in different ways is very important.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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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科学装置科普功能实现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科普功能的挖掘可

以进一步提高大科学装置的综合利用效率。本研究通过文献整理及实地走访，经分析认为，加大大科学装置所属

部门对外开放力度和宣传力度；怀有科普无处不在的理念，塑造大科学装置的专属“科学形象”；建立多样化互动

空间，让公众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建立废旧大科学装置的集中展示区，对其合理改造；提高大科学装置科普

研究的政策支持力度和人才培养力度等措施，将有利于提升大科学装置的科普功能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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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大科学装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对科学装置本身现状和功能的

研究，如装置功能、使用方法、回收途径等[1]；

二是对大科学装置的利用研究，聚焦于如何

提高大科学装置的综合利用效率[2]。这两方面

都很少涉及直接面向大众的大科学装置的科

普功能利用研究。然而，大科学装置作为重要

的科技资源，其科普功能不应被忽视，甚至更

加值得深入研究。关于大科学装置的科学研究

功能、战略服务功能，以及科技理论与科技成

果的转化、产学研的合作与结盟、科技资源科

普化等问题，已有多篇文献进行过研究和探

讨。如：彭洁、田杰的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

用率统计分析及建议》 [3]、刘燕华的 《如何将

科学仪器设备自主创新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

置》 [4]、尚智丛等出版了 《国家大科学工程的

研究》 [5]、任福君的 《关于科技资源科普化的

思考》 [6]等。但关于大科学装置的科普功能及

其实现路径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大

科学装置体积大，精度高，耗资多，比一般的
科学装置凝聚了更多的物力人力财力，每一个
大科学装置都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因此，从科普
的角度研究拓展其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大科学装置的定义
国际上，关于大科学装置 （large scientific

device） 至今尚无统一定义。笔者通过查阅

《不列颠百科辞典 （中英对照版）》 [7]、 《康普

顿百科全书》 [8]、《当代朗文高阶辞典 （第六

版）》 [9]、 《2011—2012 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

（仪器科学与技术篇）》 [10]，并请教了从事仪器

科学与技术工程研究、科学仪器史研究的相关

专家学者譹訛，归纳总结出仅就包含有“科学装

置”含义的词语在英文中对应的就有 facility、

equipment、 apparatus、 instrument、 device 等。

其中，“equ- ipment”和“facility”的区别是

前者为一套装置，后者是一个系统，后者包括

前者；“instrument”专指精密仪器仪表，外

延低于“equipment”；apparatus 和 device 的外

延均与 equipment 相同或相抵。从不列颠词典

和朗文词典给出的词语解释及示例中，可以看

出它们所指示的对象都包含有大科学装置。例

如，facility 包含具有大科学装置的大型的工程

设施，equipment 包含具有大科学装置的大型

工程设备、机器及自动化设备。apparatus 包含

具有大科学装置在内的实验仪器以及专用设

备；instrument 包含具有大科学装置的精密实

验探测仪器及设备；device 包含大科学装置在

内的机器、科学实验仪器或大型工程所用装置

或技术设备中，构造较复杂并具有某种独立的

功用的单元。从词语所表示的外延及文献分析

结果来看譺訛，device 一词更加贴近本文所指的

“科学装置”。 《当代朗文高阶辞典 （第六版）》

给出“device”一词的定义为：具有特殊贡献

和功能的器具。就词源来看，device 一词从 14

世纪晚期就进入英语，有较悠久的历史。直接

源自古法语的 devis，意为分开，分离，气质，

希望；最初源自古典拉丁语的 divisus，意为划

分。从 device 到 facility 所指示的对象的不同

也可以看出装置由“分离、分散的小型设备”

到“大型系统”的变化趋势。

在国内，目前关于“大科学装置”的定义

广泛采用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发展战略研

究组在 2003 年 6 月完成的 《我国大科学装置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Keywords：large scientific devices；functions of popularization；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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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笔者先后访谈了柏林自由大学科学传播系 Hans P. Peters 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史系 Paul Cruikshank 博士、剑桥大学科学

