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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我所

基础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备建中
·

辛雨源

l摘要 l 本文通过数据和事实
,

说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我所基础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

内容包括 : 一
、

我所获科学基金的概况
,

即科学基金在我所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二
、

科学基金对于

稳定我所基础研究队伍
,

稳定基础较好的课题的研究工作
,

起了重要作用 ; 三
、

科学基金促使我

所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形成特色和优势
,

形成了我所开放实验室的学术基础
,

产生了一批重大

项 目
,

推动了成果开发工作 ; 四
、

科学基金促进了基础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和骨干队伍的形成 ;

五
、

表达我所对利于基金工作的一点期望
。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是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化学研究所
,

既从事应用和开发研究
,

也从事

基础研究
。

基础研究课题约占全所科研课题的 15 %
,

包括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物理化学与结构

化学
,

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等 4 个学科领域
.

根据中国科学院
“

一院两制
”

的部署
,

中科院
“

面上的分散性的基础研究应当积极参与全国

自然科学基金的竞争
,

并逐步组织起来
,

投入重大基金项 目
” 。

从 198 2 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

特别是 19 86 年成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来
,

我所即参与了全国科学基金的竞争
.

本文介绍我所获得基金的概况和科学基金在我所基础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
、

我所获科学基金的概况

1
.

获科学基金的总额度

从 19 8 2 年国家实行 自然科学基金以来
,

我所获得批准 的基金总额度达 5 0 6
.

5 万元
。

其

中
,

自由申请项 目 85 项
,

总金额 266 万元 (见表 1) ; 和 7 个重大项 目中的 16 个子课题
,

总金额

约 2 4 0
.

5 万元
。

表 1

年年年 19 8 222 19 8 333 19 8 444 19 8 555 19 8 666 19 8 777 19 8 888 合 计计

项项数数 333 222 222 l 222 3999 l 555 l 222 8 555

金金额 (万元 ))) 14
一

0 000 9
.

000 14
.

555 34刀刀 10 9
.

000 4 5
.

000 4 0
.

555 2 6 6
.

0 (万元 )))

2
.

科学基金是我所通过竞争获取经费的主要渠道之一

*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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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
,

我所通过竞争获得经费如表 2 所示 :

表 2

类类 别别 课题数数 获得经费数 (万元 )))

111119 8 7 年 19 8 8 年年 19 8 7 年 19 8 8年年

国国家科技攻关关 2 3 2 333 10 4 4 ] 7 2 0 555

国国家
“

8 6 3
’

高技术术 l 444 10
.

00 3 6
.

8 000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金 6 6 7 111 12 0石0 1 34
.

0000

中中科院重大科研项 目目 1 1 2 555 7 2乃0 1 32
.

6 000

国国防军工任务务 4 444 13
.

0 0 9
,

0 000

合合 计计 10 5 12 777 2 3 5
.

0 1 3 8 4 4 555

3
.

获科学基金在吉林省排位第二

据统计
,

19 85 一 19 8 7 年间
,

吉林省约有 23 个单位和高校获得国家科学基金 (仅指 自由申请

项目)
,

总金额有 84 4
.

10 万元
,

而长春应化所仅次于吉林大学名列第二名
,

见表 :3

表 3

单单位名称称 合 计计 19 8 5 年年 19 8 6 年年 1 9 8 7 年年

项项项数 金额额 项数 金额额 项数 金额额 项数 金额额

吉吉林大学学 ID4 2 6 0
.

0 555 8 0 69
,

4 000 5 1 2 6 8 555 2 5 6 3 8 000

长长春应化 所所 6 6 18 8 0 000 1 2 3 4刀000 39 10 0乃000 15 4 5 0 000

东东北 师范大学学 2 7 5 3
`

7 000 5 5
.

0 555 13 20 2 555 9 19 4 000

长长春物理所所 19 8 1
.

0 000 1 2 5
.

0 000 10 26
`

5 000 8 2 9
.

5 000

吉吉林工业大学学 17 5 6石000 4 12刀000 4 12刀000 9 32
.

6 000

白白求恩 医科大学学 17 4 9 2 555 1 0
.

7 555 7 2 4
.

5000 9 2 4 刀000

4
.

