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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纵横
·

“
八五

”
重大

、

重点基金项 目的实践与启示

朱志文 于 最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10 0 0 8 3)

〔关键词 ] 重大
、

重点项 目
,

管理实践

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能源与资源
、

环境与灾害
、

地球及其外围空间 3 大

主题开展科学研究
。

为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
,

减轻灾害
,

保护和改善环境
,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

提供知识储备和决策依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经
“

七五
” 、 “

八五
”

的实

践
,

重大
、

重点项 目的管理 日臻完善
,

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

但具体到每个学部
、

学科组可能

各有所长
,

彼此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

本文拟重点叙述我们体会最深 的几点认识
。

为简明起

见
,

表 1 中列出
“

八五
”

期间重大
、

重点基金项 目的基本概貌
,

便于文中对照
。

表 1 “
八五

”
期间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皿大

、

重点项目概况

项 目类别 项 目名称 基本特点 研究期限 (年 ) 项 目负责人 项 目简称

重大项 目
新分支学 科

、

与 国际 同步
、

多

学科交叉
、

紧密结合国家 目标
99 2一 199 6 刘光鼎 油储

币大项 目
重 大 国际前 沿

、

与国 际 SET P

计划接轨
199 3一 199 7

魏奉思

张柏荣
日地

重点项 目 配合国际减灾十年计划 19 92一 199 4 陈 顺 地震灾害

重点项 目 参加 GG T 计划
、

有地域特点 19 93一 19 9 5 吴功健 地学断面

重点项 目
G PS 在地学 领域 的应 用

、

国际

瞩 目的热点地 区
19 93一 199 7 宋成骤 G 】飞

重点项 目 立典性的基础研究 9 94 一 199 7 朱 日祥 古地磁

主不壬基金

陆相薄互 层油 储地球 物理理

论和方法研究

日地 系统 能量 传输 过 程 的研

究

十年 尺度 中 国地震 灾 害损 失

预测研究

格尔木
一

额济纳旗地 学断 面综

合调查及地球动力学研究

青藏高原 地壳 运动与形 变 的
G PS 研究

中国显生 宙古 地磁 极移曲线

的建立与地块运 动研究

中美喜马 拉雅 和西 藏高 原深

地震 反射 剖面 试验 与综合研

究 (按重点项 目管理 )

中外 瞩 目的国际合作项 目
、

热

点地区
199 1一 199 3 赵文津 IN D E PF H

1 选题的依据

重大
、

重点项 目基金 5 年一个周期
,

在新周期来临之前是专家思维最活跃时期
,

重大
、

重点项 目建议书接踵而来
,

这是值得欣慰 的事情
,

它表 明广大专家对科学基金事业的关心和

支持
,

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热情
。

众所周知
,

立项的过程始终坚持贯彻基金制的
“

依靠专

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原则
,

什么样的建议能够被确立
,

根据
“

八五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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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实践
,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选题的客观依据
。

1
.

1 国情

基础研究大致有两种功能
,

一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

二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功能
。

两者

相辅相成
,

即科技发展能够解决国家经济
、

社会发展中急需的重大科学问题
,

国家的需求也

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
。

因此
,

国情之一就是
“

国家 目标
” 。

围绕 国家 目标制定

科技政策
,

引导我国基础研究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20 世纪以来
,

科技水平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
。

各 国政府无不根据 自己 的国情制

定科技发展的战略
,

所 以
,

国情之二就是科技政策
。

我 国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明确地制定相

应的科技政策
,

如体制改革 时
,

小平 同志指 出
,

我们的经济体制应该是促进科技进步 的体

制
,

科技体制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
。

这是一种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机制
,

这一结合

的重要标志是科技成果更快更多地进人经济领域
。 “

八五
”

期 间
“

油储
”

重大项 目也就是根

据这一指导方针所作的一次大胆尝试
。

这一实践符合科教兴 国的战略
。

国情之三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
,

基础研究投人的强度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

平
,

我国虽然近年发展迅速
,

但整体上还属于发展中国家
,

科技投人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

距
,

对基础研究 的支持十分有限
,

所以
,

在遴选项 目时
,

必须抓关键
,

抓重点
,

集 中有限 目

标
,

瞄准 国际水平
,

力争有所突破
。

我们 围绕青藏高原地球 动力学问题设立的地学断面
、

“ GSP
”

和
“

NI D E盯H’
’

3 项体现了上述思想
。

国情之四就是我国的科技水平
,

包括科研队伍的现状
,

科研的基础条件
,

基础研究已取

得的成果
,

信息的积累
,

知识的储备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
,

这也是确立支持一个重大重点项

目要考虑的诸多方面
。

可以说大多数重大
、

重点项 目的确立都是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

有 的

是面上项 目发展起来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自成立 以来
,

就注意抓住苗头连续资助
,

瞄准方向
,

组织系列项 目 (或叫集团军 ) 去打攻坚战
。

凡是一个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常常是一

批科学家在稳定 的科研方向上坚持长期的锲而不舍的
“

接力赛式
”

的研究结果
。

1
.

