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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胡兆森

l摘要 ! 本文以大量生动的事例
,

概述基金委成立三年来的工作成绩
,

说明科学基金制在国家科技发

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

同时
,

指出科学基金工作的基本经验
,

强调科技体制改革是科学基金工作的

动力
,

竞争机制是科学基金工作生命的源泉
,

专家评审系统是基金制工作的传乒:
。

最后
,

作者充满信

心地指出
,

基金制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

科学基金的额度必将随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增加
,

科学专家

评审系统的作用将得到加强
。

表示今后在加强科学基金工作建设的同时
,

要改善内部管理
,

加强思

想和作风建设
,

为发展和繁荣我国自然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科技体制改革的部署
,

于 19 86 年 2 月开

始组建的
,

至今已近三个年头了
。

现在回顾它走过的艰苦创业道路
,

展望它的发展前景
,

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
。

本文将叙述四个问题 : 一
、

三年主要工作 ; 二
、

科学基金工作的作用 ;三
、

科学

基金工作的基本经验 ; 四
、

科学基金玉作的展望
。

一
、

三 年 主 要 工 作

科学基金工作已逐渐走向稳步发展
、

开拓创新的局面
,

并初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工作格

局
。

1
.

根据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特点
,

分三个层次对资助项目进行申请
、

评审及管理

三年受理全国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约为 33 000 项
,

每年申请总人数约 10 万人次
。

批准资

助近 90 00 项
,

资助总金额 2
.

5亿多元
,

平均资助强度约 3 万元
。

国家教委系统
、

中国科学院系

统
、

产业部门
,

以及地方研究单位
、

高校得到的资助比例自然形成 3 : 3 : 3 : 1
。

在评审自由申请项目的同时
,

根据项目的重要性
、

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及资助强度大小来确

定重点项 目
,

共选 出 161 项做为重点项 目 (资助总金额 14 00 多万元 )
,

进行重点管理
。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发展中的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择优资助量大面广申请项 目的同时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组织一批科

学意义重大
、

目标明确
、

基础好
、

可望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大项 目
,

给以强度较大的资助
。

3 年

批准 53 项
,

资助近 800 0 万元
。

根据对 47 项的统计
,

平均每项资助强度为 151
.

52 万元
,

共有

341 个子课题
,

每项平均资助强度为 20
.

88 万元
。

参加重大项 目共有 637 3 人
,

其中高级研究人

员和研究生各约占 30 %
。

2
.

增辟青年科学基金
,

为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创造竞争环境

为了更好地发现和培养人才
,

促进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脱颖而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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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 1987 年开始
,

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
、

用以资助年龄在 35 岁以下
,

已取得博士学位 (或具有

同等水平 )
,

有开拓
、

创新精神
,

能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
。

现已资助 267 项
,

资助

总金额近 90 0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 3 万元
。

青年科学基金还有选择地资助全国性青年学术交流和青少年科学教育活动
,

对活跃青年

科研人员学术思想
,

培养青少年爱科学
、

学科学的兴趣
,

造就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及其后备力量
,

具有重要意义
。

现对青年学术交流及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资助共 犯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国家教育委员会共同资助的参加数学
、

物理
、

化学中学生国际奥林

匹克 3 项竞赛
,

全部获奖
。

1988 年
,

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的 6 名选手全部获奖 (得 2 金
、

4

银奖 )
,

总分第二 ;参加物理竞赛的 5 名选手全获奖
,

(获 1金
、

2 银
、

1 铜
、

1表扬奖 ) ;参加化学

竞赛的 5 名选手也全获奖 ( 1金
、

1银
、

l 铜 )总分第一
。

这些资助活动对提高青少年科学文化

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青年科学基金的设立
,

得到了全国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欢迎
,

也深受学术界和各方面的关注

与赞许
,

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富有远见和战略性的措施
,

关系到我国科学事业的未来以及下世纪

初国家建设栋梁的培养问题
。

我们还准备加强对资助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考察
,

跟踪他们的成

长
,

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
、

奖励
,

并在其他申请资助项 目的选择上优先予以考虑
,

为他们

继续深造创造条件
。

3
.

