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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

金属材料断裂规律及机理的研究
”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七五

”

重大项 目
,

分为三

个方面十个子课题
,

由国家教委
、

中国科学院及冶金工业部所属的六个单位承担
,

已于 1 9 9 1年底完

成
,
1 9 9 2年 6月通过评议验收

。

本文简述项目的意义
、

内容和研究成果
,

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
。

一
、

研究意义和趋向

腐蚀
、

磨损和断裂是工程构件的三种主要破坏方式
,

据美国 1 9 8 2年统计
,

它们所导致的经

济损失分别为 12 6 0亿
、

1 1 90 亿及 1 1 9 0亿美元
,

共占美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 2
.

85 %
,

其中以断

裂所带来的危害为最大
。

美国能源部 1 9 8 6年的
“

断裂的微观力学及物理
”

报告中指出
: “

在美国

的全国性报纸的头版
,

每周至少有一次关于新断裂事故的报道
。 ”

可见断裂事故的频繁
。

1 9 7 2年

至 1 9 8 2年
,

全世界共发生飞机空难事故 9 19 起中的 1 3/ 起是由于材料断裂引起的
。

1 9 8 6年和 1 9 8 8

年
,

我国大同和秦岭电厂两个 20 万千瓦发电机组大轴断裂事故
,

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为 4 0 0 0多万

元
。

我国锅炉压力容器每年的爆炸事故率约为西方国家的 10 倍
,

重大事故隐患率约为西方的

1 00 倍
。

70 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的化工设备已达到或接近使用寿命
,

还有不少老的化工设备
、

锅

炉
、

飞机结构件等的延寿问题
,

如不解决
,

将会导致未来的断裂事故
。

本世纪 20 及 30 年代
,

由于钢轨及锅炉的大量应用和断裂事故的不断出现
,

促使人们研究疲

劳及蠕变断裂
。

40 年代
,

焊接新工艺带来的低温脆断问题和化学工业中的载荷与化学环境协 同

作用所引起的应力腐蚀问题
,

使低温脆断及应力腐蚀断裂研究得 以发展
。

50 年代以后
,

由于航

空航天工业
、

核工业
、

冶金工业等对材料提出的新的特殊要求
,

从而促使线弹性断裂力学
、

弹塑

性断裂力学
、

复合材料的界面断裂问题
、

幅照对断裂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

80 年

代
,

为深入理解和控制断裂
,

出现了断裂物理
、

断裂化学
、

断裂力学与断裂物理相结合的细观断

裂力学和损伤力学
,

从理论上计算原子间结合力
,

分析材料内部及外部环境的化学因素对断裂

的影响
,

研究裂纹尖端的损伤过程
。

在国际上
,

断裂问题研究一直十分活跃
。

从 1 9 6 5到 1 9 8 9年
,

共召开了七次大型 国际断裂会

议
,

五次大型材料力学性能会议以及几十次专业性 (如疲劳
,

应力腐蚀
,

氢脆
,

断裂力学
,

断裂物

理等 ) 的国际会议
。

总的研究趋向
:

一是适应工程应用的需要
,

试验条件接近于实际情况
,

并结

合新材料
,

新工艺的发展而进行研究
;二是吸收有关学科的成就

,

在学科的结合前提下
,

从宏观

到微观多层次地深人研究
;
三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断裂知识和计算机技术

,

建立专家系统及工程

构件的寿命估算
。

断裂基础研究的前沿的课题包括
:

裂纹尖端的力学模型和位错结构
、

断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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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理论
、

界面断裂
、

环境效应
、

疲劳
、

新的实验方法等
,

研究对象则从金属扩展到陶瓷
。

我国在 70 年代引入并发展了断裂力学
,

为断裂分析提供了新的学科基础
。 “
六五

”

期间
,

国

家科委把断裂方面的研究—
“

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力学性能的研究
”
列为重点基础研究项 目

,

由肖纪美教授主持
,

有中国科学院下属的金属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
、

清华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华中工学院
、

北京钢铁学院六个单位参加
。

1 9 8 7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继续把有关断裂

的研究—
“

金属材料断裂规律及机理研究
”
列为

“

七五
”