2 创新性
“

创新
”

对基础研究而言就是生命
。

没有创新性的思想
,

就不会有创造性 的成果
。

专家

们常反映年复一年的观测记录
、

考察
、

测量等
,

资料成堆
,

来不及仔细分析
、

推敲
,

甚至有

的资料束之高阁
,

多年不动
。

虽然有了十年
、

几十年的资料积累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理论成

果
,

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想象和创新性 的思维
,

仍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

选择课题立项难度

较大
,

难就难在创新性上
。

所以
“

创新
”

是选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客观依据
。

1
.

3 优势与特点

我们不能单纯模仿
、

跟踪别人
,

或论证外 国人的理论
,

这是远远不够的
。

如果我们不能

在学习和采用世界先进理论和技术的同时
,

发展和创立 自己 的理论
,

那就永远落后于人家
。

我们有没有优势
,

有
。

近年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产出了一批优秀的理论成果
,

在世界上有一

定影响
,

外国人主动找上 门来愿意和我们搞合作交流
。

在这种基础上
“

八五
”

确立了
`

旧地

系统能量传输过程的研究
”

重 大项 目
。

同样
,

确立 了
“

十年尺度 中国地震灾害损失预测研

究
”

重点项 目
。

在地学研究领域我国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

如人所共知的青藏高原
, “

八五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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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青藏高原有关的重点项 目就有 3项
,

如
“

地学断面
” 、 “ GPS

”

和
“

NI D E rP H
” 。

这是
“

八

五
”

期间
,

地球物理学科资助的重点方向
。

综上所述
, “

八五
”

期间重大
、

重点项 目有如下特点
:

( l) 基础研究面向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大科学问题
,

如
“

油储
”

重大项 目
。

( 2) 突出国际前沿
,

并与国际 S住 P 计划接轨
,

为未来空间环境 的预测打基础
,

如
`

旧

地
”

重大项 目
。

( 3) 参与国际地学断面计划
,

第一期成果在国际会议上作 重点展 出
,

有地 域特色
,

如
“

地学断面
” 。

( 4) 国际关注的热点
,

新技术 G SP 在地学领域的应用
,

如
“ G PS

” , “

NI D E盯H’
, 。

( 5) 立典性 的基础研究
,

为研究 中国大陆构造演化
,

乃至全球构造
,

建立 中国大陆三大

主要块体的古地磁极移曲线
,

如
“

古地磁
”

项 目
。

( 6) 发挥我国研究的优势和特色
,

争取一席之地
,

如
“

地震灾害
”

重点项 目
。

2 尊重科学发展规律

2
.

1 战略性

基础研究战略性 的内涵具有超前性
、

导向性
、

政策性和以局部带动全局的特点
。

在制定

战略时应该注意到学科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整体水平的制约
,

只有考虑到上述

因素
,

所制定的学科发展战略才能得以实施
,

并产生 良好的效果
。

显然
,

学科的发展除了必

须遵循其内在的规律外
,

还必须考虑技术
、

经济
、

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
,

在尊重科学发展规

律的前提下
,

处理好学科 自身发展与国家 目标的关系
。

“

八五
”

期间重大
、

重点项 目在选题
、

布局
、

学科结构上较充分地考虑 了近期发展战略

目标 ( 5一 10 年 )
,

如
:

《空间物理学》 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中提 出
,

用大约 5一 10 年的时

间
,

建立初具规模 的中低纬地面及低层大气的综合探测网
,

初步建立有我国特色的 日地系统

能量传输过程研究的综合性理论体系
,

在几个有基础的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空间环

境的监测与预报初具规模
,

进人实时预报的初级阶段
。 “

八五
” 、 “

九五
”

连续设立两个空间

物理的重大项 目紧密地结合了学科发展战略 目标
,

也尊重 了当前学科 的发展方向
,

如
“

空间

天气学
”

是一个崭新 的领域
。

从学科布局上看 (见表 1 )
,

内容包括能源资源
、

空间环境
、

地震灾害及地球结构与动

力学
,

既有学科的覆盖面
,

又突出了学科发展的重点 ; 既结合了国家任务
,

又瞄准了国际前

沿
,

可以说布局基本是合理的
。

2
.

