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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毫米波段的技术基础研究
”

重大项目

的组织与管理经验

何 立 权

(东南大学 )

毫米波和亚毫米波是介于微波波段和光波之间的一段频谱
。

与微波和光波相比
,

它具

有频谱容量大 (信息容量大 ) ; 保密及抗干扰性能好 ; 对云
、

雾
、

烟穿透能力强
,

能全 天候工

作等优点
,

在通信
、

制导
、

雷达
、

成象技术
、

遥感
、

气象及等离子体诊断等方面具有独特而

广泛的应用前景
。

由于频率容量有限
,

为避免相互 干扰
,

有关国际组织根据各国技术情况

逐段分配电波使用频率
,

毫米波是竞争很剧烈的频段
。

我国在八毫米波段的研究工作已较成

熟
,

但在三毫米及其以上的短毫米波段尚未形成实际应用所必须的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基础研

究工作
。

为保护和争取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频谱条件
,

加速毫米波段的研究和 开发工

作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

因此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于 1987 年将
“

三毫米波段的技术基础研

究
”

列为重大项 目
,

重点研究三毫米波段固态器件及集成电路的基础理论
,

研究低噪声和低

损耗技术
,

设计和研究具有工程应用价值的高性能器件和电路部件
,

为今后全面开发三毫米

波段的应用系统打下基础
。

199 0 年 12 月已按期完成项 目规定的任务并已通过专家评审验收
。

本项目包括 9 个课题 ! `〕 ,

由东南大学李嗣范教授 (已故 )主持
,

参加单位有东南大学
、

清

华大学
、

华中理工大学
、

机电部第 55 研究所
、

中科院上海治金所和 中科院紫金 山天 文台

等
。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至项目验收时止
,

共发表论文 21 0 篇
,

其中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95 篇
,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63 篇
。

已鉴定或评议的成果 41 项
,

其中 8 项达到或超过国外文献报道的水平
,

13 项达到国外 80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
,

15 项属 国

内首创
。

已有 l 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

8 项获部
、

委
、

省级科技进步奖
。

同时
,

还培养了

博士后
、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共 73 人
,

和原有的研究人员一起形成了一支理论基础扎实
,

训

练有素的毫米波科技队伍
。

专家验收评审组对整个项目的评价为优秀
。

回顾本项 目的组织和实施过程
,

有以下几点经验 :

1
.

精心组织
,

抓住主攻方向

毫米波技术基础涉及的面广
,

开始组织时申请单位多
,

提出的课题面宽
,

覆盖 了八毫米到

三毫米波段
,

电路形式有立体电路
、

集成电路
、

单片集成电路及器件等
。

经过反复论证和

专家评议
,

最后确定以三毫米波段为研究目标 ; 根据国内条件和国际发展趋势
。

以集成电

路为主攻方向 ; 在众 多课题中
,

以毫米波源
、

低噪声前端和 C A D 软件包为重点
,

以此带动

各课题的研究
。

从而得以突出重点
,

集中优势力量
,

使整个项目取得了有影响的成果
。

2
.

重视各课题组间的交流与合作
*

本项 目涉及六个单位 140 名研究人员
,

既有组织工作的复杂性
,

又有各承担单位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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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

在项 目执行中
,

学术领导小组 注意各课题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发挥集体的优势
。

每年都向各承担单位印发本项目当年发表的论文和鉴定成果汇编
,

并召开研究人员的交流汇

报会
,

使承担单位能相互通气和配合
。

例如器件研制单位和电路研制单位相互支持和配合;

C A D 软件包的研究和电磁理论基础的研究互相结合 ; 在设备研制方面
,

充分利用其他单位

的已有条件和成果
,

减少了重复性研究工作
。

3
.

正确的技术路线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对各个课题的研究工作都提出了理论研究与实验相结合
,

计算机辅助分析和设计与硬件

实物研制相结合
,

这样的研究成果也便于推广
。

原计划安排研究工作的进度与国家毫米波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同步进行
,

使研究工作所需

的测试手段和仪器可以得到国家实验室的支持
。

由于毫米波实验室的建设计划推迟
,

项 目

进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

研究人员就 自制测试信号源
,

利用现有的设备构成测试系统
,

虽

然这样的测试设备较落后
,

调试工作量大大增加
,

但解决了项 目急需的测试手段
,

按期实现

了预定目标
。

在研制三毫米电路中
,

由于国外对我国的禁运
,

一些三毫米波段的器件无法得到
,

研制

人员就用国产的或工作在低波段的进 口器件
,

在电路和工艺上采取各种措施
,

研制成功三毫米

波段的各种电路部件
,

达到了较高的性能
,

既完成了任务又节约了资金
,

而且在我国更具有

推广价值
。

4
.

注意抓成果
、

抓效益

学术领导小组按规定对项目进行严格管理
,

严格执行年度检查
、

评议和总结验收
,

对每

阶段的进展
、

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阶段的工作意见
,

及时用会议记要的形式发至每个研究人

员
。

领导小组特别强调对实物成果和理论成果必须进行鉴定或评议
,

每个课题必须将成果

提交给验收会审查
,

考核其是否完成有关任务
。

对于少数课题存在的问题也及时向其所在

单位反映
,

以取得该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帮助解决
。

对毫米波天线课题
,

由于参加的研究人

员多
,

对各种型式的天线探索面也较广
,

虽然取得一批成果
,

但不突出
,

领导小组就建议课

题负责人进行协调
,

加强协作
,

在众多形式的三毫米波段天线中
,

抓住实用前景较大的天线

作为重点
,

加以完善和提高
,

验收时该课题获得了较好的评价
。

对取得的成果注意了推广应用
。

由于本项目是开拓高技术领域有重要作用的应用基础研究
,

但又是前沿课题
,

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单位经费也比较紧张
,

因此在成果推广中注意了不过分

强调经济效益
,

以促进互相利用已有的成果
,

不做重复的研究工作
,

这有利于推动我国的三

毫米波段的频谱资源开发
。

例如一些软件由于价格便宜
,

很多单位就购买使用 了
,

一些硬

件成果也被有关单位采用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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