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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发展方向之我见

徐光 宪

1 984 年美国科学院的科技政策报告 ( Pi m e nt el 报告 ) 提出当前化学科学发展的优

先领域有三个
:

( l ) 化学反应性能
; ( 2 ) 化学催化作用

, ( 3 ) 生命过程的化学
。

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
,

科学发展的水平也有差距
,

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和世

界化学发展的趋势来提出我国化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

如果说文艺的源泉是生活
,

那末化

学的源泉是合成
。

离开 了合成
,

化学就如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因此我们提出
:
化学的

发展方向应 以合成化学与天然资源的分离
、

提纯和转化为中心
。

这一中心 要和分析与分

离
、

反应与性能
、

结构与量子化学
、

基础与应用等四方面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
。

并在总

结和分析大量实验资料和深入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的化学反应和技术
、

新的分析与

分离的方法和理论
; 总结结构化学的规则

、

结构和性能的关系
,

发展 原子价概念和化学

键理论
, 研 究微观反应动力学反应机理和反应途径

,

进行新分子
、

新物相和新材料的预

测
、

设计 和剪裁 ; 并回到合成化学的实践中来检验
、

推动化学学科的发展
。

在大量合成工作的基础上
,

寻找具有较好性能的化学物质
,

如高选择性和活性的催

化剂
、

特效药物和农药等
,

以及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所需要的各种新材料
。

同时
.

要提高或创新与衣食住行
、

能源
、

医药和环保等密切相关的量大面广的化学品种的生产

工艺
,

积极开展化学工程的基础研究与目的性基础研究
,

提高化工产品的质量
,

降低成

本和提高我国天然资源综合利用的经济效益
。

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是分析与检测
,

因而

要重视分析化学的基础研究
。

在完成上述研究任务的 同时
,

必然要培养出一大批学科齐全的
、

老中青配套的化学

和化工科技队伍
。

特别要使获得硕 士和博士学位 的化学工作者大量进入大企业的研究开

发部
。

这是我国现代化企业从技术引进
、

消化创新走 向技术出口
,

从而赶超世界水平的

必经之路
。

提出上述化学发展方向的理 由还可 以从下述四个方面来论证
:

第一
,

从历史发展看
,

在十九世纪
,

物理学被认为是研究物理变化即分子不变的科

学
,

化学被认为是研究化学变化即原子不变的科学
。

因此
,

恩格斯说过
,

化学是原子的

科学
,

物理学是分子的科学
。

18 0 2年道 尔顿发表原子论
, 18 6 9年门捷列夫提出元素周期律

,

曾经是十九世纪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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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上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

到了二十世纪
,

物理学有了重大进展
,

它的研究深 入到原

子的内部结构
,

以及基本粒子和夸克等更深的层次
。

因此
,

微观物理学可说是研 究原子

和亚原子的科学
,

而化学却是研究分子及其变化的科学
。

化学元素已发现 10 9种
,

今后还

可能发现若干种
。

但新元素的发现 已不再是化学研究的重点
,

因为这些新元素的寿命非

常短
,

数目非常非常少
,

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也就大大减少了
。

今天化学研究的重点已转

移到合成千千万万种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分子和新化合物
。

现在已知的分子 和化合物约 70 0

余万种
,

平均每年增加50 多万种或每天 14 0 0种
。

我国合成的新化合物未做过统计
,

粗略

估计不过全世界的 0
.

5 %
。

我们希望
“ 七五 ”

计划达到 1 %
, “ 八五 ”

计划达到 2 %
,

2 0 0 0年达到 4 %
。

当然
,

新分子
、

新化合物
、

新材料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质而不是量
。

但高效的新药
,

具有特殊的光
、

电
、

磁性能的新材料
,

新的高效催化剂
、

萃取剂
、

分析试 剂
,

新的农药
,

新一代衣食住行的各种材料
,

都是从大量的新化合物中筛选出来的
,

没有量也不可能有

质
。

所以我们提出
,

到本世纪末把新化合物的合成 (包括分离提取 ) 从 占世 界 份额的

0
.

5%提高到 4 %
。

这是使化学赶上世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

这个指标相当高
,

必须

明确提出来
,

并采取积极措施
,

才有可能达到
。

这是我们把合成化学看作化学发展的中

心 的理由之一
。

第二
,

要合成数目众多而且有用的新分 子
,

不能采取
“
炒菜式

” 碰运气的老路
,

必

须利用上面提到的
“ 四结合

”
的现代化合成化学的新方法

。

第三
,

从战略角度看
,

我们必须一箭双雕
,

既要发展学科前沿
,

又要有明确的为国

民经济服务的应用前景
。

为达此 目的
,

我们 必须采取以合成化学为中心的四结合的化学

发展 方向
。

应当指出
,

四结合中有
“
应用与开发

”
这一重要环节

,

因而化学工程的基础

研究和 目的性基础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

此 外
,

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往往是科学发展

的生长点
。

对于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应予以特别的重视
。

第四
,

从人才培养来说
, “ 四结合

” 的人 才或科学集体是将来最需要的
。

当然
,

从

个人的培养来说
, “ 四结合

”
中只能侧重一

、

二个方面
。

但对其它三个方面
,

也 应有所

了解
,

以便协作配合
。

卜

到2 0 0 0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资助的项 目希望达 到下列总 目标
:

(一 ) 催化理论和应用

1
·

由催化 剂制备与应用
、

有机合成
、

高分子合成
、

化学工程
、

结构化学
、

量子化

学
、

金属有机化学 和原子簇化学等多学科互相协作配合
,

创造 宏观与微观结合
、

静态与

动态结合
、

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具 有国际水平 的多相与均相催化理论
。

2
·

对量大面广的合成反应提供系列化
、

优质化和不用或少用贵金属的各种多相和

均相催化剂
,

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
,

使基金资助项 目的投入产 出比达到 1 : 25

以上
。

3
·

在探索催化规律
、

掌握催化理论 和合成大量新型催化 剂的基础上筛选 出若干种

我国首创的具 有高选择性
、

高活性 的优质催化 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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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多项催化领域要研究新型分子筛的合成与应用
、