2 系统观

当代地球科学正向更大深度和广度发展
,

由于系统论 的引进
,

人们思维跳 出了原来 自已

研究的小领域
,

用大系统的观点研究问题
,

看待事物之间的联系
、

作用和影响
,

并逐步形成

体系
,

如
:

地球系统
,

这一系统由固体地球 (地壳
、

地慢和地核 )
、

水圈
、

气 圈和生物圈组

成 ; 日地系统
,

由太阳大气
、

行星际
、

地球磁层
、

地球电离层
、

热层和中层大气组成
。

当前

世界关于全球变化的研究
,

国际上 的 STE P 计划等都是基于这种思维提出的
。 “

八 五
”

基金

支持的
`

旧 地
”

重大项 目就具有这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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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综合性

综合性首先表现在学科间的交叉渗透
,

当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 已经发展到了这

样的程度
,

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
。

综合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科学

与技术的融合
,

或者理论与实验的结合
。

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

这在
“

八五
”

两个

重大项 目中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

综合性还表现在跨学科
、

跨领域 的结合
。

如
“

八五
” “

地震

灾害
”

的重点项 目
,

除了运用地震学
,

还要结合社会学
、

经济学等
。

3 组织与实践

3
.

1 与企业联合资助的实践与效果

针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迫切需求和我国主力油 田已进人开发的中晚期
,

我国科技界围绕石油天然气勘探和提高采收率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

涉及学科众多 (数

学
、

地震学
、

电磁学
、

放射性
、

岩石物理和实验科学等 )
,

力量分散
,

由于缺少现场试验 的

支撑条件
,

有些成果难以得到验证和实用化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注意到将现有的研究

力量用基金协调组织起来
,

与企业界联合支持是可能的
。

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
,

会同中国科

学院
、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

大庆石油管理局
,

于 19 92 年设立并联合资助了
“

油储
”

重

大项 目
。

40 个单位的 5 00 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
,

历时 5 年联合攻坚
,

解决了我国油气勘探与

开发中需要解决的部分重大科技难题
,

取得 了重要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成果
,

达到预期研究 目

标
,

19 97 年通过了专家验收
,

取得了科研与产业联合研究 的实践经验
。

( 1) 国民经济建设重大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需求
。

它是基础性

研究和产业密切结合的基础
。

( 2) 联合资助项 目是沟通学术界和企业界 的一个重要渠道
。

这样的项 目
,

使科学家能够看

到 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 ;使企业界充分认识到基础研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

(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起到了导向与协调的作用
,

协同科研与企业部门组织起跨

部门
、

跨学科的研究
,

并保持高起点
,

与国际前沿接轨
。

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各方面专家
,

形

成我国
“

油储
”

研究的高科技队伍
,

从而有利于本项 目的创新
、

交流及实用化进程
。

( 4) 在研究过程 中
,

创立了地球物理新分支—
油储地球物理

,

并培养了年轻的骨干力

量及学术带头人
,

同时带动了支撑技术的发展
,

形成 了理论
、

实验
、

应用
、

人才 4 种成果
,

最终在大庆现场留下的
“

科学实验基地
” ,

将能长期发挥作用
。

( 5)
“

油储
”

项 目的研究内容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

为此
, “

九五
”

又继续设立一个相关

重大项 目予以支持
。

3
,

2 调研与导向

调研对基金管理工作必不可少
,

其目的是掌握科研动态后
,

在遴选课题时做到心 中有

数
,

组织课题时起导 向作用
,

制定学科发展战略时抓住重点和关键
。

实践告诉我们
,

基金管理工作应采取主动式的工作方法
。

换言之
,

就是到专家中去
,

再

从专家中来
。

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
,

增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
,

真正起到宏观指导

和导向的作用
。

这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对我们的要求
,

多次和专家接触
,

几乎都要求讲一讲

最新的科技动态
、

基金的战略意图和布署
。

这种要求并不过分
,

实际也是很高的要求
,

我们

的发言
,

专家十分重视
,

实际是起一种导向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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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进展

通过
“

八五
”

重大
、

重点项 目的验收
,

可以把 7 个项 目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归

纳为下面 5 个方面
:

4
.