配合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

增辟
“

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
”

的资助

为了配合我国高技术计划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
,

不断提供新理论和科学储备
,

我委从

198 7 年起增辟了对
“

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
”

的资助
,

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项目采取发

布指南
,

定向申请
,

专家评审
、

择优支持的办法
,

确定资助项目
。

现已资助 392 项
,

资助总金额

约 180 0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约 4
.

55 万元
。

4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

提高我国科研工作研究的起点

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
.

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工作
,

更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

开放性
,

需要各国科学家密切合作
。

我委十分重视结合国内资助工作的需要把我国基础研究

工作与全球性的科学研究网络相连接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

把对国际合作交流的资助
,

当

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我委与有关国家科学基金组织或科研管理机构派团互访
,

交流科学基金工作经验
,

磋商两

国开展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问题
,

先后同比利时
、

西德
、

加拿大
、

美国
、

保加利亚
、

英国
、

奥地利
、

瑞士等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至今年 9 月底
,

共资助了 157 个合作研究项目
,

150 个

在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

230 人次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人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

208 人次国内

外专家学者互访
。

5
.

不断改进和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

( l) 以《项 目指南》加强对申请者的指导
。

1987 年在发表申请通告的同时
,

发布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

指南分资助范围
、

鼓励研究领域和定向课题 3 个层次
,

这样既有利于

把科研人员的创造性
、

积极性引导到科技发展和 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
,

又可使具有新思

想
、

新见解的申请项 目不受束缚
。

(2) 评审工作中坚持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在选择同行评

议专家时尽量考虑到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性
,

本人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

同类项目评议意见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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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
,

尽量排除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因素
。

评审组成员和委内兼职专家的申请项 目
,

和其他项 目

一视同仁
,

严格按照择优条件进行评审
,

本人回避评审活动
。

对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项 目的评

审
,

坚持答辩制
。

( 3) 注意以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和未来技术市场为引导
,

积极支持有优势
、

有特色
、

有应用

前景的创新性研究 上作
。

在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工作
、

保证学科前沿的发展和高水平人才的培

养
,

为科技
、

经济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储备的同时
,

注重未来市场的需要
,

注重科技成果的转

化
。

与此同时
,

积极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开展联合资助
,

1987 年以来我委与水电部
、

城乡建设

部
、

地质矿产部
、

北京水电局等联合资助了 51 个项 目 ; 与中科院
、

教委
、

交通部
、

建设部
、

冶金

部
、

能源部
、

地震局
、

甘肃省科委等联合资助 4 个重大项 目
,

增加了基金的投资金额
。

( 4) 设立主任基金
,

增强资助工作的灵活性
。

为增强科学基金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
,

并有

利于保护新思想
、

新学派
,

从 19 8 7 年起
,

增设了委主任基金与科学部主任基金
,

同时资助少数

特殊项 目
。

二
、

科学基金对国家经济
、

杜会
、

科技发展的作用

现有的进展表明
,

科学基金制对国家经济
、

社会
、

科技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

稳定了基础研究

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对科技改革是有利的
。

第一
、

支持和活跃了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促进学科前沿发展

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

既有传统学科前沿课题
,

又有电子
、

信息
、

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新兴

学科课题
。

在 19 8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178 项得奖项 目中
,

有 59 项是得到过科学基金资助的
,

占 33%
。

在已取得进展的研究项目中
,

很多对学科前沿发展有作用
。

前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研究员钟家庆的多复变函数研究
,

获 1985 年陈省身数学奖和 198 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明在发展多通道量子亏损理论方面作出贡献
,

获意大

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颁发的 19 86 年度卡斯特勒奖
。

在 1986 年高温超导热以前
,

科学基金一

直在资助超导研究
,

共支持过 19 个重要项 目
,

投资 90 万元
。

现在
,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李林

对超导薄膜的研究 (新 当选 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赵忠 贤就在该课题工作 )
,