史系 Richard Staley 教授，并参考了 Thomas L. Hankins 教授在 序论中使用的“仪器”和“装

置”的说法。

譺訛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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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议》 中的论述：“大科

学装置 （包括大型精密科学装置、大型科学装

置模型、大型的科学演示装置等） 是指通过较

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

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

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其科学技术目标

必须面向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

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

性贡献。”

本文中的大科学装置，主要是指由多种

“分开、独立”的单元部件或单元功能所构成

的建筑或体积规模较大、精度较高、结构功能

复杂、投资较高譻訛的在或曾在科学研究中做出

科学贡献的具有极高科研价值和文物价值的

装置，它承载了一定的科学原理、文化含义、

思想方法、历史事件，并具有科学传播及科普

功能。用于科普展览的人造大型科普设施、为

体现科学原理或简化科学过程的模型装置、用

于科研教学的大型模拟设备、工业遗产、技术

产品与发明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就科

学装置自身属性而言，它的规模大、精密度

高；就它建造运行的过程而言，大科学装置所

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其中，文中

所指的“大科学装置”既包含“大型科学装

置”，也包含大科学时代背景之下或大科学工

程譼訛中的产物，它精密度高、建造及使用均耗

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一般耗资均在 50

万元以上。

2大科学装置的科普优势及其面向公众开放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发

现，作为具有科普功能的大科学装置，还具备

一些与其他科普资源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不

仅如此，其面向公众开放也已有相关理论根据

并成功付诸了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2.1 大科学装置的科普优势

2.1.1 资源优势

一些先进的大科学装置老化更新的速度相

当快，很多装置使用的“黄金年龄”只是购买

后的前 5 年，10 年以后仪器就进入了淘汰阶

段。因此，在我国有很多已经淘汰或面临淘汰

的大科学装置 [11]。从科普功能角度探讨淘汰掉

的大科学装置的价值利用问题将为我们更加

合理地配置资源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我们尊

重有生命的个体的死亡，不会随便抛尸荒野，

对于大科学装置，我们也应该体现这种人文关

怀。大科学装置的制造工艺更加复杂，更加消

耗人力、物力、财力。制造时间更长，也凝聚

了更多人的心血。一旦丢弃，将会造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因此，研究大科学装置的科普价值

不仅是对人类技术成果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

己的尊重。不仅是对前辈成果的尊重，也为后

代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源。

大科学装置本身除了蕴含丰富的科学思想

与科学方法之外，所涉及的学科专业领域具有

学科交叉与综合的特征，并且涉及更多的专业

前沿。这有可能成为吸引公众并激发其科学探

索兴趣的一大优势。大科学装置的实物展览可

以丰富传统科普以模型为主的资源配置，由于

传统科普的资源配置主要以图文与模型为主，

直观的大科学装置的展览，不仅使得装置本身

更加直观地展现在参观者面前，更具视觉震撼

力譽訛，也使其所蕴含的科学知识、原理、方法

能够更加直观有效地进行传播。通过直接观摩

譻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已经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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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称 《意见》）， 《意见》 中将大科学装置认定为价值在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设备。但本文考察历史上的大科

学装置，体积、造价、精度依时期、地区、种类而异，并无统一标准。

譼訛大科学工程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的设计与建设乃是涉及科学、技术、工程、产业诸多

领域的多学科、多目标以及多种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工程。在语意上，“大科学装置指的是装置本身，大科学工程则指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项目”。大科学装置既具有科研性也具有工程性。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相对于大科

学“装置”而言，大科学“工程”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在其“被建造”过程中核心目标就是“装置”本身。

譽訛大科学装置之“大”是其突出的特点和科普优势。笔者认为，大科学装置引发了记忆惊颤的体验，有利于给公众留下

更加深刻的印象。

浅析大科学装置科普功能的实现 掖掖掖 陈夕朦 郑 念 / 专题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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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参与模拟实验与观测，可以使参观者对科学

