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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 ?过去我

们常说发展工业生产离不了它
,

搞科学研究离不了它
,

高级仪

器代表国家的科技水平等等
。

今天有必要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

来看待仪器仪表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因为它不仅影响

到两个根本性转变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个国策的实施
,

对于我们正进人的信息化时代也起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

仪器

仪表的整体水平也是综合国 力的标志之一
。

这是随着时代的进

步
,

从事仪器仪表事业必须取得正确认识的 问题
。

一
、

什么是仪器 ?

概括来说仪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
,

提高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
。

小平同志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形势
,

提出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科学论断
,

说明科学技术是发

展生产力的首要因素
。

可以这样看
,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知识
,

技

术是改造世界的知识
。

二者相 互联系
,

相互促进
,

互为因果
,

从

而构成第一生产力
。

生产力的实现要靠生产资料和工具
。

科学

研究的工具主要是仪器
,

而实现技术的工具 主要 靠机器
。

由此

可理解为仪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
。

相对而 言
,

机器则是改造世

界的工具
。

仪器起着扩展和延伸人的感官神经系统的作用
,

增

强认识世界的能力
,

而机器则替代和延伸人的体力劳动
。

重要

的是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
。

认识世界有两个方面
,

一是探索 自然规律
,

积累科学知识
;

二是对生产现场情况的了解
,

用以指导生产
。

由于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同等重要
,

而且认识世界往往是改造世界的先导
,

所

以仪器和机器也同样重要
,

在 一定条件下
,

仪器也是生产的物

质先导
。

历史上许多重要仪器的科研成果
,

常会带来生产力水

平的飞跃
。

今天
,

世界正从工业化机械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
。

这个

时代的特征是以计算机为核心延伸人的大脑功能
,

起着扩展人

脑力劳动的作用
,

使人类正在走出机械化过程
,

进人 以物质手

段扩展人的感官神经系统及脑力智力的时代
。

这时
,

仪器的作

用主要是获取信息
,

作为智能行动的依据
。

仪器功能在于用物理
、

化学或生物的方法
,

获取被检测对

象运动或变化的信息
。

在科学仪器中
,

这种信息往往是物质运

动的量化表现
,

这种探测的物质手段现时常称之为传感器
。

人们将如此所获得的信息 (信息获取 )通过仪器机制或计

算机进行选择转换或分析计算 (信息转换和处理 )
,

使其成为易

于 人们阅读和识别表达 (信息的 显示
、

转换和运用 )的量化形

式
,

或进一步信号化
、

图象化
,

通过显示系统
,

以利观测
、

人库存

档或直接进入 自动化智能化运转控制系统
。

谈到信息技术所包

括的内容
,

重要的意义在于仪器仪表作为信息的源头
,

主要是

传感器
。

现代仪器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组合化
,

仪器中的信

息处理
、

转换
、

存储
、

显示等都与信息技术直接相通
。

唯独传感

器是千变万化的
,

有大有小
,

从最简单到最复杂
,

多种多样
。

例

如温度探头可小如针尖
,

而基本粒子的探测系统— 加速器可

大到公里级
。

通过卫 星探测地物地貌的观测系统则是复杂的系

统工程
。

在今天信息技术昌盛的时代
,

仪器的功能更多地体现

在探测元件 一传感器方面
。

因为仪器是一种信息工具
,

起着不可或缺的信息源的作

用
。

由于信息源必须准确无误或最大限度地少误
,

因此现代稍

具复杂性的仪器都无保留地采用多种技术形式综合集成
,

平常

称为机
、

电
、

材
、

算
、

… …
,

而更是离不了电子学集成
,

复杂些的

则 与计算机密切相联
。

如果把信息化时代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比喻为生气勃勃
、

能呼风唤雨的蛟龙
,

硕大的龙头象征强有力的信息指挥系统
,

则仪器就相当龙的眼睛
,

炯炯有神的龙睛
,

及时获取各种信息
,

对于腾飞的经济巨龙
,

起着
“

画龙点睛
”