南京大学在超导

材料上实现约瑟夫逊效应的研究
,

都在世界先进行列
。

科技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

这不是一般的

支持
,

而是在研究工作突破之前
,

处于困难的状态下雪中送炭
。

科学院施雅风
、

崔之久和李吉

均等教授进行
“

中国东部古冰川问题研究
” ,

对中国东部是否有冰川 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

据

不完全统计
,

基金资助的研究论著在国内外刊物公开发表的有 1800 0 篇
。

当前科学基金已经

转变成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一个主要渠道
,

已形成每年支持 l 万个优秀项目
,

10 万人次的

高水
一

平
、

精干研究队伍的规模
,

对稳定发展基础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
。

第二
、

已经显示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

基金资助多用于研究的起动
,

属于
“

第一个馒头
” ,

很多效益产生在后
。

仅就现 已取得成果

的 6 0 0 项来说
,

其中有 200 项已经促进 了理论与应用的结合
,

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一批高水

平的成果和科技储备
,

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

在农业生产方面
, “

湖北光敏核不育水稻的研究
” ,

可望在 1990 年前后有一次大的突破
,

已

列人高技术发展计划中生物技术第一项
。

南京农业大学马育华对大豆新品种选育与数量性状

遗传的研究
,

在南京
、

南通推广 88 万亩
,

比当地 良种增产百分之十
。

甘兰型油菜细胞雄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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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
”

(不育系
、

保持系
、

恢复系 )及其杂交种
“

秦油二号
”

的研究
,

是陕西农垦科技教育中心研

究 员李殿荣 主持的
。

到 19 8 7 年秋
,

经黄 淮和长江流域 14 个省推广 17 5 万亩试验
,

增产在

30 % 以上
。

如能在全国每年推广 10 0 0 万亩
,

则每年可增产油菜籽 5 亿公斤
,

增产效益可达 5

亿元
,

1987 年已列人农牧渔业部
“

丰收计划
” 。 “

北大二号对虾饲料
” ,

19 87 年在山东
、

江苏
、

福建

等省试验 6 千亩
,

使对虾一般亩产 60 公斤
,

提高到 110 公斤
,

每亩增利润 900 元
,

如能在我国

三分之一水面推广
,

将增值几亿元
。

军事医学科学院黄翠芬教授主持的
“

产毒素型大肠杆菌遗传工程研究
” ,

经 25 00 多头母猪

及 2 2 0 00 头仔猪试验证明
,

能使猪腹泻发病率降低 40 %
,

死亡率下降 20 %
。

全国约有 3000 万

头母猪存栏
,

如能推广十分之一
,

每年可为国家增加收人 3一6 亿元
。

在 工业生产方面
,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研究员陈创天从理论研究开始
,

研制出 B BO 激光倍

频晶体
,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

在美国评选的 19 87 年国际激光高技术十大新品种中
,

被列为

人选激光晶体的榜首
,

现已独家占领世界市场
。

山东大学蒋民华研究的 K T P 晶体
,

1 986 年向

日方供货 100 片
,

创汇 30 多万美元
。

19 8 7 年华南工学院研制成功
,

逆变式电焊机
,

重量为一

般焊机 1 / 5一 1 / 6
,

体积为 l / 4
,

节能 20 一 30 %
,

成本与一般焊机相等
,

该项 目成果理论上被

认为具有前沿意义
,

应用 上具有推广价值
。

水利水电科学院林秉南教授研究水利水电新型消

能设施
,

在五强溪水电站的建设中采用
,

使基本建设投资节省 2000 多万元
。

清华大学杜庆华

教授主持的
“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
”

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

为国家节约资金 2 亿元
,

节省电力 3

亿度
。

北京工业学院魏寰官教授在
“

液力传动的应用理论和发展研究
”

中开发成功滑差离合

器
,

仅一台 5 5 0k w 滑差离合器年节电量就在 75 万度左右
,

此项成果在第 35 届尤里卡国际发

明博览会上获银质奖
,

魏寰官教授获个人发明最高荣誉奖一级骑士勋章
。

第三
、

为我国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技术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

动物志
、

植物志
、

抱子植物志和百万分之一的土地资源图
、

土地利用图
、

土地类型图
、

地貌

图
、

草场类型和资源图
、

土壤图
、

植被类型图的研究编制工作
,

对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都有重要

价值
,

过去因经费无保障
,

几度濒于停顿
。

获得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后
,

修订了计划
,

加快了步

伐
。

植物志原计划出版 80 卷 125 册
,

198 7 年已完成 73 册
,

其中已出版 50 册
。

土地利用图已

完成 64 幅中的 54 幅
,

并已在京
、

津
、

唐土地规划和黄淮平原农业规划中发挥了作用
。

武汉大学佘先觉教授主持的
“

中国主要淡水鱼类染色体组型研究
” ,

已完成 150 多种鱼的

染色体组型
,

占国内报道染色体组型鱼类总数的 70 % 以上
。

这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
,

美
、

日
、

苏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多次来函索要论文 ; 日本著名鱼类细胞遗传学家小岛吉雄教授看了即

将出版的《中国淡水鱼染色体图册》后
,

认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辑
.