1 地展灾害预测

把复杂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引人中国地震活动性和十年尺度地震危险性的预测研

究 中
,

突出的进展是编制了国际上第一张十年尺度地震灾害损失预测图
,

研制 了与之相应的
“

地震灾害信息处理系统
” 。

在理论方法上的进展有
:

首先用定量方法估计了历史地震 目录中

各种震级的损失率
。

建立模拟地震活动性 的层次结构模型
; 利用十年尺度地震发生概率的空

间分布
,

提出十年尺度地震烈度发生概率的新方法
; 首先给出了 200 5 年我国 4 类建筑物易

损性动态矩阵和地震对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总体灾害及相应的模型 ; 运用研究的成果 与研制

的震害信息处理系统
,

预测 2 00 5 年前我国大陆各县市遭受地震直接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分布
,

并绘制成图集
。

陈额院士承担 的该项基金所取得的成果
,

获得 了 1 99 7 年国家科技进 步奖三

等奖
。

以上是集地震科学
、

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一体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

对定量灾害学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多次受到国际学术会议的关注
。

19 94 年 IA S以 I大会的决议之六中
,

充

分肯定了本项研究方 向和内容
,

并责成陈额院士为组长成立专家研究小组
。

4
.

2 中国大陆主要地块的历史重建

华北
、

扬子和塔里木块体显生宙古地磁极移 曲线 的建立是一项立典性的基础研究工作
,

对认识我国主要块体演化过程
,

对进一步研究 中国乃至东亚大地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

主

要进展是对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早古生代地层作了较为深人系统的研究
,

运用岩石磁学和古

地磁学综合研究方法取得了一批可靠性较强的
,

为国际同行认可的实验结果
,

促进 了我国岩

石磁学的发展
,

使三大地块的极移曲线建立在较为可靠的基础上
。

根据实验测试结果
,

对各块体的重建与演变作了分析
。

确定了华北块体在早古生代独立

的位于南半球 中低纬度地区 ; 扬子块体与冈瓦纳大陆关系密切
,

可能在晚奥陶世远离冈瓦纳

大陆
。

晚古生代
,

塔里木块体 以平移运动为主
,

但伴随有明显的顺时针旋转运动
,

直到晚三

叠世才与华北块体在纬向上的位置相近
。

西伯利亚与塔里木地块的拼合发生的二叠纪
,

而华

北与西伯利亚块体的拼合则是在晚侏罗世完成
。

扬子与华北块体的碰撞过程是先东后西
,

东

部的碰撞发生在晚二叠世 ; 西部闭合于晚三叠世
。

其后相伴北 向漂移
,

中晚侏罗世移到现今

位置
。

由于拉萨块体和印度次大陆与中国大陆碰撞拼合产生的力矩
,

使三大块体 自晚侏罗世

以来统一显示了约 2 00 的顺时针旋转运动
。

4
.

3 结合实际开拓油储地球物理学

我国主力油 田与国外大油田的最大差异是 以陆相储层为主
,

储层厚度小
,

岩性繁多
,

岩

相多变
,

其储层结构复杂
,

用传统的勘探方法很难奏效
,

其关键是提高对油气储层等的分辨

率
。

这是国际油储地球物理勘探中的重大科技难题
。

主要进展有 : 通过大量科学测试对天然

条件下大庆油气储层参数与地球物理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已基本查清
,

为利用地球物理方法

探测储层位置
、

空间变化和含油气性打下基础 ; 利用综合地球物理测井新技术
,

能划分厚度

仅为 3 Oc m 的油气储层
,

并为确定储层渗透率提供了新的方法
,

其 中水淹层测井解释 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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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 0口井 ; 利用三维偏移 和叠前深度偏移等新方法
,

正确地揭示 了复杂地质构造的面貌
,

特别是非线性地震反演理论的建立使地面反射地震追 踪大庆油气储层的分辨率提高到 s m
,

其中微分方程波阻抗反演在大庆已处理 l 万公里以上 剖面 ; 在储层地震参数空 间变化研究

上
,

建立 了多波勘探的反演
、

偏移理论和方法及相应地震处理解释系统 ; 储层描述的地震和

测井系统软件 已经投人使用
。

值得一提的是
,

研究进程中接纳博士后 n 人
,

培养博士 51 人
,

硕士 152 人
,

其 中直接

为大庆培养硕士 30 人
。

青年人多次参加美国 S E G 年会
,

引起 国外 同行的重视
。

4
.

