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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研究要为科技兴农做贡献

架栋材
`

编者按 本文是梁栋材同志代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
,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所作

的讲话 (摘要 )
.

这篇讲话已做为会议正式文件发给出席会议的代表
.

该文不仅概述了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四年以来支持农业基础性研究的情况
,

以及今后进一步加强支持农业项目的措

施
,

而且归纳了科学基金迄今为止业已支持的学科领域
,

指出今后对农业项目的支持重点和工作重

点
,

这对于农业项目的申请
、

受理和组织工作将具有指导意义
.

去年 11 月 7旧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

要求全党全国动

员起来
,

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持农业
,

集中力量办好农业
,

迅速在全党全国造成一个重视农业
、

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
,

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
,

确保粮食
、

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

长
,

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

加强农业科学基础研究是发展农业科学
、

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和保障
,

农业基础性研

究的突破将导致农业技术变革
,

使农业生产发生质的飞跃
。

在依靠科技振兴农业
、

特别是发展

基础性研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工作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

一
、

概 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四年来
,

按自由申请项目 (含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科学

基金项 目)和重大项 目两个层次
,

对有关农业项 目进行了支持
。

迄今为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支持有关农业项目 (含重大项目子课题 )共计 1389 项
,

资助金额为 5 720 .9 万元
,

分别占国家科

学基金资助项 目和经费的 1.2 2%和 13
.

42 %
。

其中农业 自由申请项目
,

共支持 13 43 项
,

经费 43 95
.

2 万元
。

这些项 目是按照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工作程序
,

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评审原则
,

发挥科

学基金制的竞争
、

公正
、

合理的优越性
,

而 自然形成的
,

没有人为的倾向性因素
,

比较客观地显

示了我国农业基础性研究的实力和水平
。

它们涉及农林牧渔和有关农业的水
、

土
、

肥
、

灾
、

材

料
、

机械
、

区划
、

管理等学科领域
,

以及有关农业的图
、

志
、

表的编纂和生物自然数据的观测
、

征

集等基础性工作
。

它们主要分布在我们支持的生命学科领域
,

占 58
.

6% ;地球学科领域
,

占

21
.

9% ;材料与工程学科领域
,

占 15
.

95 % ;其它依次分布在化学
、

管理和数理学科领域
。

其中农业重大项目
,

到目前为止
,

几年来已批准资助 13 个项目
,

46 个子课题
,

合计经费

132 5
.

7 万元 ; 分别占现已资助 74 个重大项 目
、

504 个子课题和 10 52 4
.

5 万元的 18 %
,

9
、

1%和

12
.

6%
。

此外
,

现 已论证就绪待批有关农业重点项目 4 项
,

8 个子课题
,

拟资助 380 万元
,

并正

由三个科学部联合组织
“

华北平原节水农业的系统研究
”

重大项目
。

这些农业重大项目是我们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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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主动组织的
,

不仅为了适应农业基础学科发展的需要
,

也反映了我们要解决十几亿人 口

吃饭问题的愿望和主动工作精神 ;我们期望通过这些农业重大项 目
,

能在一些农业全局性
、

战

略性
、

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中
,

较快地出成果
、

出人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农业重大项 目或其子课题
,

是对农业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基

础性研究项 目
。

例如为广辟以粮食为主的食物来源
,

发展多样化食品
,

而组织了
“

湖北光敏核

不育水稻的研究
” 、 “

东北大豆种质的拓宽与改良研究
” 、 “

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
”

等 ;为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
、

草场
、

林地
、

水源
,

保护农业资源
,

而组织 了
“

建立北方主要草地类型

优化生态模式研究 ,
、 “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规律及监测网络的研究
” 、 “

黑河地区地气

相互作用的观测实验研究
” 、 “

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
” 、 “

北京水资源利用 (雨

洪利用 )的关键问题研究
” ,

以及正在组织的华北平原节水农业系统研究等等 ;还有为大力研究

开发有关虫
、

早
、

涝
、

微生物
、

气象的综合防治和利用技术而进行的基础性研究
、

如
“

中国长江黄

河两流域旱涝规律成因与预测研究
” , “

中国东南沿海赤潮发生的机理研究
” 、 “

农用柴油机高压

喷射燃烧的过程的研究
” 、 “

昆虫性外激素系统化学结构鉴定及化学通讯机制研究
”

等等
。

二
、

初 步 成 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上述农业重大项 目
,

加上数以千计的农业自由申请项目
,

是我国

农业基础性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

它们必将与我国
“

863
”

