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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自然 科 学基 金
“

八 五
”

将 资 助

重 大 项 目 3 5 项 首批 1 9 项 通 过 立 项

7 月 10 日一 13 日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二届一次会议通过决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
“

八

五
”

期间将资助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 35 项
,

并在三年内完成立项评审工作
。

这批项 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
、

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若干重大科学问题
,

同时对国际普遍重视

的某些前沿学科领域进行跟踪
,

力争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领域能有所突破
,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为下世纪的发展

打好基础
,

要为培养
、

造就青年优秀人才的战略任务服务
,

致力于发现和培养年轻一代的学术带头人
,

为他们

的脱颖而出积极创造条件 ; 加强与科技攻关计划
、 “

86 3
”

计划的配合与衔接
,

要适应学科间的渗透
,

交叉和综合

发展的需要 ; 注意走向世界
,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吸收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新思想
,

努力提高我国科

学研究的水平 ; 充分利用国家已投资建成的大型科学工程设施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备和条件 ; 本着有限目

标的原则
,

选准重点
。

这批重大项 目是从收到来自各方面科学家的 1265 份建议中
,

依靠几千名科学家的集体智慧筛选出来

的
。

如
“

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的结构
、

演化与成矿背景
” 、 “

陆相薄互层油储地球物理学理论和方法研究
”

以及
“

华

北平原节水农业应用基础研究
”

等都经过多次的研讨
,

其中包括召开上百人参加的研讨会
。

经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二届一次全委会全体委员逐项听取汇报
,

组织答辩
、

审议
,

首批通过立项 19

个研究项 目
,

其中有
“

日地系统能量传输进程研究
’

等 5 项需修改调整后报基金委务会议审定
。

在这批项 目

中
,

属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前沿性基础研究项 目 11 项 ; 属于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7 项 ;

属于具有我国自然条件特点的基础数据的采集研究 1 项
。

有 2 / 3 以上的项 目由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合研

究
,

有些项 目将获得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联合资助
。

如
“

我国自然环境腐蚀性调查数据积累及有关基础研究
”

将

由 12 个部委联合支持 ;
“

中华本草常用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

由中医药管理局拟联合支持 ;
“

我国干旱

区 15 万年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趋势
”

— 中科院拟联合支持 ;
“

秦岭造山带
”

— 地矿部拟投资 ;
“

薄互

层油储
”

—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拟投资;
“

材料表面与界面
”

—
“

863
”

专家委员会拟联合支持
。

这 19 个项目考虑了国家科技发展总体布局的安排和相互配合
。

如
“

巧 万年环境演变
”

与国家科委确定

的
“

我国未来 (2任一 50 年 )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及对策研究
”

密切配合
,

在时间尺度上形成了对过去一现

在一未来的系列研究
,

完善了环境变迁的整体研究计划
。

又如
“

秦岭造山带岩石圈
”

项目
,

在
“

七五
”

重大项目

布置的
“

兴蒙一北疆
” 、 “

滇川西
” 、 “

东南岩石圈
”

和
“

喀喇昆仑
”

研究的基础上
,

形成了我国较为完整的岩石圈研

究计划
。

这些项目中有 9 个项 目将为本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承担任务创造条件
。

而
“

柔粒子

和 丁轻子的实验物理研究
”

更是直接应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进行研究的项目
,

为中国科学家做出国际先进

水平的研究工作
,

为实现北京成为国际聚粒子实验物理中心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机会
。

这些项 目都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准备
,

有很好的工作基础
,

大多数项目不同程度地得到过基金面上项月
、

重

点项 目的支持
。 “

量子化学
” 、 “

化学工程
” 、 “

材料环境腐蚀数据积累
’

三个项 目就是
“

七五
”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

深人和继续
。

科学基金过去对有关研究工作的支持
,

为
“

八五
”

重大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

这次通过立项的项目
,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编印《重大项 目指南》并向全国公布
,

公开受理申请
,

组织评

审
、

论证
,

择优选定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队伍
。

(政策局 胡剑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