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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发展科技
,

振兴中华
,

主要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在改革开

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

如何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
,

如何使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

果能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
,

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艰 巨课题
。

现代的科学研究已经不能和十八九世纪时的科学研究同日而语
。

那时的大科学家
、

大发

明家可以在非常原始和简陋的条件下
,

提出卓越的理论和伟大的创造发明
。

然而现在是二十

世纪将过
,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时期
。

物理和化学早 已进人粒子领域
,

而生物学则 已经进人

分子领域
,

而且在技术上正在发展生物工程
,

创造新的物种或改造旧的物种
。

面临这样的时

期
,

无疑
,

一切科学的理论不管是非生物的还是生物的都要以实验科学的数据分析为依据
。

一

切现代的生物工程或非生物工程技术的创造发明
,

没有必要的现代实验条件是很难办得到

的
。

仅就电子计算机一项而论
,

就能为科研节省无数人力
、

物力和时间
。

因此要使我国的科研

早出成果
,

首先就要有胜任的科技工作者
,

同时要给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必要条件
。

我国的科学技术人员
,

不论是老
、

中
、

青
,

从智力和创新能力上来看
,

都不低于任何西方或

东方人
。

有些人过去曾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
,

做出了西方人认为办不到的事情
。

只要看看我

国的火箭和原子弹发展的过程
,

就可以深信不疑
。

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方面
。

如果

国家能提供好的物质条件
,

我相信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还要快得多
,

不久的将来走在世界的

前列是不成问题的
。

十年前成立的中国科学基金会
,

支援了许多科研人员
,

使他们得以在非常

困难的条件下
,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

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所起

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

科学基金的资助
,

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员
。

非常明

显
,

人的知识才能只有在不断地进行科研工作中
,

通过阅读大量科技资料
,

设计科研流程
,

学 习

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

分析科研结果
,

做出恰如其分的科学结论
,

从而提出水平更高的理

论
,

指导更高级的科学实践
,

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

做出切实而更大的奉献
。

过去十年
,

中国科学基金会用经费来支援科学工作者
,

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
,

但是 以我国

目前的国情来衡量
,

我有两点建议 : 一
、

资助的经费要随着物价指数的上升有相应的增加
。

二
、

我国对于科技研究的后勤系统还不够健全
,

不够系统化
,

因此 即使有了经济的资助
,

还未必能

在短期内筹措到所需的设备和许多高科技需要的各种试剂
,

特别是像生物工程中应用的酶之

类的试剂等
。

由于如此
,

致使我国科技人员在提出一个非常先进的课题并取得了资助后
,

往往

还要奔波一年半载
,

才能初步就绪并
“

开工
” 。

而在一些先进国家中同样课题的筹备
,

至多只需

二周时间就能完备
。

因此在我国
,

一项先进的科研成果出来时
,

往往已经落在别人的后头了
。

为此
,

我建议中国科学基金会是否可以和有关科学仪器
、

设备和高技术试剂的经营单位
,

协同

成立一个系统性的科技服务中心
,

专门为取得科学基金的单位或个人服务
。

使他们取得了经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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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后
,

可以迅速买到国内买不到 的或难买到的实验材料
,

使研究得以早日
“

开工
” ,

早 日获得成

果
。

这样就能大大提高科学基金的促进作用
,

那么未来的十年中
,

基金会将为四 比建设做出不

可估量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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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项优秀科研成果荣获第五次 ( 19 9 1)

国家自然科学奖

第五次 ( 19 9 1)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工作已于 n 月 9 日圆满结束
。

53 项优秀科研成果

获奖
,

其中二等奖 10 项
,

三等奖 31 项
,

四等奖 12 项
。

获奖项 目按学科分布
,

数理 13 项
,

化学

8 项
,

生命科学 12 项
,

地球科学 9 项
,

材料与工程科学 6 项
,

信息科学 5 项
。

获奖项 目的主要

研究者共 2 15 人
,

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 160 人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1 人
,

女科学工作者

26 人
,

少数民族科学工作者 4 人
,

另有 l 项以编写组署名
,

未统计在内
。

上述获奖项 目是由国内近千名科学家
、

教授
、

专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

发扬学术民主
,

严格

坚持奖励标准
,

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
,

经多层次评审确定下来的
。

获奖项 目都是处于 当代世界科学发展前沿性的工作
。

有些项 目为人类认识世界
,

探索自

然规律做出了贡献
,

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罗弗荪获二等奖的
“

家兔外膝体神经元回路的

研究
” ,

通过脑内外膝体的研究
,

了解脑内细胞之间联系的形成
,

脑是如何按内外环境的变化
,

调节控制 自身活动
,

揭示脑活动的基本规律
,

它为控制论
、

人工智能等学科提供了生物学原

型
。

有些项 目是属于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应用基础研究
,

如北京大学杨应昌等获二等奖的
“

新

型稀土一铁金属间化合物研究
” ,

他率先研制了 T hM n l : 型结构的稀土铁金属化合物
,

并系统

地研究了这类化合物的结构和磁性
,

提出形成 T h M n l : 型稳定化合物必须加人第三种元素
,

及

提高 R IT F e l ;
化合物居里温度及饱和磁化强度的途径

,

为推动国际上对此类新一代永磁材料

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

有些项 目是广大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科研成果的总结
,

如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获二等奖的
“

中国土壤和中国土壤国集
”

是建国以来我国土壤研究的科学总结
,

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 9 6 0 万平方公里土壤资源的性质特点和分布规律
、

创造性地发展 了土壤

化学
、

而且带动了肥料和植物营养学
、

土壤改 良学的发展
,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国家 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钱浩庆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