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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项目后期管理的初步探讨

蔡言厚 吴厚平

(中南工业大学科研处 )

科学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
,

除了通常的抓好年度总结
、

项 目总结
,

以便了解项 目的进展情

况及其结果 ;发表论文
、

取得成果
、

获奖以及申请专利外
,

我们认为还必须着重做好下列工作 :

1
.

基金项 目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跟踪 ; 2
.

基金项 目对学科建设的跟踪 ; 3
.

基金项 目转化为开发

研究后效益跟踪
。

我们将这几项工作的做法介绍如下
。

1
.

基金项目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跟踪

一篇论文发表后
,

如果无人问津
,

这样的论文就没有多大价值
。

引用指数是衡量一篇文章

价值的重要指标
,

要比一个无实质性的文字评价还重要
。

目前
,

国际上是通过
“

引文
”

刊物收录
、

科技工作者采用论文的情况来确定
“

引用指数
”

的
。

虽然每一个
“

引文
”

刊物都有它自己的收录标准和条 目的限制
,

但所有的
“

引文
”

刊物都具有共

同性— 新颖性和学术性
。

一篇论文被
“

引文
”

刊物收录 以后
,

可供全世界任何人查询使用
,

成

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一个国家
、

一个地区
、

一个单位
,

一个人或一个项 目发表的论文被
“

引文
”

刊物收录数越多
,

那么
,

这个国家
、

这个地区
、

这个单位
、

这个人或项 目就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越

大
。

因此
,

人们常常采用国际上的一些大型
“

引文
”

刊物收录的论文数来对各个国家
、

各个地

区
、

各个单位
、

各个人或项 目进行学术水平排序
,

并以此来评价一个国家
、

一个地区
、

一个单位
、

一个人或项 目的学术水准
。

例如 :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公布的
“

学术榜
”

就是一例
。

在 19 89 年 2 月 27 日《燎望》周刊公布的学术榜第二榜中
,

我校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并被美

国的《 S C I》或《 IE 》年终收录的论文共 127 篇
,

在 20 所工科院校中名列第八
,

其中 64 篇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 ; 《 E l 》收录我校学报上发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论文
,

198 3

年至 198 8 年共 60 篇 ;这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大提高了我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与国外的交往 日益频繁
,

尽管在总体上来说
,

科技比较落后
,

但也

有不少领域是先进的
。

因此
,

一些国外科技工作者也不断来函向我校教师索取论文
。

1 98 5 年

至 1 989 年
,

应 国外来函索取论文并向国外投稿交流共计 121 篇
,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论文 49 篇
。

这也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地位和作用
。

19 80 年
,

我国恢复科技奖励以来
,

至 1990 年止
,

我校获 3 项自然科学奖
,

其中 2 项是由于

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完善后而获奖的 ;我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甲类 )共 12 项
,

有

7 项是受益于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甲类 )所奖励的理论研

究成果在学术上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

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

即其论著的引用指数高
。 `

从我校获

奖情况可以看出
,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对于扩大我国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

提高我国科学在世

界上的地位
,

起了促进作用
。

我校王淀佐教授在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前就对浮选剂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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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长期的研究
,

并取得初步成果
,

但还未形成理论体系和学说
。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王淀佐教授承担
“

浮选剂结构与性能
”

课题
,

继而完成了浮选剂结构性能的理论体系和建造了

浮选剂结构学说
,

使我国的选矿理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在改革开放的有利环境下
,

广泛地在

全世界迅速传播
。

该项研究的
“

浮选剂找药分子设计
”

和
“

浮选剂结构性能及找药分子设计
”

分

别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甲类 )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

由于王淀佐在矿物工程学的浮

选理论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

最近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

现载人美国国外院士名册中的中

国学者除王淀佐外
,

就是已故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
。

2
.

基金项目对学科建设的跟踪

科学基金项 目对我校学术带头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加速作用
。

在我校现有 14 7 名教授

中
,

有 53 名获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在《中国著名高等院校概况丛书
,

中南工业大学》一

书中列传的 49 名知名教授中
,

有 24 名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在我校 28 名博士导师

中
,

有 巧 名是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负责人
,

我校在国际上有影响的 12 名知名教授中

有 8 名是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中
,

作出了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而闻名的
。

我校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新学说
、

新理论
,

除了陈国达的地洼学说外
,

都是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形成和发展的
,

它们有浮选剂结构性能
、

粉末压制理论
、

相图计算及材料设

计
、

量子矿物学等
。

粉末压制是粉末冶金最基本的过程之一
,

对粉末压制过程的规律作精确的定量研究
,

似及

对粉末压制过程的现象作正确的定性解释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
。

黄培

云教授从 60 年代中期就开始粉末压制理论研究
,

但当时限于条件不允许
,

只是作了一些纯理

论探讨
,

多次想进行验证
,

因条件不允许
,

无法实现
。

19 8 2 年
,

国家设立自然科学基金以后
,

他

于 1983 年和 1984 年两次申请基金项 目
,

都获得了资助
,

从此开始粉末压制理论的验证工作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使黄氏压制理论日臻完善
,