重大项 目之一
,

仍由肖纪美教授主持
,

上述六个单位参加
。

二
、

研究内容的选择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

本重大项 目对研究内容的选择有如下考虑
:

为与
“

攻关
” 、 “

高技术
”

等

规划衔接
,

选择具有共性的基础性内容和少量在理论研究结果指导下解决一些具有很大经济

效益的关键实际问题
;
安排我国已在国际上占有优势的内容

,

如氢致开裂
、

疲劳断裂等
;
注意学

科的结合
,

如力学与材料科学的结合
; 以及经费不富裕条件下的有限领域和 目标

。

参考断裂学

科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

优选了三个方面共十个子课题
。

第一方面— 静载断裂

注重力学与金属学的结合
,

从各个结构层次研究静载断裂的基础问题
。

设 3个子课题
:

1
.

裂纹顶端应力应变场和断裂准则的细观力学研究

由力学所
、

清华大学
、

华中理工大学承担
。

在学术思想上
,

注意连续介质力学与研究断裂现

象的材料科学相结合
;细观断裂机制与数值模拟及宏观断裂参量相结合

;
精细光学实验测量与

理论分析相结合
。

包含 4项内容
:
( 1) 裂纹顶端区域断裂过程及分离机制研究

; ( 2) 裂纹顶端区域

位移和应变场的实验测定和理论分析
; ( 3) 裂纹稳态扩展的细观准则和断裂理论 ; (4 )损伤对裂

纹尖端场及断裂过程的影响
。

2
.

细观组织缺陷的形成
、

演变和断裂过程的研究

由清华大学
、

力学所
、

华中理工大学承担
。

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

研究剪切带
、

微

孔洞等细观组织缺陷的形成及演变
,

以及它们与第二相粒子
、

晶界等的交互作用
。

研究内容有
:

( l) 微孔洞萌生和扩展规律的显微观测及其力学分析
,

包括一级
、

二级微孔洞之间的交互作用

研究 ; ( 2) 剪切带形成的力学条件和材料特性条件的观测与分析
; ( 3) 裂尖塑性区不均 匀组织对

微孔形核与扩展的观测及力学分析
。

3
.

复相合金的形变和断裂过程及其力学分析

由西安交通大学
、

北京科技大学
、

清华大学
、

金属研究所承担
。

研究软基体中有硬相和硬基

体中有软相组织的形变和断裂过程
,

导出强化及韧化规律
,

并用于指导合金结构钢的设计
。

包

含 4项内容
:
( 1) 软基体中析出的细小第二相硬质点 (尺寸约 10 n m )对形变和断裂过程的影响分

析
; ( 2) 软基体中包含各类形态的硬相 (或组织 )对形变和断裂过程的影响分析

;
( 3) 硬基体中包

含分散分布的软相对形态和断裂过程的影响分析
; (4 )温度对硬基体中有软相或软基体中有硬

相的断裂方式的变化原因分析
。

第二方面— 疲劳断裂

从简单到复杂体系
,

研究疲劳损伤
、

裂纹萌生和扩展的机制和规律
,

设 4个子课题
。

4
.

晶内晶界的交变形变损伤积累过程及其在裂纹萌生与扩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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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科技大学
、

金属研究所承担
。

采用立方晶系金属的单晶及双晶试样
,

系统研究交变

形变条件下晶内滑移及晶界的作用
。

包括 4项 内容
:
( l) 交变形变历史对疲劳裂纹扩展的作用

;

( 2) 晶界区的协调形变及交变形变特征及其对裂纹萌生
、

扩展的作用
; ( 3) 交变形变损伤的过程

及其表征
; ( 4) 交变形变在体心金属的表现及其在裂纹产生及扩展中心的作用

。

5
.