第四
、

促进了人才培养

科学基金制引人了竞争机制
,

摈弃了论资排辈的陋习
,

为优秀人才的成长开辟了自由驰骋

的天地
。

许多青年科研人员在申请时
,

就充分显示出学术思想新颖
、

敢于攻坚的优良素质
。

他

们选题瞄准学科前沿和有关领域的研究新方向
,

既有重要科学意义
,

又有较强的应用前景
。

参

加答辩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

普遍给人的印象是 : 基本功扎实
,

知识面广
,

思路敏捷
,

应变能力

强
。

他们对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
,

发挥自如
,

专家普遍反映满意
。

19 8 7 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二次学部委员会议上作学术报告的中青年地质学家
,

几乎全部是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负责人
。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培养了 178 名博士后
,

19 05 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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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
,

10 289 名硕士生
。

特别是科学基金大部分用于资助高等院校
,

对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和

人才培养
,

促进科研
、

教学相结合
,

作用更加明显
。

据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等单位提供的统计资

料
,

科学基金资助金额在全校基础研究经费中的比重
,

已达 40 % 以上
。

南开大学 1982 年中青

年在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中不到 50 % ; 而 19 86 年的资助项目负责人
,

中青年占了 81 %
。

重庆大学吴云鹏教授在科学基金支持下
,

培养 6 名研究生
,

建成高水平的力学实验室
,

两

年获 3 项研究成果
、

1 项专利
,

发表 13 篇论文
,

参加 3 次国际会议和 4 次全国性会议
,

目前是

全国两个生物力学博士点之一
。

中国科技大学范维澄同志
,

在科学基金资助下
,

在国内开创了
“

计算燃烧学
” ,

由一名讲师破格升为教授
。

此外
,

应用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

研究方

法
、

实验技术
、

理论分析
,

编写大学教材
,

培养本科大学生
,

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有积极意义
。

许

多高校反映
,

经过科研工作锻炼的毕业生
,

分配时倍受欢迎
,

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
。

当然
,

人才的成长有多方面的因素
,

但科学基金的支持
,

特别是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采

取优惠政策
,

并专门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
,

对于促使他们加快成长
,

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

三
、

科学基金工作的基本经验

三年来
,

科学基金工作取得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
。

这里
,

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

1
.

科技体制改革和中央
、

国务院的重视是科学基金工作的动力 又 /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工作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更得到了

持续
、

稳定的发展
。

一九八五年中央决定改革旧有的科研体制
,

明确规定 :
“

对基础研究和部分

应用研究工作
,

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
” , “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 , “

主要从事上述研究工作

的机构
,

应争取几年之后做到科研费主要靠申请基金
,

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的事业费
” 。

198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发出 〔19 86〕 23 号文件赋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有效地应用科学基

金
,

指导
、

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等许多重要 的任务
。

这是我国自然科学

基金制发展繁荣的动力
,

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指导思想
。

2
.

竞争机制是科学基金工作生命的源泉
\ \

、 夕

基金制把竟争引向如何组织申请和提高申请质量
,

引向高水平的选题
。

科研人员不仅把

获得科学基金看作是经费的主要来源
,

而且看作是衡量课题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

当作一

种很高的学术荣誉
。

科学基金面向全国
,

两年资助结果均有 70 % 以上的申请被淘汰
,

充分说

明了竞争程度的激烈
。

如按申请水平来看
,

其中优秀者占 30 一 35 %
、

良好者约占 70 %
。

尽管

大部分申请者未能获得科学基金资助
,

但由于超脱部门
,

从全国择优
,

没有出现领导批条子和
“

走后门
”

现象
。

这样
,

既打破了过去基础研究完全靠国家拨款 (吃
“

皇粮
”

)的
“

大锅饭
”

模式
,

又

避免了长官意志和工作上的粗疏
,

使科研工作在平等竞争和民主化
、

科学化的机制中
,

生机勃

勃地开展起来
。

3
.