最后定型
。

黄氏压制理论是目前国际上最精确的

粉末压制定量模型之一
。

从国内外所发表的著作中
,

任选一组同样数据都分别代人国际上著

名的几种压制方程中
,

通过回归分析方法
,

分别求得各自的线性相关系数
,

并且从比较中鉴别

压制方程的适用性程度
,

比较结果表明 : 黄氏压制理论模型最为精确
、

适用范围最大
。

黄氏压

制理论引起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极大重视
,

世界一些著名的粉末冶金学者如 L e n el W i iil am
s

和 K c o az k 对该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

该理论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四

等奖
。

相图计算与材料设计是最近十多年来各国竟相发展的前沿学科之一
。

金展鹏一直从事相

图计算与材料设计研究
,

但进展缓慢
。

1979 年至 1% 1年
,

他在瑞典皇家工学院进修期间
,

首

先用三个点阵模型处理了 iS g m a 相
,

计算了 F卜C 。一 G r
三元系的一系列等温截面相图

,

首创

了在一个试样上研究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的
“

三元扩散偶— 电子探针分析法
”

— 金展鹏

法
。

198 2 年回国后最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进而提出了在一个试样上研究含碳四元

系等温等碳活度截面的四元合金等温四面体的
“

扩散四
”

技术
,

对相图
、

相变和材料设计研究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
。

他撰写论文 30 余篇
,

先后发表在六种著名的国外冶金材料刊物和多种一流

刊物及八次国际会议上
,

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
。

近年来
,

美
、

英
、

苏
、

瑞典等国学者在国际著名

刊物
,

包括《国际金属评论》
、

《冶金材料学报》
、

《冶金快报》
、

《材料科学与工程杂志》
、

《国际计算

相图杂志》
、

《国际稀有金属杂志》
、

《美国冶金汇刊》
、

《斯堪的那维亚冶金杂志》
、

《西德金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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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相图通报》
、

《苏联合金状态图》等十多种刊物多次刊登
、

引用和高度评价了金展鹏的工

作
。

并纷纷来函来电索取资料
。 “

用扩散偶技术及计算机方法研究相 图中动力学通道
”

获国家

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金展鹏于 1 9 9 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于博士导师
.

量子矿物学是现代量子力学理论应用于矿物学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

彭明生教授首先

提出量子矿物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

并在 19 82 年和 198 7 年两次获得科学基金的资助
,

建立了

量子矿物学的基本框架 : 即以现代化学键理论— 晶体场理论
、

分子轨道理论和能带理论为基

础
,

以各种微米分析和谱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
,

研究天然矿物的成分
、

结构
、

物理性质
、

化学

性质
、

谱学特征及其矿物内部电子层结构特征的相互关系与本质
,

并进一步探讨矿物的形成条

件
,

为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提供微观标型特征 ; 研究矿物的结构
、

键性与工艺性能的相互

关系
,

为选择矿物的最佳工艺过程提供资料
,

开发利用天然矿物的某些尚未发现的新材料性

能
。

其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或刊物发表
,

并应邀去纽约州立大学
、

休斯顿大学
、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美国地球物理实验室
、

美国地质调查所等单位讲学
,

应聘为美

国地球物理实验室研究员
。

现在已和美国
、

加拿大
、

保加利亚
、

西德
、

澳大利亚等许多大学和研

究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
、

合作研究和联合培养研究生
。

彭明生教授现为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

学分会常务理事
,

《矿物学报》编委
,

并被国际自传中心收编为国际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

3
.