复相材料的疲劳断裂过程和机制的研究

由金属研究所及西安交大承担
。

采用双相
、

三相钢和其它两相组织的典型复相材料
,

通过

研究相的特性
、

含量
、

尺寸
、

形态和分布对循环形变特征
、

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影响
,

了解显微组

织 (特别是相和相界 )特征与疲劳行为之间的关系
,

通过改变显微组织
,

改善疲劳性能
。

包括 8项

内容
:
( l) 循环形变硬化或软化宏观规律和微观过程

; ( 2) 各组成相和相界以及晶界在疲劳断裂

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 ( 3) 双相和三相组织在疲劳过程中的位错组态的变化和发展

。

( 4) 疲劳

裂纹扩展门槛值和裂纹扩展规律
; ( 5) 复相材料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机制图

; 〔6) 双相材料循环

形变的力学分析
; ( 7) 双相组织在腐蚀介质中的疲劳断裂特征和规律

; (8 )理论归纳与物理模型

的建立
。

6
.

表层组织和状态对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作用机理的研究

由西安交大
、

金属研究所承担
。

力图在疲劳强化因素中分离残余应力和组织变化的作用
,

研究它们在交变载荷下的变化规律及对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影响
。

包括 3项内容
:
( l) 在预应

力形变强化或预应力切削时
,

研究分离残余应力的作用
; ( 2) 应用减薄法单独研究不均匀硬化

组织在疲劳载荷下的行为
; ( 3) 探索穿透短裂纹的监测及标定方法以研究疲劳裂纹在强化层中

早期扩展行为
。

7
.

缺口件的低周疲劳裂纹形成及扩展和材料循环特性的研究

由力学研究所
、

清华大学
、

北京科技大学共同承担
。

着重从宏观方面研究缺 口件的低周疲

劳裂纹形成及扩展规律
,

是一个重要工程问题
。

包括 5项 内容
:
( 1) 材料在单轴应力下的循环特

性
; ( 2) 缺 口件的应变场和超载

,

载荷次序对疲劳裂纹形成和扩展的影响
; ( 3) 材料在复合应力

下循环特性
; ( 4) 应力集中件在复合加载下裂纹形成的研究

; ( 5) 材料在谱载下的疲劳特性及累

积损伤
。

第三方面— 氢致开裂

设 3个子课题
,

由金属研究所
、

清华大学及北京科技大学分别承担第 8
、

第 9及第 10 课题
。

8
.

氢在金属中的基本行为

研究与金属的氢致开裂密切有关的金属中氢的基本行为
。

包括 3项 内容
:
( l) 氢的应变场

;

( 2 )氢对键合力的影响
; ( 3 ) 氢陷阱

。

9
.

氢致开裂的规律及控制

研究氢致开裂规律及特征参量估算
,

并针对重要 实际问题分析预防措施
。

包括 3项 内容
:

( l) 典型组织结构材料的氢致开裂规律及新型抗氢材料的研究
; ( 2) 不同应力状态下的氢致开

裂规律及特征参量的定量估算
; ( 3) 表面改性对氢致开裂的影响

。

1 0
.

氢致开裂机理的研究

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
,

发展和完善氢促进塑性变形从而导致氢致滞后断裂的理论
;
深入研

究各种形式断裂的物理及数学模型
。

包括 5项内容
:
( 1) 氢促进塑性变形的研究

; (2 )氢促进解理

断裂的研 究
; ( 3) 氢致沿晶断裂的机理

; (4 )氢促进韧断的机理
; ( 5 )氢致塑性变形导致开裂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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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机理
。

三
、

主要研究成果

本项 目自1 9 87 年1 月起执行至1 1 9 9 年底结束
,

共获部委级以上奖励 12 项
,

其中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一项
,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
,

中科院
、

教委和冶金部级二等奖六项
、

三等奖

三项
、

四等奖一项
,

还有八项通过了鉴定
。

发表 (包括 已接受的 )论文 3 69 篇
,

其中国外学报 68 篇
,

国内一级学报 1 16 篇
,

专著两本
。

应邀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七次
,

主持国际学

术会议二次
,

还开展了三项国际合作研究
。

培养了一批研究生
,

其中已毕业的博士生 30 名
,

硕士

生 71 名
,

在读博士生 13 名
,

硕士生 17 名
。

此外
,

通过研究还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中青年科技人

才
。

验收组认为
, “

本项 目的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某些方面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
。 ”
现将主要的三个方面介绍如下

:

1
.