的重要作用
。

和信息化生产体系相比
,

旧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可 比喻为恐

龙
, `

它躯体庞大
,

头脑弱小
,

主要靠人参与进去
,

起到控制指挥

作用
,

行动迟缓
,

象征着信息指挥系统不灵
,

管理薄弱
,

体制分

散
,

尾大难调
,

效率低下等缺陷
。

由于不适应时代要求
,

必然被

淘汰
。

从以上论述可看到
,

仪器和机器有着不同的属性
,

所以仪

器不是机器
。

这里有必要改变一些习惯概念
。

例如
:

认为仪器只

是一种机械
,

是为机器配套的
,

是从属 于机械的 ; 仪器工业为是

机械工业的 一个组成部分
,

这种概念
,

也许是因为国家把仪器

工业归口机械部管理而形成的习惯印象 ;仪器仅仅是为科研服

务的一种技术后勤
;
在学科上仪器科技只是机械学科的一个分

支
,

或从属于有关工程学科
,

是配套技术等等
。

从概念上看
,

今天对待仪器的看法和过去有很大的改变
,

正确的概念应当是把仪器和机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来看待
,

把

仪器工业与机械工业同等看待
,

因为它们都具有独立性
,

都是

为各行各业服务的工业体系
,

仪器工业已是信息工业的主要组

成部分
。

仪器不是机器
,

绝大多数也不是简单的机械结构
;
不是

单纯的精密机械
,

也不是单纯的光学加精密机械
,

而是机
、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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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

算
、

材
、

物理
、

化学
、

生物等先进技术的高度技术综合一 高

技术
。

现今在制造行业中盛行着机电 一体化的说法
,

实际上是机

械化与信息设施的集成
,

但绝不能因此就把仪器看做是机器的

从属设备或配套设施
。

如果那样
,

就等于看一个人的活动
,

只 见

躯体
,

不见人头
。

仪器也是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
。

特别是在今天高技术

发展的信息化时代
,

仪器完全是现代化的综合因素之一
。

因而

仪器科技在学科上也应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独立的科技地位
。

在学科分类上也应有这样的体现
。

只有对仪器的地位和作用树

立了正确的观念
,

才能有利于仪器事业的发展
。

二
、

仪器的作用

在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活动中
,

仪器有着比以前远为广泛的

用途
,

涉及所有人类各种活动和需求
。

这是由于现代化所促成

的必然趋势
,

因为认识世界已成为有意识的或 白然的生活活动

的普遍需求
。

1
.

在工业生产中
,

仪器仪表起着把关者和指导者的作用
。

它从生产现场获取各种生产参数
,

运用科学规律和 系统工程的

做法
,

综合有效地利用各种先进技术
,

通过自控手段和装备
,

使

每个生产环节得到优化
,

进而保证生产的规范化
,

提高产品质

量
,

降低生产成本
,

满足需求
。

有许多重 要工业
,

如石化
、

冶金
、

电力
、

电子
、

轻纺等工 业
,

如果没有先进的仪器仪表发挥其检

测
、

显示
、

控制功能
,

就无法正常连续生产
。

例如
:

在现代化的宝

钢技术装备投资中
,

就有 三 分之
一

是用 于 购置仪器和 自控系

统
。

即使原来认为可以 上法上马的制酒工业今天也需严格的温

度控制才能创出名牌
。

仪器与测试技术已是当代促进生产的一

个主流环节
。

这是现代生产从粗放型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经营必

须采取的措施
,

是改造传统工业必备的手段
,

也是使产品具备

竞争能力
,

进人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

2
.