方法、科学思想的体会更加深刻[12]。
2.1.2 文物价值

每一部科学装置都有它的历史，尤其是大

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的发明史，有关此装置

原理的发现史，装置的采购过程与周转，装置

所承载的历史事件，装置的使用人群的变迁、

装置做出的成果等都富含大量的历史信息。

而这些历史信息汇集起来，就是这部装置的历

史。当历史和装置实物结合起来时，科学装置

就富有了文化意味，就具有了文物价值。例

如，可以将废旧的大科学装置捐赠给博物馆用

于历史研究，建造废旧大科学装置集中展示园

使其成为旅游资源等，不仅达到了“物尽其

用、得其归属”的效果，也更好地实现了其应

有的科普价值和文物价值，建立更多合作关

系，事业的共同发展以及合理利用、保护、节

约国家资源有积极意义；将使用率低或废旧

的大科学仪器设备捐赠给科技馆等相关单位，

用于科普展教和研究，也将会更好地实现其

应有的文物价值和科普价值。
2.1.3 教育优势

高效的利用可以使大科学装置带来高质

量的教育。既然大科学装置具备科普功能，就

要充分利用它这个功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

众。大科学装置的科普活动除了可以承担传统

的科学知识检验管理与为专业领域人员提供

参考服务以外，一项主要的功能是承担全民

的社会教育功能。高能粒子物理加速器对“上

帝粒子”的发现的贡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

“鹦鹉螺旋”设备的成功竣工、CERN 的筹建

过程等大科学装置发展领域的重大事件的发

生，提升了人们对大科学装置的关注度。提高

了对相关大科学装置知识的需求。作为专业性

强、资源丰富、传播信息量大的大科学装置科

普活动有进行相关科学知识传播的责任，使大

科学装置这个重要的科技资源不仅为行业内

人士共享，也为一般公众共享。相比于其他科

技资源，大科学装置更具视觉震撼力，能够更

加有效地吸引参观者的注意力。观众通过参与

到具体的科学观测等活动中，亲身体验科学，

更能增加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也更加凸显科

普教育方式的优势。这可以激发公众探索科学

及未知世界的兴趣和热情，在社会上掀起一股

热爱科学的风潮。
2.1.4 社会影响

由于大科学装置近年来在很多领域取得了

突出性进展，具有广泛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如

LAMOST 望远镜恒星光谱巡天在近五年里获得

超过 500 万条高质量的恒星光谱。海量的数据

对于研究银河系的结构、运动、形成和演化具

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意义，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位于河北兴隆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建设天文科普教育基地，近年来充分发挥和利

用原有的专业天文设施、天文仪器设备的作

用，把沙河站的天文观测区建设为国家天文台

天文科普教育基地并对外开放。2002 年该基地

被科学技术部、中宣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

院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03

年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等单位联合命名为

“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教育基地”，2004 年被

北京市海淀区和朝阳区政府命名为“天文科普

基地”，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前来参观[13]。
2.2 大科学装置面向公众开放

目前，拥有大科学装置的场所主要有两

类：第一类是场馆类，包括科技馆、博物馆、

厂史馆、校史馆、工业遗址等场馆；第二类是

教育研究及生产机构，包括高校、医院、企

业、工厂、科研院所等机构。其中，面向公众

开放的主要是第一类场所。在国外，拥有大科

学装置且向公众开放的第一类场馆有很多，著

名的有：意大利比萨科学仪器博物馆馆藏有

14 世纪有影响的梅迪奇家族的珍贵收藏，其

中有伽利略使用过的多种仪器和他的作品，包

括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时所使用的望远镜，还

有这一时期的科学家发明制造和使用的温度

计、显微镜等光学仪器，各种钟表等；东京科

学博物馆向公众展示大型粒子对撞机模型并

邀请公众参与观测体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

史馆、哈佛大学校史馆则更具创造性地用大科

学装置的研发历史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展示

学校发展的历史。目前国内拥有大科学装置

的机构主要还是集中于科研机构及生产类场

所，但此类机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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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公众的开放尚存在很多问题。关于科

研机构向公众开放的问题，莫扬在 《科研机

构向公众开放活动中的问题研究———以中科

院为例》 中认为，科研机构向公众开放是其

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有利于提升我国的

科普能力，并研究了中科院“公众科学日”