计划
、

科技攻关计划和星火计划中有

关农业科技项 目成龙配套
,

成为它们的前期工程
,

因此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技发展的全

局
,

其产生的成果和培养的人才
,

必将对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农业项目
,

现已涌现了一批理论性成果和应用性成果
。

据不完

全统计
,

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240 篇
,

专著 47 部
,

已鉴定成果 10 5 项
,

成果获省
、

部级以上奖

65 项 (其中国家级 6 项 )
,

培养农学硕士
、

博士 560 人
,

其中博士学位约占 15 %
。

这些成果有 :

( l) 属于农业生物资源方面的研究
,

如野生
、

半野生大豆种质资源
、

长江中下游棉区无毒

棉栽培及综合利用
、

大豆新品种选育与数量性状遗传等
,

通过这类研究对我国名
、

特
、

优种质资

源进行评价及基因分析
,

以便利用
。

(2) 属于农业生物遗传规律研究
,

如甘兰性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三系及杂种
、

冬小麦杂交

优势
、

屠宰母畜卵巢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和体外受精
、

高粱多倍体研究等等
,

通过这类研究对某

些农业生物重要特性的遗传基础加以改进
,

培养有重大突破性的新品种
、

新组合
。

(3) 属于农业生长发育及其调控的研究
,

如杂交稻种与质量和产量的激素调控
、

小麦根系

联合固氮机理
、

玉米赤霉烯酮对高等植物的生理效应
、

下丘脑促性腺释放激素和抑制因子对淡

水养殖鱼的生育影响
、

光学活性午毒蛾性信息素的合成及应用等等
,

通过这类研究
,

探索生物

固氮
、

激素和某些其它物质对农业生物的发育调节
、

物质运转与信息传递规律
,

从生物化学和

分子生物学角度阐明其机理
,

从而为农业增产技术提供理论根据
。

( 4) 属于农业生物病虫害
、

疫病防治
、

土壤腐蚀研究
,

如
“

产毒素型大肠杆菌遗传工程
” 、

“

区域性土壤腐蚀规律性
”

等
,

通过研究
,

了解农业生物免除病害的机理
,

改进疫病预防方法
。

( 5) 属于农业生态和环境研究
,

如
“

珠江三角洲基塘系统水陆相互作用
” 、 “

中国百万分之

一土地资源图和中国百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的编制
” 、 “

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理论和应用
” 、 “

地

下水调蓄功能与三水转化关系
” 、 “

浅层地下水资源评价
” 、 “

农田水利工程优化理论及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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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二号对虾饲料
”

等等
,

通过这类研究
,

探索影响农业生物的土壤
、

水
、

气侯
、

食物等资源的

数量和质量
,

建立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和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
。

(6) 属于农业宏观经济和农业科技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
,

例如
“

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 , “

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
” 、 “

农业机器系统综合优化设计的研究
” 、 “

我国木本

粮食生产预测及发展的优化方案
”

等等
,

通过这类研究
,

为我国合理调整农业结构
,

进一步开发

国土资源
,

开辟粮食
、

畜产品
、

水产品以及其它各种食物资源的途径
,

为制定我国 2 000 年
,

20 20

年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三
、

成 果 的 意 义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成果
,

不仅有重要的科学理论意义
,

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从宏观

到微观的科学依据
,

而且其中有些成果已转到高技术领域
,

如光敏核不育水稻的研究 ; 有的成

果正进一步作理论上的深化
,

组织了重大项 目继续研究
,

以扩大这些成果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

如
“

黑河地区地一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实验研究
” 、 “

东北大豆种质的拓宽与改良
”

等 ;有的成果经

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

已显示了重要的应用前景
,

和明显的经济
、

社会效益
。

例如秦油二号油菜
,

农业部已在 198 7 年起在全国推广了 2000 万亩
,

每千万亩可增益三亿

元
。

大豆新品种已在江苏推广 88 万亩
,

增益达 800 多万元
.

产毒素型大肠杆菌防治
,

如能在

全国 1 / 10 的生猪养殖业中推广
,

每年即可减少损失 10 亿元
。

北大二号对虾饲料可使每亩增

益 900 元
,

如在我国 l / 3 对虾养殖业中推广
,

可增益一亿元以上
。

杂交稻种与质量和产量的

激素调控研究成果
,

可使每亩增益近 100 元
,

1989 年已应用 58 万亩
,

1990 年达 100 万亩
。

小

麦根系联合固氮机理研究成果
,

已示范推广 3000 余万亩
,

每亩增产 35
.

2 公斤
,

创效益 2
.