静载断裂 (第 l至第 3子课题 )

在国际上开辟 了弹塑性材料裂纹顶端高阶渐近场研究的新领域
,

研究结果为双参数断裂

准则和韧性三轴张力相关曲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

在国际上首先进行了异质场界面裂纹顶端弹

塑性渐近场和高阶渐近场的系统研 究
,

揭示了异质场界面裂纹顶端区域位移场交叉匹配的物

理本质
,

对理解和控制复合材料的界面力学行为
,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对可压缩弹塑性材料的

定常扩展裂纹渐近场的研究结果
,

澄清了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
。

提供了清晰的铝单晶薄膜

试样 I 型裂纹顶端无位错区 ( D F )Z 渐近场及断裂过程扫描电镜在位观察的物理图象
。

关于细观缺陷与断裂过程的关系
,

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 1) 微空洞 采用声发射监测与微机控制定位技术
,

测得球化的20 号碳钢一级微空洞形

核应变为 0
.

02
,

二级微空洞的形核应变为 0
.

04
,

两级微孔洞的交互作用使弹性模量急剧下降
,

在低周疲劳中由循环硬化转为软化
。

除滑移可形成微空洞外
,

也可在形变孪晶的相界面上形

成
;
对于钦合金的超塑成型的研究结果发现

,

微孔洞的长大受塑性应变控制
,

而不是应力作用

下的扩散控制
。

采用大变形有限元方法
,

计算了两级空洞交互作用
,

获得与实验结果相符合的

结果
。

(2 )剪切带 利用 S EM 动态拉伸
,

细致地观察了脆性材料及纯铝 中剪切带的形成和扩

展行为
,

并进行 了力学计算
。

计算结果表 明
,

平面应变条件最易激发剪切带形成
。

对剪切带内速

率扰动分布
,

扩散型数值解表明
,

一维和二维方法所确定的剪切带分叉的临界值是一致的
。

( 3) 裂纹顶端 区 采用 T EM 动态观察
,

证实了裂纹顶端无位错区 ( D F )Z 的存在
,

并比

较了
a
相及 y 相中 D F Z 的区别

。

采用 10 微米方格网络测量了 eF
一

3% iS 及镍单晶的裂尖形变

场
,

证实了氢能促进塑性变形及降低 K
: 。

从我国
“
六五

” 、 “
七五

”

期间研制的微合金化钢
、

双相钢
、

低合金高强度钢和耐寒高强度钢
,

以及重大生产问题中提炼出的三个具有共性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如下
:

( l) 采用 T EM 的静态和动态观察
,

研究了 1 0n m 超细粒子对位错及位错胞结构的影响
,

这

对理解微合金化钢的强化及韧化机制
,

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

( 2) 复相材料微观组织的优化设计
。

在微观断裂机制和宏观力学分析结果的指导下
,

建立

了性能与组织结构参量之间的表象方程
,

进行优化设计
。

( 3) 显微组织对钢的低温脆性的影响及机理
。

建立了解理断裂应力与解理断裂单元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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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式
;提 出了解理断裂 的临界条件和解理 启裂源的位置

;
研究了材料韧性分布的物理

一

数学

模型
,

建立了临界温度的可靠性模型
。

以上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
,

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2
.

疲劳断裂 (第4至第7子课题 )

( 1) 晶体学研究 采用铝单晶及双晶的精确实验
,

证明了交变形变累积损伤
;
单晶实验

结果表明
,

裂纹顶端的切应力及对应的交变滑移对裂纹扩展起了主要作用
,

而正应力分量通过

撕裂机制促进了裂纹扩展
;
大晶实验结果指出

,

晶界区由于形变不协调
,

易于出现裂纹
;
提出非

均质晶体塑性变形 的晶体微观力学模拟
,

导出塑性本构方程
,

编制了计算程序
,

并用此模型研

究了晶粒度及双晶间位向差的影响
,

其结果与实验能满意地符合
。

( 2 )复相材料研究 在系统地研究了铁素体 /马氏体 (F + M )
、

铁素体 /马氏体 /奥 氏体

(F + M 十 A )
、

低碳马氏体 /贝氏体 (L C M 十 B) 三种复相组织的循环变形以及疲劳裂纹萌生和

扩展行为的基础上
,

提出了物理模型和机制图
。

其 中新的发展和发现有
:

否定了 (F 十 M )组织

中当 V ,
大于 30 %时只出现循环软化的国外报导

;
首次在一个广阔的 V

二

范围 (5 %一 82
.