金属和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

贵金属催化剂的代用品
、

转换催化剂以及改善空气和水质的催化物
。

在均相催化领域要

研究活化氮气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甲烷等分子的催化剂
、

主体选择性催化 剂
、

金属

有机化学和原子簇化学
。

在上述两方面以及在光催化
、

电催化
、

人工酶催化等领域
,

要

求在本世纪末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

S
·

培养出一支能从各个侧面 (即多兵种的 ) 研究催化反应及其应用的高
、

中
、

低

级配套的研究人员
、

技术人员和师资队伍
,

特别要使获得各种有关专业博士学位的科研

人员进入大企业 的研究开发部
。

这是企业 现代化的关键和绝对必要的措施
。

(二 ) 有关我国丰产天然资源综合利用的化学问题

1 二 夭然产物有机化学特别是中草药方面要和生理
、

药物化学和医学科学方面的专

家结合
,

夺取几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金牌
。

2
·

稀土化学
。

17 种稀上元素具有特殊的电子结构
,

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光
、

磁
、

电
、

声
、

超导等特殊性质
。

全世界 75 %稀上储量在中国
,

到本世纪末要使稀上萃取分离化学
、

稀上配位化学
、

稀上量子化学
、

稀上生物无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
,

在稀上固体材料科学

及稀 上应用方面赶上国际水平
。

在农用稀上等领域目前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但要加强

稀上微肥作用机理的研究
。

3
·

对钨
、

钱钥
、

钒
、

锑
、

锡
、

硼
、

氟
、

金和六种铂族元素的化学进行系统的研究
。

并为金川及攀枝花二大共生矿的综合利用的优化方案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

.4 为青海盐湖资源提出综合利用的优化方案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

(三 ) 化学学科基础研究的总目标

1
·

我国在天然有机化学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化学

、

催化科学
、

结构化学
、

量子化

学
、

电化学
、

电分析化学
、

配位化学与稀上化学等领域进行 了长期研究
,

有不少很强的

学术带头人 和梯队
。

在这些学科的某些领域要求在本世纪末做出突出成绩
,

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

2
·

分子反应动力学
、

生物无机化学
、

化学工程的基础研究和放 大理论
、

有机金属

化学
、

原子簇化学
、

无机固体化学
、

物理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

胶体

和界面化学等领域都有明确的应用前景和有较多活跃 的前沿领域
。

这些领域应大力扶植
,

使之 早日赶 上国际水平
。

( 四 ) 与高技术有关的化学基础研究

1
·

与生物工程 和生命现象有关的化学基础研究
,

2
·

与材料科学有关的化学研究
;

3
·

与信息科学有关的化学研究
。

(五 ) 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化学研究

1
·

农业 与化学
;

2
·

能源中的化学 问题
;

3
·

环境保护中的化学问题
;

4
·

衣食住行与化学
;

S
·

医药与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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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鼓励研究的方向

1
·

发挥自己的优势
,

避免低水平 重复他人的工作
,

坚持在一个方向深入 搞下 去
,

做出有自己特色的高水平工作
。

2
·

鼓励新的学术思想
、

新方法
、

新技术和新的探索途径
;

3
·

鼓励向交 叉学科发展
、

横向联合和接力攻关
,

使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或在学

科发展 上取得 重大成就
。

4
·

鼓励国内外交流合作
,

充分利 用信息的快速 传递交流经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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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科委今年开始设立省科学基金

广 东省科委决定从省科技经费中划出一定额度的经费
,

设立省科委科学基 金项 目
,

以加强 省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据省科委文件
,

一九八七年度广东省科委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已从四月一 日开始受

理
,

受理工作是由广东省科委综合计划处负责
。

有关基金项 目的管理 办法 (暂行 ) 亦同

时发布
。

省科委科学基 金项 目指南
.

尚待制定
,

一九八七年的申请将参照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颁布的《一九八 七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

广东省科委印发 的 《广东

省
“ 七五 ”

科学技术发
.

展计划纲要 》 以及 《广东省科委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 暂行办法 》
。

省科委将聘请若干名学者
、

专家
、

实业家和管理 人员为顾 问
,

分 为自然科学
、

工程

科学与技术
、

医学科学 和农业科学等顾 问组
。

对本省学科发展
、

基 金项 目资助方向等重

大问题提供咨询
。

预计今年可批准一百项基金项目
,

每个项 目资助总额大约三万元
,

项 目期限 不超过

三年
。

广东省科委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 暂行 办法 中对资助范围与条件
、

项 目申请与评 审有很

明确的规定
。

关 于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的评议
、

鉴定
、

奖励
、

技术转移等
,

有如下规定
:

资助项 目研究成 果的评 议或鉴定
,

由省科委或委托所 在单位组织 和主持
。

经过评议或鉴

定的研究成果除 经省科委审定认 为要保密的以外
,

一般应予公开
。

资助项 目研究成果的

有关奖励和专利申请等
,

按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办理
。

省科委对有关研究成果享有处分权
,

如要作技术转移 (转让或使用该项 成果 ) 应征得省科委同意
,

按计划执行
。

凡属 省科委

科学基 金项 目的应用研 究成果
,

作技术转移 或被授与 专利权 后实施 该项 专利 时
,

成果或

专利持有者应将所得经济收入按每次的百分之 三十偿还 给省科委
,

以用于资助新的基金

项 目
,

偿还数额 以该项 目获得的资助金额 为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