获科学基金在中科院占一定比例

据周光召院长去年在中科院基础研究会议上作的报告
,

19 8 7 年中科院共有 6 19 项取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

而我所是 66 项
,

占院项 目的 11 % ;年度经费 2 100 余万元
,

而我所是 120
.

6 万

元
,

占院金额的 5
.

7% ; 以院为主的重大基金项 目共 18 项
,

而我所是两项
,

占院 11 % ; 院参加的

重大基金项目共 2 2 项
,

而我所 5 项
,

占 23 %
。

二
、

自然科学基金初步稳定了我所的基础研究队伍

1
.

使基础研究队伍暂时得以稳定

近几年国家改革科研拨款方式
,

缩减事业包干费
,

促使研究所和科研人员面 向社会
,

从各

仲可能渠道寻找科研任务
,

获得经费支持
,

这无疑对增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竞争意识
,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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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积极性有作用
,

但也形成对基础研究工作的压力和冲击
。

因为基础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一

是时间的长期性和结果的不可预见性
,

用商品经济标准进行竞争肯定不行 ;所以世界工业先进

国家的基础研究都是靠国家支持
,

以求稳定发展
。

在所基础研究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出现了自

然科学基金
,

尽管其总金额不大
,

资助强度和批准率也低
,

但确 已成为我所基础研究课题经费

的主要来源
,

使我所大约 300 人次受到资助
,

维持他们业 已开展的基础研究工作
,

相对稳定了

这支得之不易的基础研究队伍
。

正象我所有的同志说的 :我所这支经过几十年才形成的基础

研究力量
,

一旦解体
,

再建可就更难了
。

国家科学基金制度 尚等完善
,

基金支持强度尚不高
,

但

毕竟是给基础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

带来了希望
,

可以把部分基础研究 队伍暂时稳定下来
,

起到了相当了不起的作用
。

2
.

使科研骨干在面临困难时及时得到支持

我所一位女博士
,

刚回国时没有适当研究工作
,

才能受到压抑
,

不够安定
。

后来
,

她获得了

国家科学基金和非教育系统优秀回国留学人员两项资助
,

聪明才智得以发挥
,

在国内开辟了气

相离子化学新方向
。

她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有关 C ZH言
2
的论文

,

获得美国著名气相离子化学

教授 B o w er s 的好评
。

并被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张青莲教授引用
.

目前
,

她带领几名研究生和助

手共同工作
,

成了学术带头人
,

发挥了骨干作用
,

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
,

当选为吉林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
。

3
.

使基础较好的课题得以持续稳定地开展研究

在稀土化学与物理的研究方面
,

早在 19 8 5 年
,

国家科学基金就对稀土金属有机化合物的

合成与性质
、

钵的发光
、

稀土氯化物与碱金属
、

碱土金属氯化物熔盐电化学性能等研究课题给

予了资助
.

随后
,

又在稀土材料的组成与光谱
、

稀土与锗 的生物无机化学
、

稀土萃取机理及其

数学模拟和 E u (H )--f f 跃迁发射等理论课题上给以支持
。

当前
,

这些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

成果
,

并有所发展
。

在
“

E+u
2
离子 --f f 跃迁发射

”

课题研究中
,

提出了一种新概念
.

该课题 自

198 6 年获得资助以来
,

至 19 8 8 年底已有了突破性进展
。

该项 目先后在我国主要杂志发表学术

论文 12 篇
。

三
、

科学基金促使我所发挥某些基础研究领域的特色和优势

1
.

逐步形成了若千重大项目:

在稀土化学与物理研究自由申请项 目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

由学部委员
、

所长倪加珊同志主

持了
“

稀土化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形成我所关于稀土化学的学术优势该

项 目共 12 个课题
,

我所承担 5 个课题
。

在 19 8 8 年 11 月组织的检查
,

有 3 个课题被评价为
“

A
” 。

其中两个是我所的课题
。

一个研究结果对阐明稀土的生理效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另

一个提出了一些对指导高温超导材料制备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律
。

在电分析化学研究上
,

科学基金早在 198 4 年就以 9 万元金额资助油 / 水界面电化学研

究
。

此外
,

离子选择电极
、

化学修饰电极
、

高效液相色谱 / 电化学
、

光谱电化学以及非水溶剂金

属叶琳电化学等电化学分析的新兴领域
,

也获得了科学基金资助
。

在这些课题研究的基础上
,

我所又在关于
“

电分析化学和光度分析化学的基础研究
”

重大基金资助项 目中
,

承担了 3 个课

题的研究
.