5% )

内建立起 V 。

与门槛值 △凡
*
的关系

;提出了复相组织的循环形变中存在物理硬软化和力学硬

软化两个过程
;
发现疲劳门槛值 乙K

ht
与断口分形维数 D

;

存在线性关系
;
揭示了循环形变后的

饱和位错组态与循环应变幅的关系及界面的影响
;观察到了奥氏体在疲劳形变中诱发成马氏

体
,

对疲劳断裂造成有害影响
。

研究中提出的三个物理模型
,

即双应力模型
,

疲劳门槛模型和 I

型位移下粗糙度诱发闭合模型
,

都是基于 自己的实验结果
,

是对前人工作的发展和推进
。

( 3) 表层组织和状态的研究 首次实现小缺口 X 射线残余应力测定
,

测得的数据可解

释文献上不同强度材料的缺口残余应力分布规律
,

解释了国外报导的缺 口疲劳强度高于光滑

件的实验现象
;
首次发现材料表面屈服限和光滑疲劳限相等的规律

;
首次发现不同低硬度材料

在周期载荷下残余应力松弛和组织软化不同
,

是和材料的硬化系数及层错能有关
,

并从微观结

构上作了解释
;
首次计算了残余应力场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

其预测值与实验值符合很好
。

(4 )应变集中的工程材料研究 本研究获得了高水平
、

有特色的成果
:

材料在复合应力下的循环特性
。

解决了拉
一

扭非比例这一难度很大的试验技术 问题
,

系统

地研究了复合应力下应变路径应变历史对材料硬化软化规律的影响
,

为建立非比例加载复合

型本构关系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实验结果
。

超载对应变集中件疲劳寿命的影响
。

系统地进行了不同超载比及不同超载次数的超载实

验研究
,

对拉
一

拉疲劳得出有益的结果
。

通过计算模拟孔边应变分布和应变循环
,

从应变硬化的

角度解释了实验现象
。

材料在谱载下的疲劳特性及累积损伤
。

提出材料在随机载荷作用下的一个疲劳损伤计算

公式
,

该公式改进了国外已有的方法
。

应变集中件在复合加载下裂纹形成的研究
。

提出了拉
一

扭复合应力作用下
,

薄壁 圆管裂纹

形成的控制参量和寿命及开裂位置的关系
,

给出了相应判据
。

3
.

氢致开裂 (第8至第 10 子课题 )

在金属中氢的基本行为方面
,

获得如下重要成果
:

( l) 首次实验发现在加载奥氏体不锈钢裂纹尖端存在氢富集的双峰
,

并提出了相应模型
。

( 2) 氢对键合力影响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

用多种方法在多种材料中实验确认了氢可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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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断规律及机理研究的进展

低原子 间结合力
,

并对其物理本质进行了研究
;

( 3) 实验确证了氢应变场的非球对称性
,

氢在
a 一

F e
中为四方应变场

,

并测出了其应变场分

量
,

这对阐明氢致
a 一

F e 开裂机理
,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

(4 ) 氢扩散和氢陷阱研究的重大进展
。

提出了氢扩散方程的新形式和新的理论处理方法
,

系统地研究了合金元素和结构缺陷 (点缺陷
、

位错
、

晶界 )对氢的陷阱效应以及交互作用的大小

和性质
,

深化了对氢扩散和氢陷阱的规律性认识
。

在氢致开裂的规律及控制的研究中
,

获得如下重要成果
:

