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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程热物理学科
“ 上基“ 项目的“ 个特

霖习
I摘要 l 本文从工程热物理学科面上基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

简要阐明了科学基金不仅为基础研

究提供了重要经费来源
,

而且认为
,

我国现行科学基金制的自由申请项目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

展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

应该加以充分地肯定和支持
。

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内容包括工程热力学
、

热流体力学
、

传热传质学
、

燃烧学
、

热物性学
、

热

物理测量
、

多相热物理学
、

热力系统动态学等多个分支学科
,

它广泛的应用在能源
、

交通
、

动力
、

环境
、

材料
、

化工
、

治金
、

航空航天及航海等领域
。

我国 自 19 8 2 年设立自然科学基金以来
,

该学

科共受理面上申请项 目 12 00 余项
,

资助项 目近 300 项
,

平均资助强度约 3
.

5 万元
。

由于资助

项 目内容多
,

范围广和强度低
,

不少人形成一个印象
,

认为面上项 目分散
,

形不成什么气候
,

做

不出象样的成果
,

实际意义不大
。

但几年来从工程热物理学科面上项目的进展情况看
,

事实并

非如此
,

基金的面上项 目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

1
.

以
“

指南
”

为引导
,

目标集中明确

工程热物理学科早在 19 8 3 年 (当时称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

即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会的前身 )就制订了资助指南
,

1984 年 4 月发布全国
,

使本学科的资助课题多数都是依照指南

所规定的内容
,

解决高水平和高难度的前沿课题
。

以燃烧课题而言
,

主要围绕着提高喷气发动

机
、

内燃机
、

柴油机
、

大型电站锅炉和民用窑炉等的燃烧效率和降低环境污染进行的
,

而且各单

位都在原来的基础上互不重复地解决有关的关键技术规律问题
。

如清华大学
、

华中理工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是研究不同种类燃烧器的强化燃烧和稳定火焰的规律
,

至今
,

已申请了五

项专利
,

其中清华大学徐旭常教授研究的船形燃烧器
,

已运用于 巧 台电站煤粉炉上实施成功
,

取得的经济效益每年超过 700 万元
。

这些燃烧器研究项目已为改造大型锅炉
,

提高效率
,

做

出了重大贡献
。

.2 有利于选准课题

基金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而不受拘束地发挥全国科技人员创造性
。

申请项目是否人

选
,

是由同行评议
,

专家决策
。

因此
,

基金项目评选的过程体现了民主化和科学化
,

这就有利于

选准课题
,

尤其有利于发现和准确选择学科交叉间的有发展前景的课题
。

如 19 86 年我们资助

了一项
“

冰晶的形成和对细胞的损伤
”

课题
。

细胞本属于生命科学
,

但经过工程热物理学家的

深人研究
,

找出了细胞存放在低温下的成活规律
,

解决了我国不同地区优种牛
、

鱼等动物的遗

传优生问题的关键技术
,

为牛奶
、

鱼的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

今后还可进一步用于珍贵动物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89. 03. 009



4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9 98 年

繁殖
,

只需将欧
、

澳等洲的优种动物卵在低温保存器中运到中国
,

以代替直接引进优种动物一

将来如能用于保存脏腑
、

器官成功
,

就可以把健康器官在低温下保存下来用于临床
。 卜

这个课题

对工程热物理学科来说
,

一般不易受到重视
,

但却得到了资助
,

并做出了很有前景的成果
.

这

一事例说明
,

在某种意义上
,

选题是出成果的关键
。

有人说
,

选准课题
,

就等于拿到了成果的

% %
,

而 自由申请基金的评审就是协助申请人正确选题的过程
.

1 有利于开辟新兴领域
,

培养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在采取拨款制时
。

往往是先有研究方向
,

而且在具备较好基础时才能得到拨款
。

而基金资

助有时只起源于星星之火
,

以后逐步扩大
,

甚至形成新兴领域
,

开辟出新的学科分支
。

如 19 83

一 19 8 8 年基金委先后资助了中国科技大学范维澄教授
“

二维抛物型和椭圆型燃烧间题的数值

计算
” 、 “

二维椭圆型燃烧的理论模型与计算
” 、 “

湍流燃烧的双流体模型
”

等五个课题 ; 另还委托

研究
“

火灾应用基础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 、 “

室内火灾烟气运动的理论与计算
”

等课题
。

此外
,

范

维澄教授的研究组还接受了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研究项 目
。

几年来共发表研究论文 60 多篇
,

完

成专著四本
,

四项科技成果 已经鉴定
,

两个燃烧计算项目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

奖
。

培养研究生 19 名
,

本人从讲师升为教授
。

在我国开辟了计算燃烧学和
“

火灾科学
”

新领

域
。

4
.

自由申请为探索新科学引渠开源

从所周知
,

科学的皇冠往往是在科学家脑际酝酿多年而不被人所认识
,

但这些项 目往往潜

含着巨大的动力
,

一 旦成功
,

将会给社会带来重大变革
。

资助这些探索性的课题
,

正是基金的

主要任务之一
。

1987 年我们资助了清华大学王存诚副教授的
“

人体能量传递
、

转换规律及热

参数变化规律的研究
”

课题
,

该课题试图从热物理与生命科学相结合
,

将生物体作为一个热力

学的动态系统进行研究
,

以获取能量传输和转换的规律
,

如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

将对生命科

学研究有突破性进展
。

1988 年我们还列上 了
“

利用太阳能— 模拟光合作用原初始反应的仿

生光 电池研究
”

项 目
,

该项 目旨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光合原初反应本质
,

模拟生物高效光电转换

机制
,

研制相关器件
,

如获成功
,

将为高效
、

低成本地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做出巨大

贡献
。

.5 基金课题受到普遍重视
,

投入少
,

取益多

自由申请的基金课题是在强列竞争中被批准的
,

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此有荣誉感
,

再加之基

金项 目完成的好坏会影响以后的申请
,

所以
,

基金项 目受到普遍重视
。

除了研究人员对经费的

精打细算之外
,

有些单位还给予额外补贴
,

或另开资助渠道
,

以保证基金项 目的完成
。

这样就

可以做到少投人多产出
,

有效地使用基金
。

1987 年和 198 8 年每个工程热物理学科的课题平

均投人分别为 3
.

68 万元和 3
.

71 万元
,

较全委平均强度虽略高
,

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

今后应

该逐步得到解决
。

总之
,

科学基金不仅是发展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经费来源
,

而且
,

科学基金制的自由申请

项目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

对全国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来说
,

基金是机

会均等
,

只要确有真才实学就不会受到埋没
。

因此对发展我国科学有利
、

对培养人才有利
,

对

改变我国传统的拨款方式和改变吃
“

大锅饭
”

的现象有利
,

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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