专家评审系统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法宝

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表 明
,

只有依靠由优秀科翩
组成的群体

、
家系统

,

、 靠

专家的集体智慧来决策
,

才是正确的科学管理方法
,

三年来
,

我们建立 了有 1 0000 多人的同行

评议专家系统
,

有国内最高学术水平的近 500 人的评审组专家队伍
,

加上委内专家
,

初步形成

一个互相协调配合
、

公正权威和有活力的专家系统
。

我们依靠专家系统
,

不仅完成了基金申请

项目的评审工作
,

而且又增加国家科委委托的自然科学奖的复评工作
、

国家计委委托的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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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贷款的重点学科实验室的评审工作
,

人事部委托的教育系统出国人员研究项 目的评审
。

实

践证明
,

专家系统是科学基金制生存
、

发展的优势和基金工作的法宝
,

其影响已超 出基金委范

围
。

四
、

科学基金工作的展望

科学基金制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中越愈显示其生命力
,

必将得到进一步发

展
,

展示其美好的前景
。

1
.

基金制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自然科学基金制工作的成绩和影响不断扩大
,

已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注意
,

不断得到

中央
、

国务院和 中外科学家的赞扬
。

方毅同志说 :
“

科学基金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
,

实施科学基金制是关系中华民族振兴的大事
。

前不久
,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同志在国际

科联理事会 22 届大会上介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要点
,

头两条就是变革拨款制
,

建立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
。

国务委员
、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在《新华文摘》 ( 19 8 8 年第 3期 )发表文章
,

说 :

“

我们将继续增加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拨款
,

增加投资
,

争取国际合作
,

从几个方面加强对基础研

究的支持
,

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所占资金的比重逐步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

的程度
。 ”

这预示科学基金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

2
.

科学基金的额度必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增加

三年来
,

自然科学基金每年都有新增加
。

然而从资助情况来看
,

经费还是很不够的
。

每年

申请项 目为 12000 项左右
,

好的项目约占 30一 35 %
,

而资助只占 25 %
,

有许多好的项目
,

还得

不到支持
,

得到资助的强度也很低
。

对此
,

我们将呈请国务院考虑加大科学基金比例
,

争取以

后逐年递增直至基金能占基础研究总投人的一半以上
。

今后我们还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

鼓励大型企业设立基础研究基金
。

并加强国际合作
,

开辟各种渠道
,

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
,

努

力增加科学基金的来源
,

更好地资助科学研究工作
。

1 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系统的作用将得到加强

三年实践表明
,

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系统可以胜任基金委内外范围广泛的科学评审任务
。

对此
,

我们将努力健全和完善这个系统
,

把全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组织起来
,

发挥他们在科学

领域的宏观决策
、

咨询和评审作用
。

扩大其功能
,

使其从事更多的工作任务
,

帮助国家加强对

自然科学的宏观管理
、

质量评审
、

信息交流和经费控制
,

促进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

展望未来
,

我们 自然科学基金工作者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

我们一定要在加强科学基金工

作建设的同时
,

注意改善内部管理
,

加强基金工作者的思想
、

作风
、

工作建设
,

在发展和繁荣我

国 自然科学的事业中做出贡献
。

R E V IEW A N D P R O S P E C T F O R T H E W O R K

O F S C I E N C E F O U N D A T I O N

H u Z h a o 阶n

A bs tr a C t

T h i s a r t i e l e o u t li n e s
,

th r o u g h a l o t o f vi v id ex a m P l e s
,

t h e a e h ie v e m e n t s m a d e b y th e 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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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o n a l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 e F o u n d a t i o n o f C h i n a in t h e l a s t t h er e y e a r s s i n ee i t s e s t a b li s hm e n t
,

w ih e h i n d i c a et th e im P o r t a n t r o l e P l a ye d b y s e i e n e e fo u n d a t i o n s y s t e m i n th e s t r a et g y o f s e i
-

e n ee a n d tce h n o l o g y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t h e c o u n t yr
.