5 亿

元
。

此外
,

考虑到现代基础性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日益缩短的趋势
,

还采取了促进科

研成果向生产转化的措施
,

有选择地支持了玉米良种推广等 9 个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
。

四
、

今后大力推进农业基础性研究的措施

响应党中央
“

集中力量办好农业
”

的号召
,

按照国务院关于科技工作向农业倾斜的部署
,

充

分重视和大力支持农业基础性科学研究项目
,

大力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

进一步增

强解决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中重大问题的科学能力和增加基础信息数据储备
,

从总体上缩小

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

在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学科领域跟上世界科学发展步伐
,

在某些优势学科领

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

乃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和 目标之一
。

为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对如何通过科学基金体现向农业倾斜的问题作过多次

研究
。

尽管现有国家科学基金的数额尚比较少
,

能力有限
,

但大家都表示要统筹兼顾
,

充分
、

合

理地使用科学基金
,

为科技兴农做更多的工作
,

做到尽责尽力
。

初步设想是 :

( l) 要不断提高对向农业倾斜意义的认识
,

要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内造成一个重视农

业
、

支持农业
、

主动积极为农业的长远发展多做贡献的热潮
。

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

联系
,

共同努力
,

提高国家农业基础性研究经费比例和国家科学基金的总额度
。

主动积极承担

有关农业基础性科研项 目和 国家农业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的评审任务
。

( 2) 搞好农业基础性科研成果的提供利用工作
。

要把那些属于农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项

目
,

揭示农业生产体系中的自然规律和现象本质的项 目
,

保护农业自然资源
、

协调农业生物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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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关系
,

防止农业灾害病害
、

有利农业生产最优化组合的项 目
,

加以认真清理 ;对其中已取

得成果的项 目要尽快编制农业成果汇编
,

以便向其它有关农业科研和生产部门提供利用
。

同时

采取多种途径
,

如走出去请进来
,

积极提供咨询服务
,

以促进农业科研成果的开发和转化
。

(3) 加快正在进行的农业基础性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进程
,

改进和完善《项目指南 》关于

农学栏目
,

增大其比重
,

明确农学基础性研究的目标
、

任务
、

重点和优先支持的领域
。

要继续优

先支持农业生物资源的研究
,

农业生物生长发育及其调控的研究
,

农业生物病虫害
、

疫病防治

机理的研究
,

农业生态环境 (包括土壤
、

水
、

气侯
、

肥
、

森林
、

草源
、

农机等 )的研究
,

以及农业宏观

经济和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
。

(4 ) 加强对农业 自由申请项 目申请工作的宣传和组织
。

一方面
,

与各单位密切配合
,

尽快

提高农业项 目的质量和竞争力
,

促其涌现更多的对农业长远发展有影响的基础性研究项 目 ;另

一方面
,

受理工作要实行对农业项 目的同等优先支持的政策
。

以此既推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

又保持科学基金的竞争机制和择优资助原则
,

保证业已支持的其它基础性学科都能持续
、

稳

定
、

协调的发展
。

同时
,

注意把农业 自由申请项 目的受理和管理工作
,

与
“

863
”

计划
、

攻关计划和重点实验室

的评估工作结合起来
,

以便使农业自由申请项目真正与国家各项农业科技工作成龙配套
,

以发

挥我国农业科技的综合优势
,

形成对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性成果
。

为此
,

拟将生命

科学部原一个农业学科评审组分成两个
,

以加强对农业项目的受理和管理工作
。

198 9 年开始设立的地区科学基金
,

拟将地 区范围从原来七省 (区 )扩大到九省 (区 )
,

计划

再增加一些经费
,

着重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

特别要结合这些地区的特点
,

着重支持有利于开发

本地区生物资源和促进本地区农业发展的项 目
。

( 5) 继续认真组织农业重大项目
。

要在现有已经组织的重大项目的基础上
,

再紧紧围绕

农业生产中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大经济效益的问题
,

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

以便提供解决农

业关键性科学问题的理论依据
,

取得一批重大的科学成果
。

现正在筹划组织的华北节水农业

的系统研究
,

拟认真抓紧搞好
。 “

八五
”

期间拟规划组织若干个重大项目
,

其中将积极组织对农

业发展具有巨大意义的农业重大项 目
,

期望通过这些重大项目的组织
,

不仅产生一批对农业发

展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的重大成果
,

而且能造就一些学术造诣深
、

在国际有一定影响的

农业科学家
,

和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中
、

青年学科带头人
,

为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
、

学风优良
、

开拓创新的农业科技精干队伍做出贡献
。

(6) 在经费的使用和分配上适当向农业项 目倾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要在已支持

的农业项 目经费比例基础上
,

使农业项 目经费的增长比例略高于整个科学基金的增长比例
。

同时
,

要特别利用科学基金的机制
,

在用好科学基金
、

提高资助项目水平和质量上下功夫
。

B A S I C R E S E A R C H S H A L L P L A Y IT S R O L E IN T H E S C I E N I
、

l全
’

I C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 A I D T O A G R IC U L T U R A L G R O W T H

L ia n g D o雌 e a i

A b s tr a C t

T h i s 15 a n e x e e rp t o f a s Pe e c h b y C o

mr
a d e L i a n g D o n gC a i d e

ilV
e er d

,
o n b e h a lf o f N S F C

,

a t th e N a t i o n a l S e i e n ce a n d T ec h n o l o gy W o r k C o n fe r e n e e h e ld In M a cr h 19 9 0
.