( l) 系统地研究了 a( 十为双相不锈钢
、

铁基
、

钻基和非晶态合金
、

F e 一

iN 奥氏体合金
、

iT
3

IA

+ N b 和 IT A I金属 间化合物的氢致开裂规律
,

既为氢致开裂机理的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
,

也

为提高不同类型金属材料的抗氢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

( 2) 系统地研究了不同类型不锈钢在不同加载类型下氢致开裂的规律
,

首次提出了 l 型和

皿型加载条件下氢致开裂的特性
。

系统地研究了高强钢在气体 H
: 、

高温水蒸汽
、

高温水和高温

H
Z
S 气体等环境中

,

氢致开裂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和裂纹扩展速率与温度和压力关系
,

建立了

一些特征参量半定量估算公式
,

较已发表的工作有较大的发展
。

( 3) 工程中重大氢致开裂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

在材料氢致开裂规律性的基础上
,

研究了长

期未能解决的半导体外引线断裂机理和控制
,

及中碳非调质钢的白点等问题
。

弄清了外引线断

裂及白点形成全过程
,

揭示了其影响的诸因素
,

提 出了工程上解决的技术措施并在生产中得到

了证实
,

解决了工程中实际问题
。

具有较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在氢致开裂机理的研究方面
,

取得如下重大成果
:

( 1) 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证明氢能促进位错的增殖和运动
。

用多种实验方法 ( 电镜原位拉

伸
,

大试样表面观察
,

氢对室温蠕变影响 )证明氢能促进局部塑性变形
。

由于氢在位错周围形成

气团且能跟着位错一起运动
,

它使位错应变能下降从而使开动位错源所需外应力降低
,

即氢能

促进位错增殖
。

在外力作用下螺位错周围的气团将变成非球对称
,

从而就有一个附加力作用于

位错
,

它将协助外应力促进位错的运动
。

( 2) 首次提出氢促进局部塑性变形而导致解理断裂的两个新机理
。

对体心立方材料
,

带氢

位错反应而形成解理裂纹核
,

氢将进入而产生氢压
,

它将协助外应力使形成稳定核所需的临界

塞积位错数下降
。

因此
,

在其他滑移系开动 (裂纹钝化而韧断 )之前
,

氢致解理裂纹核就已稳定

并能扩展
,

从而引起氢致解理
。

对其它金属
,

由于氢使位错源 启动的摩擦力降低
,

氢气团存在所

引起的附加力以及氢降低键合力
,

位错易于达到临界塞积状态
,

从而氢致解理裂纹在低应力

下
,

就能形核和扩展
。

( 3) 首先从理论和实验上证明纯剪应力能引起氢致滞后开裂
。

高强钢的氢致 班型裂纹沿
4 50 面

,

这是剪应力作用下非球对称畸变的氢 向4 5
“

面富集的结果
。

而低强钢的氢致裂纹却沿 。
。

面
,

这是氢促进室温蠕变的结果
。

( 4) 澄清了氢在阳极溶解型应力腐蚀 中的作用
。

氢和应力协同地促进应力腐蚀
,

但不起控

制作用
。

( 5) 提出了氢致白点准解理断裂及氢化物断裂机理
。

四
、

建 议

从断裂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
,

高技术和新工艺的引入
,

新材料的采用
,

复杂工程的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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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能源的开发
,

必然会引入新的断裂问题
,

从而推动断裂学科的进展
。

科学技术发展到 了 90

年代
,

对可预见的新的断裂问题进行深入而同步的研究
,

这将为发展新材料
、

新工艺
,

开辟新的

应用领域提供理论基础
,

避免或减少断裂事故所导致的损失
。

因此
,

建议继续支持
“

断裂
”

的基

础性研究
,

这是投入少
、

产出大的科技领域
。

断裂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应与
“

攻关
” 、 “

高技术
”

等国家的科技规划协相衔接
,

强调共性和基

础性
,

其内容是其它规划所无法覆盖的
,

而研究成果应尽可能被引用
。

因此
,

建议将
“
金属材料

”

扩 展到
“

材料
” ,

特别是
“

无机材料
” ;
将研究内容加以扩展进而包括具有广泛意义的

“
界 面断

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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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管理工作会议

— 表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 9 9 2年 12 月 16 日一 18 日在北京首次召开了全 国性管理工作会

议
。

会上表彰了一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

来自全

国科学基金主要申请单位
、

科技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管理干部 3 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

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

浙江大学校长路 甫祥
、

北京农业大学科研处处长白玉 良等 6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在

大会上介绍了几年来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
,

引起与会代表的很大兴趣
。

会议还

分组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

会议期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负责同志向各位代表介绍了即将实施的

各项管理办法
,

并且对即将开始的 1 9 9 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受理工作做了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