A n d m e a n w h i l e
,
e s s e n t i a l e x P e ir e n ce g a i n e d

b y th e f o u n d a t i o n 15 a l s o s h o w n i n i t : r e fo mr
a t i o n i n s c i e n e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s y s t e m 15 s t er s

-

s de a s m o t ive fo cer
,
e o m P e t i it ve m ee h a n i s im a s li fe s o u

cer
,
e x P e r t e va l u a t i o n s y s tem

a s m a ig e

we
a P o n i n t h e a e t i v i t ie s o f fo u n d a t i o n s y s t e m

.

F i n a ly
,

th e a u t h o r P o i n t s o u t w i t h fu l l c o n if d i e n c e th a t m
o r e a n d m o r e im P o r t a n c e w i l l

be a t tac h e d t o fo u n d a t i o n s y s t e m
,

t h e a m o u n t o f s e i e n ee fu n d s i n e v i t a b ly b e i n c r e a s e d w i t h

ht e gr o w t h o f ec o n o m i c s t r e n g t h o f th e e o u n t yr a n d th e r o l e o f e x P e r t e v a l u a t i o n sy s t e m b e

e n h a n ee d
,

I t 15 a l s o d em o n s t r a t e d i n th e a r t i e l e th a t fu r t h e r im P r o v e m
e n t w i l l b e m a d e of r t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th e f o u n d a t i o n i t s e l f a n d th e q u a li t y o f i t s s t a ff m u s t b e c o n s i s t a n t ly r a i s e d 5 0

a s t o m a k e g re a t e r e o n t ir b u t i o n t o th e fl o u r i sh a n d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c e s o f t h e

e o u n t ry w h i l e a t t e n t i o n 15 P a id t o th e s t r e n g t h e n i n g o f s e i e n e e of u n d a t i o n s y s t e m
.

己令 己弓奋
,

少公 之
户

全 己Z奋 己而
,

乙个 己佗
、

之尹

公 之石
, 之 `

、 老尹 i 之产矛 之口矛 己尹 ;
、

己分 之石 之尹宙 己分 之尹

公 乙公 己 佗
、

之沪

公 己分 之汾 之`
`

之夕万
、

·

信息
“

蜂产品的应用研究与开发利用
”

又获新成果

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蜂业技术开发研究室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达的蜂

产品开发项目内容
,

对多种市售蜂王浆 口服液
、

蜂蜜制剂的质量
、

品种以及消费者的反应进行

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

在此基础上研制了活性王浆口服液
、

西洋参王浆蜜和西洋参蜜
。

并对产品

的配方
、

工艺
、

营养成分 (蛋白质
、

氨基酸
、

葡萄糖
、

果糖
、

维生素
、

微量元素
、

10一经基癸烯酸
、

人

参皂贰等 )卫生指标及重金属进行反复研究测试
,

作了动物急性中毒试验
,

耐缺氧应急试验
、

溺

水应急及保存期试验
,

提出了产品的质量指标
,

并进行了小批量生产和内部试销
,

试用者普遍

反映能增进食欲
、

改善睡眠
、

提高血色素含量
,

有较强的健身滋补功效
。

产品于 19 8 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鉴定
,

专家评议认为活性王浆 口服液产品配方科学
、

蜂王浆含量高 (每毫升 口服液含

50 毫克 )
,

低糖 (低于 20 % )
,

无任何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添加剂和防腐剂
,

重金属含量及卫生指

数皆符合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

工艺合理
,

产品技术指标明确
,

主要营养成分的分析数据确

切可信
,

产品较好地保持了蜂王浆的天然滋味
,

色浅 口感好
,

国内还无完全相同的产品
。

试制品在 19 88 年秋季的广交会上
,

全国烟酒展销定货会以及在南朝鲜汉城举行的国际博

览会上请客户品尝
,

反应 良好
,

有的客户当即提出定货
。

今年来访的美国
、

新加坡
、

日本客商对

此产品均有好评
。

表明产品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潜力
。

天津外贸土产加工厂拟于 19 89 年试投产
“

活性蜂王浆 口服液
”

50 吨
,

西洋参王浆蜜和西

洋参蜜各 100 吨
,

预计产值 9 00 万元
,

获利润 40 万元左右
,

争取创汇 100 万美元
。

如果实现此

目标
,

在 19 90 年至 199 2 年
,

拟将产量增加一倍
,

年产值利润和创汇额均翻一番
。

(综合局成果处 刘雅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