4 青藏高原及其邻区岩石层构造及地球动力学

( l) 喜马拉雅地区深反射地震试验获得突破性成果

中美合作首次获得世界上最深的高质量 的 50 秒深反射剖面的信息
,

深化了对喜马拉雅

山深部构造的认识
,

发展了超深地震反射技术
,

丰富了深地震反射技术方法的理论基础和经

验
。

通过深反射信息取得以下五个主要发现
:

( a) 发现地壳中部 28 一k4 m 深处一组强反射带
,

命名为主喜马拉雅逆冲断裂带 ( M H )T ;

据此
,

提出了印度陆壳或下地壳沿此拆离带 向西藏地壳之下俯冲的新认识
。

( b) 喜马拉雅山脊处的荡拉及 以南帕里
,

M ho o 深度达 73 一 7 5k m
,

向北倾斜延伸 ; 在更

深部位还发现了第二莫霍面
。

(
C

) 在上地慢内的 犯一36
.

4 5 、

34 一41
.

6 ,

和 38 一 46
.

2 5 等处发现有延续较长 的同相轴
,

推测是岩石圈和上地慢内反射层 ; 岩石圈地慢厚约几十公里
。

( d ) 上地壳厚度大
,

达 30 一40 k m
,

反射图案十分复杂
,

表现为叠瓦状结构和陡坡结构
,

藏南滑脱系和叠覆增厚显示明显
。

( e ) 下地壳反射图案与上地壳不 同
,

表现为几个反射带短而平行
,

并有起伏和断错 的特

点
,

总体上显示了更多的塑性和流变性
。

以上成果赢得 国际同行的认可
,

1995 年 11 月 17 日发刊的美 国 《 Sic en ce 》 杂志 2 70 卷
,

刊登了该杂志副主编 J e ff er y M e vr is 撰文
,

以
“

正确合作可 以拯救生命和移动大 山
”

为题
,

介

绍 了该项研究的情况
。

( 2) 青藏高原北部邻区的岩石圈构造及地球动力学

通过对青藏高原北部邻区 (昆仑造 山带
、

柴达木盆地
、

祁连 山带
、

河西走廊盆地
、

北

山 ) 的综合调查和地球动力学研究
,

获得以下新认识
:

( a) 发现壳内 20 km 附近普遍存在低速层
,

南祁连地壳 巨厚 ( 74k m )
,

具有青藏高原 厚

地壳特征
,

而北山地壳薄平均 4 5 k m
。

( b) 通过近垂直反射地震 剖面发现
,

金塔以南 的宽滩山存 在一条隐伏大断裂
,

下切到

中
、

下地壳
,

推测为青藏岩石圈北缘的边界断裂
,

比过去认为北界在祁连山前断裂 向北推移

了数十公里
,

到了河西走廊盆地的内部
。

( C ) 将该区域划分为五个构造带和六个不同性质的地体
。

提出了印度板块向北 为主
,

西

伯利亚板块向南为辅的双向挤压 以及通过壳内滑脱和西侧逆冲推覆是本区大陆岩石圈变形 的

主要力源的地球动力学模型
。

( d) 根据国际岩石圈委员会统一要求编制了地学断面图
。

专家们认为
,

以上成果的价值和实际意义在于对十分复杂的青藏高原北界及其 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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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离散拼合的演化史
,

以及相关造山带的演化特征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和具有启发性的见

解
,

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动力状态
。

( 3) 青藏高原现代地壳运动与形变研究的新进展

全球定位系统 ( GPS ) 在地球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

其难度在于获得数据

的精度
,

经 19 91
,

19 95 和 19 97 年施测
,

单一观测时段解算 的基线重复性 为毫米级
,

在 4 0()

公里范围内两时段基线的重复性平均优于 5 毫米
,

平差后基线相对精度达 10
’ “
一 10

一 ” 。

首次采用了随机过程理论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对流层 折射延迟参数
,

把 G SP 相对定位的

高差确定精度提高了近一个数量级
,

并把这一技术引进 到 GAM IT 软件
,

进一步完善 了该软

件
,

大大推动了 G PS 测量在精密高程测量 中的应用 ; 在 G PS 网整体平差中提出利用 图论方

法进行 C PS 网预处理
,

大大提高计算速度 ; 在 自行研制的 G PS ADJ 3
.