等向公众开放的活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从政策、组织运行、经费、评价激励等方面

入手，对中科院向公众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14]。此

外，为提升大科学装置的使用效率、实现资

源共享、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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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科学装置的开放提

升到实现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尽管目前针

对的开放对象还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社会研发组织等社会用户，没有针对一

般公众开放，但此政策的出台为第二类机构

（科研机构及生产类场所） 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由科技资源转化为科

普资源的过程可知，此政策的出台为实现科技

资源共享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若这类拥有大科

学装置的机构实现科技资源科普化，将大科学

装置转化为重要的科普资源并面向一般公众也

指日可待了。

3 大科学装置科普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
通过对部分拥有大科学装置的科研机构、

科技场馆的走访譾訛发现：大科学装置的使用效

率偏低，不仅难以实现其科普功能，甚至基本

功能都没有实现，也就很难做到物尽其用，充

分服务于科学研究。大多数大科学装置老化严

重、更新速度快，而废弃之后的大科学装置，

要么被当做“垃圾”随意处置掉，要么经过简

要的改装，被用于观摩。笔者认为，大科学装

置的科普功能的实现，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

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3.1 关注度不高，科普受众有限

大科学装置本身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度

不高。大部分公众认为，大科学装置及其相关

活动“高深莫测”，只与科学家有关。我们经

过分析认为，大科学装置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比

较复杂，如果不经过科普专家的解读、转化，

一般公众难以理解，这是公众对大科学装置漠

不关心的首要因素。通过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走访和调查发现，一些

具有大科学装置的科研院所，虽然对外开放，

但需要提前预约才能接待公众，且不接受个

人参观，而且即使是团体参观，其主要接待对

象也是具备基础科学知识的中小学生、教师、

研究生以及科学工作者，参观者较为固定。
3.2 开放程度低，科普活动形式单一

目前，国内具有大科学装置且对外开放的

科研院所和科技场馆非常有限。仅以中科院大

气物理所为例，其每年仅在“公众开放日”才

对外界进行开放。科普展览的主要形式是科普

展板，配合科普员的讲解。科普展板的内容主

要是，运用基础统计模型对大气物理知识、装

置运行结构和原理进行简要介绍。每年进行活

动的形式也几乎没有差别，较为单一和枯燥，

且必须具备基础科学知识的听众才可能理解。

合肥同步光源国家重点实验室要求则更加严

格，在公众开放日内也必须在专业科研人员带

领下，并对参观者进行严格的筛选和检验，方

可进入实验室参观。由于设备运行具有一定的

危险性，每年进入参观的人员也非常有限，不

可能对公众进行全面开放譿訛。
3.3 实验室开放难度大，科技场馆布展困难

由于对外开放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可能会影

响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危险的装置设备需要

极高的安全防护设施和专业的操作人员，大科

学装置造价昂贵且维护及运行成本较高，因

此，实验室会严格限制对普通公众的开放程

度。将退役后的废旧装置放入科技场馆进行展

出，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这类装置要么已经丧

譾訛根据笔者 2014 年 11—12 月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被废弃的加速器装置、中国科学技术馆展厅外被闲置的托卡马克
装置等的调查。此项调查受到 2014 年度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类项目 （科普研究类） 的资助。
譿訛根据笔者 2014 年 10 月 6 日对合肥同步光源的走访及对实验室专业人员的调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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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根据笔者 2014 年 12 月 31 日对中国科学技术馆工作人员的访谈。