进行科学实验
,

人们的创新探索思想是极其重要的
。

然

而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

以至 科研之成败决定于探测实

验方法及仪器
。

有些科研工作可以用现成的商品仪器来完成
,

这时对仪器的配置
,

可认为是技术条件后勤工作
。

但是当需要

靠仪器装备的创新新开发来解决科研或生产 问题时
,

则探索研

究实验方法和 仪器设备的研制
,

就应该是科技发展工作
,

是科

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条件后勤工作
。

在

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
,

大约有四 分之
一
是属于测试方法和仪

器创新的
,

例如电子显微镜
,

质谱仪
,

C T 断层扫描仪
,

X 光物质

结构分析仪
,

光学相衬显微镜和新开辟领域的扫描隧道 显微镜

等等
。

说明科学仪器不仅仅是探索自然规律
,

积累科学知识
,

在

科学技术上的重大成就和科学研究新领域的开辟
,

往往是以检

测仪器和技术方法上的突破为先导
。

为此有些科学仪器越来越

复杂
,

性能越来越先进
,

规模也越来越大
。

仪器的进展也代表着

科技的前沿
。

科学仪器的发展和创新也应看做是我国科学发展

的支柱
。

3
.

仪器在产品质 t 评估与评证计 , 等有关国家法制实施

中
,

起着技术监督的
“

物质法官
”

作用
。

依靠仪器能有效地鉴别

产品的优劣真伪
;
校验市场

、

医院等部门的计量器具
;

检验仲裁

进出 口商品
;
监测环境污染 ; 检查安全防护设施 ;侦破刑事案件

等等
。

在这些方面
,

仪器和人们的权益密切相关
。

4
.

仪器对于国防建设
,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诸多方面
,

如

防灾减灾
,

资源利用
,

国土管理
,

人 口控制
,

环境改善等以及文

化教育
,

保健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5
.

仪器用于千家万户
,

和人们的工作
、

生活
、

健康休戚相

关
,

这是显而易见的
,

需求越来越大
,

用途
、

质量和价钱更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
。

三
、

如何发展我国的仪器仪表事业 ? 我有以下建

议
:

1
.

根据两个转变和两个国策要求
,

所有部门都应考虑仪器

需求和科研问题
,

据此制订全方位规划
。

仪器仪表事业是国家

的大事
,

需要大家共同来办
,

不是哪一个部门注意这个问题就

行了
,

包括规划实施
、

政策制订
、

人才培养等等方面的工作
。

2
.

加快发展速度
,

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及信息高速公路发展

的需要
,

要与信息技术发展同步
。

3
.

在引进及合资经营上
,

要保持技术的自主权
,

严防先进

技术为外商所垄断并卡我们的脖子
。

4
.

必须以高技术为导向
,

看准市场最大限度地保住部分国

内主要市场
,

力争进人国际市场
。

5
.

把高档仪器的研究当做科研任务来安排
,

在
“
8 6 3 ”

计划
、

自然科学基金等规划中
,

应合理安排发展仪器的比例
。

6
.

要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仪器仪表

全然是靠 自己研制的
,

但涉及技术基础和国力的项 目
,

必须有

所安排
。

7
.

加强薄弱环节的发展与产业化
,

如新型仪器的元器件及

材料
;
通用保健及生物试验仪器

;
注意可持续发展方面现代化

仪器仪表及其系统的需要
。

8
.

有条件
、

有目的地建立若干新型仪器开发中心
,

促进仪

器的产品化和商业化
。

9
.

厉行质量监督制度
,

在仪器仪表行业认真贯彻 G B /

1T 90 00
一
15 0 9 0 0 。 质量管理和 质量保证系列国家标准

,

开展质

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
,

尽快与国际接轨
。

1 0
.

军民结合
。

我国在
“

两弹一星
”

方面高技术上所取得的

成就
,

没有仪器及测试技术是难以实现的
。

在国防工业和科技

方面
,

有仪器技术方面的人才和技术基础
,

应本着军民结合的

原则很好地发挥这批力量的作用
。

( 注
:

本文是王 大晰院士在全国科研条件工作会议上所作

的报告
,

本刊记者胡柏顺根据报告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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