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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
,

为青年

水利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创造环境

陈式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工程学部 )

水利科学是研究如何利用水
、

兴水利
、

除水害的科学
。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要素
,

是国家的重要资源
,

也是促进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我国水利和水能资源丰富
,

河

流多
、

水面广
,

流域面积在 1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 1500 多条
,

全国江河多年平均年径

流总量为 27 115 亿立方米
,

居世界第六位
,

全国水能蕴藏量为 6
.

76 亿千瓦
,

居世界第一位
。

全

国可能开发的装机容量为 3
.

78 亿千瓦
,

年发电量 19 2 33 亿千瓦小时 (未包括台湾省 )
,

但到

19 8 8 年水电发 电量为 1092 亿千瓦小时
,

其开发利用率仅为 5
.

7 %
。

目前还有大量的水电工程

刚刚开工建设或正在进行规划设计
,

落在每个水利科技工作者肩上的担子是异常艰巨的
。

我

国有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 三峡水利枢纽 ;有世界上第二高的拱坝— 二滩水电站双曲拱

坝 ;有长江
、

黄河上的梯级 电站等待我们去开发
。

然而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我国水利学科的科研

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人才断层带
” ,

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大都在六十岁左右
,

三四十岁的

年轻学术骨干还很缺乏
。

随着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发展
,

迫切需要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

技工作者
“

超前
”

承接老一辈的重担
,

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

近年来
,

我国已培养出一

大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
,

有一批青年学者也从国外学成归来
,

这些
“

土
”

博士和
“

洋
”

博士与战

斗在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是中国水利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

有些己成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
、

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和其他重大科研项目的骨干力量
。

然而
,

由于种种原因的限

制
,

许多青年同志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

年轻人之间缺乏交流
,

一些创新的思想得

不到应有 的支持
。

为了促进青年之间的学术交流
,

更好地调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

鼓励年轻人勇于奋

进
、

不断创新 的精神
,

由基金会提议召开了
“

全国第一届水力学
、

水文水资源学青年学术讨论

会
” ,

并在此基础上成立 了
“

中国水利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
”

及
“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
” ,

并决定在 199 1年 11 月召开
“

第一届水工结构青年学术讨论会
” 。

这些作法将

对激发青年水利水电科技工作者奋发向上
、

早出成果
、

早出人才起到积极作用
,

为青年知识分

子的成长创造 良好的环境
。

召开青年学术讨论会的倡议立即得到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热烈响应
,

他们立 即自发地

成立 了组委会
,

通过《水利学报》向全国发出了征文通知
。

同时也得到了中国水利学会
、

中国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
、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支持
,

还得到了老一辈

水利专家
、

学者的热情指导和帮助
。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收到了 120 多篇论文
,

论文作者

提来 自水利部
、

能源部
、

国家教委
、

中科院等 13 个部委的科研
、

设计
、

施工及高等院校共七十多

个单位
,

这充分表明了水利水电事业的兴旺发达
,

后继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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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水力学
、

水文水资源学青年学术讨论会
”

经过大量的筹备工作
,

于 19 90 年 11 月

20 一 23 日胜利结束
。

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
,

推广科研新成果
,

水利电力出版社正式出版

了《水科学青年学术论文集》
,

《水利学报》也出版了专辑
。

中国水利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

主任许可达在开幕式上说 :我国今后十年水利规划的布局是以治理开发长江
、

黄河为骨干
,

建

设南水北调等四项重大工程
,

这些项 目都将在我们青年人手中完成
,

等待着青年科技工作者去

攻关
,

去拼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副主任学部委员师昌绪教授在祝词 中代表了老一

辈的科学家
,

热情洋溢地鼓励年轻人
。

他说 :
“

这次会议的论文有三大特点
,

一是水平高
,

研究

间题深人
,

有创新 ;二是课题内容广泛
,

有不少课题是从生产实际中提出来的
,

既有理论意义
,

又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三是有三分之一的论文是由不同单位的合作者完成的
,

这是非常可喜的

现象
。

我们提倡学术交流
,

特别要从青年人做起
,

不分彼此
,

不固步 自封
” 。

这次学术讨论会充分显示 了青年人的力量
,

有的代表对水利投资改革提出了颇有新意的

见解
,

筹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水利投资公司
,

建立投资风险责任制 :有的对即将兴建的三峡水

库泥沙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
,

提出采用
“

蓄清排浑
”

的运用方法
,

三峡水库的大部分有效库容可

以长期保留使用
,

通过合理的水库调动可以改善变动回水区的航运条件 ; 有的代表介绍了国际

上先进的 S S A R R 模型在长江三峡区间径流预报中的应用
。

代表们一致认为
,

这次会议为青

年人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讲坛
,

对加速青年人的成长大有裨益
。

不少留学 回国的青年人表

示将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科学技术与国内同行的长处结合起来
,

为祖国水

利事业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 19 8 7 年设立青年基金以来
,

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参加到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队伍中来
,

青年基金成为基金会与青年科技工作者之间联系的纽带
,

他们

把年轻人的希望
、

要求及一些新的思路反映给我们
,

我们也在行动上给他们以支持
,

做他们的

知心朋友
。

引导他们正确把握科研的方向
,

即要面向社会
,

面向实际
,

面向基层
,

要注意高科技

和新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

时刻瞄准学科发展的前沿
。

通过基金会的工作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

科研环境
,

促进年轻人之间的学术交流
,

促使他们更快地脱颖而出
,

成为水利科技战线上的顶

梁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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