失部分功能，无法直接进行操作和实验演示，

观赏价值大打折扣；要么体积过大，或者远超

布展的面积。对于这类装置通常采取的办法是

通过建造模型或者取大装置的一部分进行展

出，而这种办法通常大大降低了大科学装置的

真实感和生动性讀訛。
3.4 科普功能开发不够，缺乏专业人才

大科学装置的科学研究功能尚未被充分利

用。为此，国家已建设“大仪共享中心”，以

满足科研型企业机构对实验仪器的需要，同时

提高大科学装置的利用率，使之为创新型国家

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16, 17]。那

么，其科普功能又怎么开发利用呢？显然，科

普功能是其潜在的、尚待认识和开发的功能。

虽然不能成为其主要功能，但具备科普功能的

大科学装置，应该在进行研究论证的基础上，

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利用。目前的问题是，即使

能够或已经进行科普展示的大科学装置，由于

缺乏科普专业人才的进一步开发和转化，其科

普功能也远没有实现。科普形式单一且陈旧，

导致大科学装置的科普，只能采取科普展览的

形式，公众只能看到仪器设备的外形，而难以

了解其结构和工作原理。从目前国内大科学装

置科普活动来看，普遍缺乏讲解人员，拥有讲

解人员的，也主要是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人

员，或者科技场馆内的管理人员。他们要么缺

乏相应的装置仪器设备的科学知识，要么缺乏

科普的相关技术，同时具备两个领域知识的专

业科普人才普遍缺乏，这直接导致公众难以从

大科学装置接受科普教育。而专业科普人才的

匮乏，也直接制约了其科普功能的实现。

4 大科学装置科普功能的实现途径
为了较好地实现大科学装置的科普功能，

根据以上文献整理与实地走访，我们经分析

认为，可以从以下 5 个方面发挥大科学装置的

科普功能。
4.1 加大大科学装置所属部门的对外开放力度和

宣传力度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宣传力度，有助于实

现大科学装置的共享。这不但有助于提高科研

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工作的效率，使科研工

作顺利开展，而且有助于扩大科普的范围和深

度。譬如，可以在不影响正常科研工作开展的

情况下，有计划、分批次地实现大科学装置对

公众的开放，使公众近距离地了解科学装置的

使用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甚至可以由科普部门

购置相关单位目前使用率并不太高的科学装

置，或在装置使用空档期将其运输至科技馆进

行展览。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大科学装置闲置的

问题，也提高了装置使用效率。
4.2 怀有科普无处不在的理念，塑造大科学装置

的专属“科学形象”

生活中到处都有科普的影子，因此，处处

留心皆学问。展览概念经过设计者将概念融入
展品，再通过观众的消化形成了对于科学的概

念。大科学装置的形象应该是代表“宏伟”的

大科学形象，也应该是生动多彩的科学形象。

这种生动多彩的科学形象应该通过多种方式

来体现：可以考虑在大学中开设博物馆，成功

的案例有 MIT 博物馆、西藏大学天文科普教

育基地等；可以在科技馆中展示装置的零部件

或者模型，如绵阳科技馆三层风洞展厅的设

计；还可以开放大科学装置专门研究机构，如

中科院拥有大科学装置的相关院所；可以考虑

将报废的大科学装置巧妙地利用起来，普及科

学知识，如国家测绘与地理信息科普基地。这

样做不仅可以带动大科学装置相关学科建设，

带动科普教育，贮备科研人才，提高公民素质，

也是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重要途径，是大科

学装置的发挥其科普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

4.3 建立多样化互动空间，让公众以不同的方式

参与进来

在博物馆、科技馆中除了传统的文字说明

之外，开发多种方法让公众与大科学装置进行

互动。例如，通过建立大科学装置的互动体验

区，让公众亲自参与到大科学装置的组装、使

用、观察和模拟运行的实验中。成功的案例有

上海科技文化活动周展出的同步光源模型，利

用声光电特效，吸引公众参与到模拟实验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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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中，还开展了相关的科学演出活动，打破了

以往以静态展示为主的大科学装置展览模式，

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完美互动与融合。此外，

我国很多高校都久负盛名，每年吸引着全国各

地的游客，多数高校都设有富有人文气息的校史

馆，然而利用科技文物特别是科学装置组成校内

博物馆的并不多见。可以效仿台湾大学文理文物

厅及博物馆群的做法，利用校内某一重要科学装

置组成单个博物馆，联合校内其他院系，融合

理工、人文、艺术的元素，让公众在游览校园

风光、学习高校历史文化的同时，了解科学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激发公众理解科学。
4.4 建立废旧大科学装置的集中展示区，对其合

