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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科学装置的出

现。大科学装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条件和技术前沿的发

源地，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

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

势，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的

建设及依托于它的科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国际上高性能、新一代装置的数量不断

增长，装置的建设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对社会和科技发展的

影响越来越深刻和广泛；依托大科学装置形成的大型科学研

究中心成为国家重要的创新平台；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利用的

国际化特点日趋增强，各国都积极参与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合

作，同时纷纷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把大科学装置的发展作为

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学习跟踪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对我国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

此领域的支持，我国大科学装置的水平和能力大幅提升，

由此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覆盖范围从粒子物理与核

物理、天文学等传统大科学领域，向地球系统与环境科

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材料科学等新兴领域拓展，

“十一五”期间国际竞争力发展到国际同类装置的第二方

阵，201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谢家麟院士即是我国

重视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很好例证。

中科院一直是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的主要力

量，已建成并投入运行和正在建设、即将建设的大科学装

置共20余项，其中12个大科学装置在运行之中，包括用于

高能物理、重离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天文等专用研究

装置，以及为多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服务的同步辐射公共实验平台和遥感卫星地面站、长

短波授时台、遥感飞机等公益基础设施。对于专用研究装

置，致力于开展有特色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公共实验平

台，强调开放共享，提高装置的利用效率，为科技自主创

新提供有力支撑。

中科院承建和管理的国家大科学装置的成功运行，极

大地提高了我国在相关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的国际地位和战

略高技术的研发能力。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重大升级

改造后在世界同类型装置中继续保持先进地位。兰州重离

子加速器使我国跻身于国际重离子物理研究先进行列，扩

建的重离子冷却储存环将进一步保持和提升我国在该领域

的国际先进地位。EAST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是国际上第一

个全超导装置，使我国在核聚变能的研究领域处于国际前

沿，得以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合作计划中占据

重要地位。自行设计研制的LAMOST天文望远镜等大型天

文设施，将为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学研究提供高水平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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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研究平台。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的设计特点确保了高精度实验结

果，使之成为以我为主大科学装置国际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中科院承建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为众多的前沿科学研究提供了先进的、不可替

代的国家实验平台。同步辐射装置能够提供从X射线到真空紫外宽波段的强辐射光，

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纳米科技、医学与药学等众多领域提供

实验研究手段，并能为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研究课题提供重要技术支持。我国已建

成并投入运行的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和上海光源，在波段上各有

侧重、优势互补，将共同为提升我国的综合科技实力做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随着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聚集，进一步发展成为依托设施或设施群的国家大型

综合研究中心。中科院现有及拟建的大科学装置大多集中在合肥、上海、北京、兰

州、广东等地，并具有了覆盖全国的天文观测与研究网络，为形成依托大科学装置

的大型综合研究基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是以支撑全国的科学研究为重要目标的，多年来，中科院

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随着《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一批新的装置将在“十二五”期间启动

建设。为加强对大科学装置的了解与认识，《中国科学院院刊》与中科院基础科学

局、计划财务局合作，从2008年7月开始设立了“大科学装置”专栏，系统地介绍了

中科院一批国家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与管理成果。

本合辑是4年多来该专栏的汇编，希望向读者分享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经

验，加强对大科学装置的了解和认识，欢迎全国科研工作者依托大科学装置共同开

展科学研究工作，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对多学科研究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