在生物电分析化学研究方面
,

副所长汪尔康研究员首次提出并研究了几种麻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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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 / 水界面转移
。

在导电高分子修饰电极方面
,

首次提出了数种阴离子的电化学传感器 ; 合

成了几种新型无机化合物薄膜电极
。

上述重大项 目
,

仅 19 8 8 年度即发表学术报告和论文 6 0

篇
。

我所在高分 子研究领域
,

除从事 自由申请项 目的研究之外
,

还参加 了
“

高分子凝聚态的基

本物理 问题
” 、 “

高分子结构材料成型及破坏
” 、 “

烯类
、

双烯类聚合反应研究
”

和
“

膜分离与分离

膜
”

等 4 个重大项 目 5 个课题 的研究工作
。

现已在实验中发现了聚乙烯在聚丙烯上的附生结

晶现象 ; 在其他课题研究中也取得较好结果
。

由吴越 研究 员主持的
“

分子筛催 化剂和稀土催化剂
”

重大基金项 目进展 良好
,

现 已在

aL M e O : 和 rS ( C a) N e O : 两个系列的催化活性本质和作用机理上有重要的发现 ; 目前 尚未见

文献报道
。

在去年汇报会上
,

由于我所在氧化物结构与催化性能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

而被评为

,’A
”

级
,

为此
,

基金委奖励性的给予 1万元资助
,

以增加支持强度
。

2
.

形成了开放实验室的学术基础

在 自由申请项 目和重大课题研究中逐步增强了我所的基础研究实力
,

形成了开放实验室

的学术基础
。

目前
,

我所已经建成稀土化学和物理开放研究实验室
,

正式对外开放
,

并组织落

实了第一批基金课题
,

进人正常运转
。

电分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开放研究实验室也已经通过

论证
,

即将开放
。

这三个开放实验室集中了我所绝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工作
,

成为促进我所基础

研究成果涌现的重要阵地
。

目前
,

电分析化学方面的前沿学科已成为电分析化学开放实验室的优先发展领域
。

通过

该开放实验室的研究活动
,

进一步提高了学术水平
。

为保持研究课题新颖先进性
,

该实验室每

个研究员
,

几乎都先后申请到两个以上资助金额较高的科学基金
,

加上博士后基金
,

青年科学

基金等其他经费
,

5 年来实得经费近 100 万元
。

我所通过多年积累
,

已在高分子物理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基础
,

在某些研究领域 已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

我所与北京化学所共 同组建 了高分子物理开放研究实验室
,

为深人研究创造

了条件
。

3
.

为成果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 8 2 年
,

我所研究员张 自成
,

孙家珍 申请到
“

聚合物辐交联与辐射裂解的研究
”

科学基金
,

在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配合国家
“

六五
”

科技攻关
,

出色地完成了多相聚合物辐射交联热收缩

材料电缆附件的研制任务
。

目前
,

这一成果 已在生产上得到应用
,

不但在我所建成了辐射化工

厂
,

而且与上海
、

南京
、

西安
、

深圳
、

新疆等地组建了联营厂
,

达到了规模经济
,

年产值达 100 0 万

元左右
。

四
、

科学基金促进了基础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和骨千队伍的形成

1
.

科学基金项目为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倪加攒同志主持 的一个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 12 个课题
,

有我所 5 个
,

该项 目 19 88 年年

度报告关于培养人材和出成果的说明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所的状况
。

报告说 :

“

通过本项 目的研究工作培养 了大批人材
。

目前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共 52 人
,

正在各领
’

域从事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共 65 人
,

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 6 名
,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1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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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有些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由于所担任的课题直接与工业生产有关
,

故经常深入到生产第

一线
,

如从事串级理论研究的硕士生深人生产实践
,

进行稀土工艺流程的改进
,

受到工厂的好

评
。

本项 目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已有 6 4 篇
,

国外杂志发表的论文为 18 篇
,

待发

表的有 74 篇
,

同时已获得了一批成果奖和专利
,

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项
,

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
,

同时
,

申请及正在 申请专利两项
。 ”

2
.