T h e et x t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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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 Pc ee h ha s be e n dis ti r bu te d t oa l l t he de e l ga ts e t o t he e o ne fe r nc ea s i ts oi ffc ia l

dc uom e n t
.

T hse Pe e e h n o t o ny l ge nae r ly l ds e e i r bs e t hea i d o f NS FC t oa gi re u l t
a u r

l ba sc i -e r
s a e e r hi n te h fou rya e s rs ic ne i ts fou n di n ga nid ts u f tu e rma se u res ts o t re n g t he ni ts a i d ta o gi r

-

c u lu t ra l P r joe e ts
,

b u t a l s o s u m m a ir z e s ht e N S F C一 ia d e d d i s e iP li n e s a n d P o i n t s o u t i t s k e y a er
-

a s a n d w o r k i n P r o v id i n g a id t o a
igr

e u l t u ar l P orj ec t s
.

T h i s w i l l s e vr e a s a g u idan ee t o ht e a P
-

P il c a t i o n
,
a c e e P t a n ee a n d o gr a n i z a t i o n o f a g ir c u l t u r a l P r oj ec t s

.

拿必的公必的的的的必必的岭 ~ 析加的必 ~ ~ 的必必岭姆的的必 的的的的析 树 ~ ~ 的的的峋
·

国际会议概况
·

中国材料研究会 90 年国际学术会议在京举行

由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严东生教授和师昌绪教授为会议主席的中国材料研

究会 (C 一M R s) 19 90 年国际学术会议
,

于 6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
.

来自中国
、

美国
、

加拿大
、

巴西
、

墨西哥
、

英国
、

法国
、

西德
、

奥地利
、

西班牙
、

瑞士
、

意大利
、

荷兰
、

澳大利亚
、

日本
、

伊朗
、

苏联
、

保加利亚
、

波兰
、

南朝鲜等 20 个国家的 8加 余名材料科学家参加了会议
,

其中外国科学家 1伪多名
.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

召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
“

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政策
”

的报告
。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严济慈教授及有

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

在会上
,

中
、

外一大批知名材料科学家应邀作学术报告
,

进行学术交流的学术

论文有 8佣多篇
,

可喜的是我国有一大批青年材料科学工作者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

国务委员宋健同志接见了出席这次学术会议的全体中外科学家
,

并发表了讲话
。

他说: “

材料和材

料科学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发展经济的物质基础
。

材料科学的飞速进步对当代各门学科的进步
,

特别是

对高技术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中国科学界和政府各部门对材料科学的研究工作

给予了很大重视
,

并将其置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地位
. ”

宋健同志说 : “

这次会议的召开
,

将进一步推动这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

对加速高技术材料的进步
,

如先

进陶瓷
、

复合材料
,

特殊功能材料
、

各种新型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制造和推广应用
,

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 ”

材料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

世界上科学技术先进和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不把

发展材料放在战略地位
。

当代材料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征
,

一是与发展高技术的需要密切结合 ; 二是跨学

科交叉
。

为此
,

美国在 1973 年成立材料研究学会 (M R s) 以来
,

每年在东西两部各召开一次年会
,

成了每

次有几千位科学家参加的 20 多个分支学科同时进行学术交流的国际盛会 ;欧洲各国共同建立了欧洲材

料研究学会 (E 一M R s)
,

每年进行跨学科的多元活动旧本于 19 88 年举行了跨学科的国际性材料科学研

讨会 ; 印度也于今年成立了材料研究会
。

我国材料科学界
,

在 19 8 5 年发起并组成了与材料研讨会性质

相同的中国材料联合会
,

并于 19 86
、

19 88 年分别在重庆和武汉召开了学术报告会
。

这次会议是前两次

会议的继续
,

并扩大为国际学术会议 (c 一M R S一 90 Int e m a it o na l)
,

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 高温超导
、

先进复

合材料
、

高性能陶瓷
、

光电子材料和功能晶体
、

先进工程塑料
、

功能高分子材料
、

金属间化合物与高温合

金
、

激光和离子束与固休的交互作用
、

薄膜材料
、

材料中疲劳和断裂行为
、

摩擦材料的新进展
、

生物医学

材料
、

材料设计
、

材料科学前沿等 14 个学科同时并行交流
、

报告
。

这样跨学科
,

多学科交叉的有众多外

国科学家参加的国际材料科学研讨盛会
,

在我国是首次
。

这次国际会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科协
、

中国材料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
。

(胡 剑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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