理改造

在我国有很多已经淘汰或面临淘汰的大

科学装置，可以把大科学装置作为展品放进

博物馆、科技馆，建立报废影像或进行原景展

示。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信息收集与整理，我

们要把大科学装置的“一生”都系统并精确地介

绍，严格参照科技史方法，编写某个大科学装置

的历史，并把专业性和科普性合理有效地结合起

来。还可以对已经失去常规功能的大科学装置进

行合理的改造，使其成为公共场所的展品，着重

体现科学装置的历史和人文价值，使其成为城市

旅游资源。此外，对于报废的科学装置，学校

可以将其改造为观摩用具，可以实行对外流通。

对于已经修复的闲置报废大科学装置，相关主管

部门可以通过与其他院校信息的沟通，有偿地将

设备赠给其他院校或者其他科研机构。废旧大科

学装置也具有再利用的社会价值，可以让学生参

加拼装、修复过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让学生利用旧部件进行

创新性设备的组装，提高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

通过利用数字媒介、图片影像等多种传播手段提

升科普活动的可观赏性及生动性，提高科普活动

的效果，激发青少年了解科学、探索世界的兴趣。
4.5 提高大科学装置科普研究的政策支持力度和人

才培养力度

历史上，英国就曾将补助费用于各大学和

皇家学会进行科学装置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

至于装置的制作工艺的研究则交给科学与工

业研究部去掌管[15]。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

府都资助大科学装置的研究工作，可见政府对

于大科学装置研究的重视。目前我国自主研发

的大科学装置依旧很少，大部分依靠进口[18]。

装置本身的研究就处于劣势，更不用说将装置

用于科普的研究了。所以，在大科学装置的研

制、引进过程中，要适当提高其科普研究层面

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为

大科学装置科普功能的实现，提供合理有效的

政策保障。

总之，大科学装置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目前，我国的大科学装置科普工作

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较为

成功的形式值得借鉴。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

应该整体协调，使科研资源合理配置、优化使

用。同时在提高其科研主战场利用率的基础

上，应该适度挖掘其科普功能，让科普工作真

正走在科学研究的前面，使得政策与科学和科

普工作形成互动局面，形成公众理解科学、公

众参与科学、公众支持科学的氛围。建议在政

府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切实采取有力

措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同建设、

共同分享的大科学装置科普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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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词汇

Facility/Facilities

(工程技术类、科技政

策类文献常用术语）

Equipment

（工程类、管理类文

献常用术语）

Apparatus

（科学史文献，科学

文献常用术语）

Device

（工程技术类、科学

史文献常用术语）

Instrument

（科学文献、科学史

文献常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装置”英文词汇对照表

中文含义

设备、装备、

器材

“设备、装备、

器材”，专指

设备

仪器、工具、

乐器、手段、

器械

与 Equipment

外延的比较

大于

___

小于或等于

小于或等于

小于

示例

运动设施、体育设施、社区设施、会议设备、会议场所、会议

设施、排水设施、排水设备、公用设备、工业设施、工业企业

生产设备、科学实验室设施、科学辅助设备、辅助支援设施、

军事人防设施、民用设施等

生产装备、治疗设备、测试设备、试验设备、检测设备、工艺

设备、 电气电力设备、电器设备、机器设备、机械设备、电

子设备、动力发电设备、控制设备、控制仪器专用设备、特殊

设备、办公设备、自动化设备、运输设备等

体操器械、运动器具、呼吸设备、干燥装置、蒸馏装置、实验

装置、过滤器、控制装置、美容仪器等

校正调节装置、双稳态装置、控制装置、计算机显示设备、设

备驱动、装置驱动、传动装置、电子设施、喂送装置、输入设

备、联锁装置、 测量仪器仪表、机械装置、医疗设备、移动

装置、监视装置、用电装置、防护装置、原生装置、安全装

置、半导体装置、存储设备、测试装置、科学装置等

双金属仪器、检测仪器、电子仪器、 实验仪器、智能仪器、

测井仪、气象仪器、控制仪表、光学仪器、针式仪器、精密仪

器、科学仪表、试验仪器、测量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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