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期 王光雍
:

结合我国 自然 条件的基础性研究列入基金重大项 目具有熏要意 义 2 99

5 基础研究应不断地促进向实用化迈进

勺由储
’ ,

项 目办公室最近分析 了近两年的研究进程
,

认为项 目的性质是属于基础性研究
,

面

向油气工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

目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方法应用上都 已见到了明显效果
。

为全

面反映
“

油储
”

项 目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
,

应创造条件促使
“

油储
”

成果逐步向应用转化
。

为此
, “

油储
”
项 目办公室近 日下设工作小组

、 进行各课题之间的协调
,

与大庆油田现场的

沟通及处理与解释使用计算机及实际数据提供等的日程安排
。

目前从应用角度看
, “

油储
”

项 目

一些课题的成果在实用化过程中促进了理论工作的深化
,

而许多理论研究成果的一些方法和

思路也能直接与当前应用中急需的环节接 口
。

这无形中加强了研究与应用的衔接
,

紧密了相互

沟通
,

也直接产生了计划外的应用效应
。

因此
,

为贯彻项 目中评估会议的精神
,

切实完成此项目

工作
,

是十分必要的
。

总而言之
, “

油储
”
项 目是一个庞大的科技系统工程

。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今天
,

这无疑是一

个具有相当规模的
,

有较完整体系的
,

多方面的大胆尝试
。

从项 目中评估会议上
,

已见到一批有

一定份量的成果
,

预期最终会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

考虑到研究和实用化均需一个周期
,

因此
,

应在
“

九五
”
期间从以下两方面考虑其延拓

。

一方面应及时将
“

八五
”

期间已取得可实用的结果
,

在
“

九五
”

期间继续以
“

油气储集定量描述的地球物理方法
、

技术及软件系统
”
(简称油储软件系

统 )转入攻关项 目立项
; 另一方面随

“

油储
”
项目研究

“

八五
”
取得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

,

继续支

持震 电效应
,

波场奇性
,

元胞 自动机
,

基于地质模型的三维叠前深度偏移及介质速度精细成像

等基础性研究
。

笔者相信这样的研究将有力地支撑所面临的未来科技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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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自然条件的基础性研究列人基金

重大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王光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3)

国家经济建设离不开材料
,

材料在使用过程 中受环境介质的化学
、

电化学
、

或与物理因素

的综合作用而引起性能下降
、

变质
,

直至损坏的现象称为材料的
“

腐蚀
” 。

材料腐蚀给国家带来

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在 60 0 亿人民币以上
。

大部分材料都在自然环境 (大气
、

水
、

土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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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因此
,

材料在自然环境作用下的腐蚀损坏最普遍
、

最常见
,

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亦最大
。

在国家建设中要预防和控制材料在 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腐蚀损坏
,

首先
,

要认识自然环境的腐蚀

性及其影响因素
,

其次要掌握各类材料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耐蚀特性及其变化规律
。

这就需要

开展材料
一

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基础性研究
。

工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

早在本世纪初就通过材料在自然环境中长

期的暴露试验
,

积累了大量的腐蚀数据
。

以此为依据制订了材料防腐蚀的规范与标准
,

为开发

耐腐蚀新材料
,

合理用材
,

节约用材
,

延长设备与构件的使用寿命
,

保证安全生产作出了贡献
。

因此
,

材料在工业环境 中的腐蚀数据可以参照与引进国外的数据
。

但是由于各国自然环境差别

很大
,

材料在本 国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腐蚀数据
,

无法引进
,

我国也只有依靠自己
,

通过材料长期

的环境暴露试验进行积累
。

因此
,

材料在我国自然环境 (大气
、

海水
、

土壤 )中的腐蚀数据积累及

其规律 的研究是 国家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试验研究工作
,

也是国情研究

的重要 内容之一
。

根据专家建议
,

国家科委推荐
,

通过同行专家的评议与论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先

后把
“

材料在自然环境 (大气
、

海水
、

土壤 )中的腐蚀数据积累及规律研究
”
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
七五

”

与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通过这一项 目的成功实施
,

笔者认为
:

1 我国地域辽阔
,

自然环境复杂
,

要认识与掌握我国自然环境的腐蚀性和常用材料耐环境腐

蚀的特性及其变化规律
,

需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常用材料
,

在我国典型的 自然环境中建立试验

站
,

进行长期的暴露试验和系统的观察
、

测试与分析
。

这种时间长
、

规模大
、

多学科的基础性试

验研究
,

一个部门
、

一个单位很难组织与实施
,

只有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通过国家

科委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组织才能实现
。

该项 目组织了中科院
、

机械部
、

冶金部等

n 个部门
、

16 个研究单位
,

有 2 00 多位高
、

中级科技人员参加的跨部门
、

跨地区
、

多学科的联

合试验研究
。

根据试验研究任务的需要已建立典型的大气
、

海水
、

土壤环境腐蚀试验站 34 个
,

投放了六大类常用材料
、

3 53 个品种
、

共 9
.