0 科研版本 中
,

加人 了

消除不 同测区之间尺度和旋转的系统误差
,

提高了平差结果的实际精度 ; 首次在青藏高原采

用三维线弹性构造应力数值模拟方法
,

结合 G PS 复测数据求得 了青藏高原现今构造应力场
,

结果表明
,

压应力方向在喜马拉雅块体近正北方向
,

而北部块体为北北东
,

压应力轴倾角近

于水平
,

主张应力在高原中部近于东西 ; 三期监测结果定量地给出了青藏高原各地体运动速

率和方 向的清晰图象
。

该项成果的精确性和相对运动模型的准确性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赞赏
。

4
.

5 日地系统能 t 传输过程研究的重要进展

( l) 利用微波爆谱参数诊断 日冕磁场强度的新方法可提高估计精度近 10 倍
,

受到国际

权威学者 T
.

eT k ak u ar 等人 的肯定
。

特别是将边界元法引人太阳大气磁场计算
,

国际权威把

它列为目前国际上有竞争力的 5 种算法之一
,

并为 日本 国立天文台安装使用
。

( 2) 发现太 阳等离子体质量
、

动量流量的输出存在全球结构
,

太 阳磁场起控制作用
,

指

出太阳附近的磁盔一电流片磁结构对激波传播有偏转
、

会聚和阻碍作用
,

导致 日地系统响应

变化存在重要的
“

同一异侧效应
” 。

国际评价
: “

其结果对理解激波 的形 成和传播有重要影

响
” ,

在数值方法上首次实现了快
、

慢激波通过子午面磁盔一电流片位形 的向外传播
。

国际

权威学者 5
.

T
.

W
u 教授评价

: “

该小组在数值方法及数值解的精度方面作 出了重要贡献
” ,

“

对空间天气预报技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 。

( 3) 建立了不同行星际条件下高纬边界层整体重联结构模型
。

( 4) 首次给出了亚暴 电流体系定量分离方法
,

定量论证了
“

驱动过程
”

和
“

卸载过程
”

在亚暴

不同相位的贡献和特征
。

发现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尺度电离层行拢
,

存在两个 明显的优势传播

方向
,

其激发源分别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 和东北缘地区
。

特别在电离层 中纬时变模式和

低纬二维模式研究方面
,

我国青年学者获 19% 年 C O S以R 国际电离层模式青年贡献奖
。

( 5 ) 首次发现了大气重力波的临界层现象和中层顶存在能量下行的重力波
,

揭示出临界

层在中层 V H F 雷达 回波产生中的重要作用
,

提出了中高层大气重力波动力学是 由非线性与

损耗共同决定的思想
。

国际核心刊物 《eG 叩h y
.

R es
.

eL tt
.

》 评审员评价
: “

充分的新
,

非常

合理
” ,

lK os et z m ey
e :

博士评价
: “

这项发现是对大气动力学的重要贡献
’ , 。

5 启 示

( l) 有相当一部分基础性研究
,

特别是有应用前景的科研项 目能够服务于
“

国家 目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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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找好服务对象
,

找到
“

结合点
”

和
“

接 口 ” 。

认真执行国家科技发展方针
,

紧密配合
“

国家 目标
”

是促进科学基金制和基础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
。

( 2)
“

创新
”

是科学技术发展
、

社会进步 的动力
,

科学基金支持的基础性研究把
“

创 新

性
”

作为选择项 目头条标准
。

通过对
“

八五
”

重大
、

重点项 目管理工作的回顾
,

得到这样一

点启示
,

基金管理工作也要抓住机遇
,

勇于创新与开拓
,

在支持重大项 目
“

油储
” 、

重点项

目
“
G邢

”

和
“

古地磁
”

中
,

在组织上
,

导向上
,

选题上都作 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

取得较好

的效果
。

( 3) 作为基金管理人员必须加强学习与调研工作
,

变被动为主动式的工作方式
,

这对提

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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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纵横
·

谈科学基金国际合作新形式

— 福特
一

中国研究与发展基金

刘 卫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
,

北京 100 0 8 3)

[关键词 1 国际合作
,

科学基金
,

汽车

概 况

福特
一

中国研究 与发展 基金设 立于 19 93 年
,

作为 第 1 期 的基金
,

美 国福特 汽车公 司

( oF 记 ) 投资 80 万美元
,

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N S F )C 提供等值的投人 (包括其所

在单位的人力支持
,

水 电供给
、

研究设施提供等 )
。

其宗旨在于支持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从

本文于 19 96 年 or 月 20 日收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