基金项目转化为开发研究的经济效益跟踪

我校是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

所获得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大多数是应用基

础研究
。

自 19 82 年至 19 90 年
,

我校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89 项
。

在一部分基金

项目完成以后或在研究中
,

转人国家攻关项 目的有 3 项
,

转人高技术项 目的也有 3 项
,

转入部

省项目的有 2 项
,

取得初步成果后进行技术转让的有 15 项
,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约 50 个
。

应用研究项目转化为开发研究后
,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的项 目有 :
“

铝电解掺杂碳阳极的

电催化功能
” 、 “

关于矿床地质变量的随机性和规律性变化
” 、 “

位场反应问题的模糊集解法
” 、

“

铝土矿浸出动力学及浸出器模型的研究
” 、 “

钨粉粒度控制及其对钨基材料组织与性能的影

响
” 、 “

磨矿分级过程最优控制理论研究
” 、 “

高冰镍的电化学溶解与钝化机理
”

等
。

下面简要介

绍
“

铝电解掺杂碳阳极的电催化功能
”

的研究
、

开发情况
,

以窥一斑
。

大家知道 ;铝工业是我国

仅次于纲铁工业的第二大冶金工业
,

铝电解是金属铝生产的主要环节
,

但是铝电解生产的电能

消耗极高
,

每吨铝耗电在 14 0 00一 16000 度
。

铝业界长期以来都以节能为重点
,

努力攻关
。

我

校刘业翔教授等人从造成铝电解高耗电的槽电压的组成分析人手
,

解决阳极过电压问题
。

19 86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铝电解掺杂碳阳极的电催化功能
”

后
,

开始对铝电解掺杂

碳阳极的电催化活性作探索研究
。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

就取得了掺杂锉盐可降低阳极过电压

2 00 毫伏的可喜结果
,

有关论文发表后引起了铝业界的关注
。

该项研究是国内外首次把现代

电化学新分支— 电催化的新成果引人高温熔盐电解
,

通过添加剂的电催化作用加速了阳极

反应
,

从而降低了过电压
,

达到了预期目的
。

同时
,

该项工艺简单
,

便于实施
,

使用锉盐糊 向电

解质内添加铿盐具有连续添加
、

分布均匀
、

过程稳定
、

铿盐挥发损失少及劳动强度小等优点
,

为

铝电解节能开辟了新的途径
。

基于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和实际应用的效果
,

铝电解用铿盐糊工业试验及应用技术于 19 88

年列为国家
“

七五
”

科技推广项 目
。

该项技术已在五家铝厂推广应用
,

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

19 89 年该项技术在山东铝厂
、

连城铝厂和抚顺铝厂推广
,

1990 年节电分别为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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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度
,

120 0 万度和 9 10 万度
,

总计为 2460 万度
,

并使三厂产量净增 1700 吨
。

现拟列人国家

勺又五
”

期间重点推广节能项目
, “

铿盐糊技术
”

将进一步在全国推广
。

基础研究转化为开发研究后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项目有 ;
“

汉字图象信息处理系统
” , “

浮

选剂结构与性能理论
” 、 “

量子矿物学的系统研究
”

等
,

其中
“

汉字图象信息处理系统
”

的研究应

用
、

开发最具有典型意义
,

是基础研究课题走向应用的楷模
。

设计出廉价通用的多字体全字号印刷体汉字发生器是中文计算机系统
、

微机汉字系统
、

中

文电子打字系统及电脑排版印刷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关键部件
,

这一部件的性能和

价格直接影响上述各类汉字系统的应用和推广
。

这一重大问题只是在专用激光照排系统上由

北京大学王选教授解决了
。

然而
,

王的汉字发生器仍然是一个比较昂贵的部件
,

不能推广应用

于量大面广的微机汉字系统
、

中文电子打字系统及微电脑轻印刷系统
。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

国

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多年的艰苦研究
,

迄今都未能研制出一个廉价通用的微电脑压缩汉字

库
。

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将使微电脑轻印刷系统
,

中文电子打字系统及微电脑打字系统的性

能价格比大大提高
,

大大促进这类系统的普遍应用
,

加速中国印刷排版技术和打字技术的历史

性革命的完成
,

这对中国文化科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

响
。

谢克中教授早在留学期间
,

从 1981 年起
,

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

并充满自信要解决这

一难题
。

1982 年回国后
,

在我校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承担
“

汉字图象信息处理系统
”

研究
,

为多字体多字号印刷体用汉字系统的最优设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
,

为最

终解决计算机汉字生成和汉字输出问题铺平了道路
。

经过三年的努力
, “

多字体全字号印刷体

通用压缩汉字库
”

这项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的成果
,

于 1985 年 12 月通过技术鉴定
。

为了开发

压缩汉字库
,

通过谢教授的多方努力
,

进行了推广
,

并建立了产业
,

取得了经济效益
。

由于谢克中发明的压缩汉字库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

他多次参加国际中文与东方语言

计算机处理年会
,

并由他发起于 1990 年 5 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十二届国际中文与东方语言

计算机处理年会
。

本文由蔡言厚执笔
。

陈建武
、

曹兴
、

田金山
、

周旋提供了有关资料
。

编后语 对资助效果的跟踪分析
,

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

中南工业大学在这方

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

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

欢迎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多写这类有内容
、

有分析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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