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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省应用基础研究专项经费工作

取得可喜成效

四川省科委从 1 98 6年起决定每年从科技三项经费中划出 20 5万元设立应用基础 研 究 专

项经费
。 1 986年安排了 18 7项

,

资助经费 24 .7 7 万元
。 1 9 87 年已安排 1 30 项

,

资助经费 23 7
.

1 万

元
。
两年中高等院校共安排 171 项

,

占资助项 目数的 分
.

8外
,

经费 2先
.

8万元
,

占资助经费总数

的 54
.

8并
。

这是四川省科委总结国内外科技发展经验
,

在科研经费拨款方式改变
,

经费比较紧

张的情况下
,

为了让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实验发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

多出成果
、

快出人才
、

出

高质量人才
,

每年划出一定经费择优
、

择重支持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

这被广大科技人员称作是
“ 及时雨

” 、 “
培养剂

’ , 、 ’ `

粘接剂
”
和

“
种子钱

”
的专项经费

,

不仅使全省基础
、

应用
、

发展
、

软科学四

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了接力赛
,

同时还为争取国家攻关
、

重点
、

高技术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

起了
“

预研
”

作用
。 1 9 8 6年四川省应用基础专项经费帮助的项 目已有 n 项取得成 果

, 6 项通

过技术鉴定
,

显示出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有 16 项争取列为
“
七五

”

国家攻关项目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获得经费共 60 0 万元
。

其余项 目绝大部分按计划顺利进行
。

四川省的应用基础研究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

成都科技大学承担的
“

M
一

17 无铅甲醇

乳化汽油应用研究
”

项目
,

已初步取得了成果
,

多次在汽车发动机进行台架试验表明
:
节约汽

油近 50 并
。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承担的
“

水溶性多糖论性
”
研究

,

经一年多的努力
,

不但解决

了多糖论性的有关理论问题
,

而且取得了实用价值
,

可从魔芋的原粉中获得 60 外 回收率的魔

芋葡甘聚糖梭腰 (阳离子型 )
,

葡甘聚糖狡基醚 (阴离子型 ) 等改性产品
。

这种改性物可用于

纺织
、

采矿
、

化妆品
、

粘接剂
、

食品
、

耐水炸药和粒状肥料
、

造纸助剂
,

从而为魔芋的综合利用开

辟了工业方面的用途
。
四 川大学承担的

“
过渡金属原子簇催化剂— 松节油缓合利用中加氢

和脱氢机理研究
”
已取得小试成果

,

转化率达 98 多 以上
,

选择性达 85 外以上
,

经过 18 天连续

寿命试验
,

证明转化率大于 95 务
,

选择性大于 82 并
,

已达到工业生产要求指标
,

正与庐州 2 55

厂进行中试
,

该项 目推广后
,

将使我省松节油的综合利用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
四川省农业科

学研究院承担的
“
复果油菜遗传规律研究

” ,

筛选出三个复果油菜优 良株系
,

复果率达 99 铸
,

复

果指数达 63 务
,

单株测产油菜籽的产量达 29
.

4 克
,

比原品种增产 69
.

41 务
,

实现了复果油菜增

加油果与增加产量的矛盾统一
,

为培育高产优质油菜新品种
,

打下了良好基础
。

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既提高了四川省的科技水平
,

同时提高了科研人员学术水平
,

推动了

学科的发展
,

培养了人才
。

重庆大学热管研究在重庆市科委
、

国家科委和四川省科委资助下
,

从热管理论
、

应用到开发进行了系列研究工作
,

由于重视应用基础研究
,

保持了连续开发能力
,

使这一领域达到或接近国外研究水平
、

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获得部委
、

省级各种奖励 7 次
,

发展

了学科
,

新建了工程热物理专业
,

招收了本科生
,

培养了研究生
,

并获得了工程热物理学科传热

方面博士授予权
。

成都科技大学承担的
“
新型桐油— 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合成机理与性能研

究
”

项目
,

为充分利 用我省丰富的桐油资源
,

对桐油进行改性研究
,

已研制出一种新型的用于集

成电路板的绝缘材料
,

既促进了科技进步
,

且潜在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而 且通过此课题还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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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基 金 9 1 5 5年

5名研究生
。

西南交通大学承担的
“

机构学理论及优化设计技术
”

项 目
,

完成了平面机构分析

与信息的运动映象法最佳分析方法及空间分析与综合的基础矢量法带部分人工智能的优化设

计技术的研究
,

提出 5 篇论文
,

其中 2 篇分别在美国 A S M 1E 2 届设计自动化学术会议及 9[

届机构学学术会议上发表
。

一些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经费专款资助的项目
,

短期内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
四川省

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承担的
“
四川省乡镇工业职业危害调查

”

项 目
,

已在 22 个典型县开

展调查
,

并对绵竹
、

什郁两路 口的乡镇企业
、

职业危害进行了试点调查
,

提出了适合本地区情况

的治理办法
、

措施
。
四川省原子核应用技术研究所承担的

“
调味品辐射机理及保管研究

”

项 目

已取得成果
,

不仅辐照的数千斤辣椒粉通过海关检疫合格
,

送往我国在国外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设的川菜餐馆使用
,

而且该所撰写的论文为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评选在 1 9 8 6

年亚太地区食品辐照实际应用学术会议上大会宣读
,

论文登载在大会论文集上
,

受到国外学者

重视
,

推荐申报国际原子能机构资助项目
,

作更深人的研究
。

华西医科大学承担的
“ 生物抗生

物质的作用机理及免疫药理的研究
”
对临床医疗具有明显效应

。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承担的
“
高

性能自动血压脉搏测试研究
” ,

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
,

已试制了高性能全 自动血压脉搏监护仪
,

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实用价值
,

已通过技术鉴定
,

并由成都木工机床厂试生产
:

已在成邦

陆军医院试用
。

四 J! !省科委于 19 8 7 年 2 月召开了有关院校
、

科研所及机关的同志参加的会议
,

进行了总

结和研讨
。

一致肯定应用基础研究专项经费设立的效能
,

认为这不是权宜之计
,

而是四川省科

技发展总体战略布局中的一个战略布署
,

要长期坚持搞下去
。

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
,

四川省应 用基础研究专项经费的作用如下
:

1
。

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专项经费由于面向全省
、

面向四个现代化
、

面向未来
,

综合四川省

资源优势
,

为“ 七五 ” 、 “
八五

” ,

直至本纪世末和下世纪中叶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

供有力的后劲和技术储备
,

部分应用基础研究课题完成后将 直 接 提 供 经 济效益 和 社会 效

益
。

2
.

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专项费用冲破了条块分割
,

加强了横向联合
,

坚持保证择优帮助
,

依靠专家评审
,

造成一个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
,

为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注人了活力
,

促使人

才脱颖而出
,

有利于造就一批国内先进水平或世界先进水平的富有创造能力的科学家
,

有利于

繁荣科学事业
。

3
.

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专项经费起到了
“
培养剂

” 、 “
粘接剂

” 、 “
催化剂

” 、 “ 种子钱
”
的作用

。

使应用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形 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

4
.

高等学校是我省应用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
,

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为培养人才提供了条件
,

使科学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

(四川省科委业务处 薛利华 胡泽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