3 万多个试件
。

暴露试验的环境类型多
、

面广
,

占我

国大气
、

海水
、

土壤环境主要类型的 60 %以上
,

试验周期
:

大气 20 年
,

海水 16 年
,

土壤 30 年
。

这样大规模的基础性试验研究工作国内从未有过
,

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

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
。

2 这类项 目的试验研究需要投入的经费较多
,

而我国目前在基础研究方面能投入的经费有

限
,

因而要把国家的需要与部门的需要结合起来
,

把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长远需要和当前需

要结合起来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联合资助
。 “
七五

” 、 “
八五

”

期间
,

本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投入为 5 00 万
,

有关各部 门在试验站
、

试验设施的建设与维修
、

试验运行
、

人员配备等方面的

匹配与投入
,

据初步统计
,

在 10 0 0 万元以上
,

这样使有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挥了更大作

用
。

通过
“
联合资助

” ,

成立项 目协调领导小组
,

加强了项 目的管理
,

有利于提高项目质量
,

还能

促进成果的应用与转化
。

3 八年来在有关部门
、

研究单位和全体参试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

克服了很多困难
,

取得了

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成果
, “
七五

”

工作验收时得到了评议专家一致的肯定
,

该项 目和所属课题

组的
“
七五

”

阶段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9项
。

按国际标准建成的 34 个环境腐蚀试验

(网 )站
,

现已成为我国材料环境腐蚀的试验基地
;
通过前三个周期试验取得的 30 多万个腐蚀

数据
,

填补了国内空 白
,

使我国初步掌握了典型大气
、

海水
、

土壤环境的腐蚀性
;
材料腐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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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面上基金项目组织重大
、

重点项目的建议 3 0 1

已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钢结构和钢质管道的防腐蚀设计
、

新型耐候钢和聚氨脂涂料的研

究开发
、

电缆防护标准的制订以及生产工艺的改进等
;
项 目组制订 的

“

材料环境腐蚀试验方法
”

已列入国家标准
,

进行推广应用
。

已获得的大量腐蚀数据
,

还 为今后我国 自然环境腐蚀性预测
、

材料腐蚀率
、

腐蚀行为及材料使用寿命预测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依据
。

实践证明
,

结合我国 自然条件的基础性试验研究工作
,

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争取有关部门的联合资助
,

组织跨部门
、

跨地区多学科的联合试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这对促

进我国科技进步
,

促进基础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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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面上基金项目组织重大
、

重点项 目的建议

靳达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3)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下称基金委 )成立以来
,

形成了对基础性研究实行面上
、

重点
、

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的资助格局
,

科学基金的大部分用来支持自由申请
、

即面上的项 目
,

同时也

支持一批处在学科发展前沿的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重点和重大项 目
。

科学基金制的出现
,

特别是基金委的成立
,

使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增添了活力
,

科学家的

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

取得 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可以说
,

基金委在面上项 目

的资助模式上为国家调控基础性研究
,

对于量大面广的一般基础性研究的资助提供 了比较成

功的经验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
、

重大项 目也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

但管理模式上始终没有

找到一种 比较理想的方法
。

由于 目前重大
、

重点基金项 目
,

对科学家及其研究单位
,

有着比面上

基金项 目更特殊的地位
,

因此倍受青睐
,

甚至在一部分人心 目中完全扭曲了重大
、

重点项 目设

立的 目的
。

加之过去资助的重大
、

重点项 目中尚没有像面上项 目那样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制应有

的作用
,

因此
,

人们不难发现以前的重点
、

重大项 目中或多或少存在着
“

创新性不强
” 、 “
学科交

叉困难
,

课题间缺乏有机联系形成拼盘
” 、 “

平均资助强度低
” 、 “

学术带头人老年化
” 、 “

有些课题

明显地成为某些建议人的项 目
” 、 “
组织项 目中的鱼 目混珠现象

”
和

“

难以进行评审
”

等等问题
。

因此
,

如何完善重大
、

重点项 目的资助模式是函待解决的问题
。

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
、

重点项 目应该不同于政府的直接拨款制
,

应能发挥科学基金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