从一年统计看涌现人材端倪

根据对 19 8 8 年度我所基金项 目的成果统计
,

我所基金资助项 目共发表论著 234 篇
,

其中

出席国际会议做报告 16 篇
,

出席全国性会议发表论文 101 篇
,

国外学术刊物发表 28 篇 ; 已评

议鉴定科研成果 3项
,

其中省部级两项 ; 已获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两项 ;培养博士后 5 名
,

博士 43

名 (在读 3 5 名 )
,

硕士 2 6 9 名 (在读 2 0 5 名 )
。

3
.

促进科研骨干的成长

我所有一位同志获美国休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

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工作
,

他回国从事了科

学基金项 目
“

非水溶剂金属叶琳电化学研究
” ,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
,

破格提拔为研究员
,

已被选

为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发挥了科研骨干作用
。

4
.

基金支持国际合作从而加快学术水平的提高

基金委顺应现代基础研究的特点
,

重视并支持我所开展国际合作
,

先后支持我所主办第三

次中日辐射化学讨论会和第三次中 日分析化学讨论会 (中国科大是主办单位之一 )
。

在两次讨

论会上
,

我所共发表 2 9 篇论文
,

受到与会者好评
.

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我所还将主办 国际学

术讨论会
,

加强国际学术交往
。

我所 已先后有 6 人次出国访问
、

讲学
,

参加会议或合作研究
,

实

地了解基础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
,

开阔了视野
,

推动了研究
。

五
、

我们的一点期望

周光召院长去年 12 月 26 日在基金委全委会上讲到 :
“

科学基金制和基金委的成绩和贡献

是有目共睹的
,

在稳定基础队伍
,

促进基础研究进展方面起 了重大作用
,

科技工作者对基金工

作寄以很大的希望
。 ”

这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

但是也应看到
,

国家科学基金的数额实在太低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年经费已达近 20 亿

美元
,

布什上台还有增加的趋势
,

我们还不及人家的零头
。

我们自由申请项 目
,

平均强度仅 3

万元 (两年前即是这个数额 )
。

一在物价指数上升
,

资料费
、

交通费
、

材料费都严重上涨
,

基础研

究人员又没有别的收人来源
,

工作和生活都是 比较困难的
。

特别对我所
赞

以实验科学为主

的基础研究
,

没有钱实在转不开来
。

按照中科院
“

一院二制
”

的部署
,

中科院基础研究项目的面上课题
,

必须参加 自然科学基金

竞争
,

科学基金将成为我们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
。

因此
,

为了能真正稳定基础研究队伍
,

促进

基础研究的发展
,

我们期望能增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额
。

同时
,

建议基金委考虑
,

在继续有效支持面上 自由申请项 目资助的同时
,

应能结合各单位

的学术优势
,

支持其形成具有 自己特色的研究领域
,

并加强对基础研究重大项 目的资助和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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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基础研究人员的收人低
,

劳动量大
,

以及其他许多因素
,

建议仿照攻关项 目的办法
,

能

给予基金资助项 目人员适当的岗位补贴
,

以便真正稳住基础研究队伍
。

P O S I T IO N A N D R O L E O F N A T I O N A L N A T U R A L S C I E N C E

F O U N D A T I O N IN O U R IN S T IT U T E
`

5 B A S I C R E S E A R C H

T i a n J i a n z h o n g a n d X in Y u y u a n

( C h a
叮

e h u n 角 s t i r u r e of APP ile d C hem is t即
,

A ca de m ia S 认 ic a )

A bs tr a C t

B y e i t in g d a t a a n d fa e t s
,
t h e a r t i e le e x P l a i n s t h e P o s i ti o n a n d r o le o f N a t i o n a l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e

F o u n d a ti o n i n o u r i n s t i t u t e
, 5 b a s ie er s e a r c h

.

I t in c l u d e s t h e fo l l o w i n g e o n et n t s : 1
.

G r a n t s fr o m s c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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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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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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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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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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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T h e sc i e cn
e
fo u n d a it o n h e

lP
s e n h a n e e ht e a e a d e m i e lve e l o f b a s ie r e s e a r e h an d

fo s te r t h e b a e k b o n e
fo

r e e o f er s e a er h
.

5
.

o u r i n s t i t u t e
, 5 e x P e e t a it o n s fr o m t h e s c i e n ce fo

u n d a t i 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