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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8 年 1 1 月 10一 1 1 日
,

我在北京参加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评审会
。

申报这个项 目的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有 18 家
,

经书面评审后
,

遴

选出 11 家参加这次答辩
。

其 中有 6 家经过 3 年多

的初期研究
,

并有 2位院士牵头
,

对新 的科技边缘有

重大意义的某一分支领域进行 了充分 的准备工作
。

项 目有特色
,

人员的搭配 比较合理
,

研究规模和预期

目标也相当可观
。

虽然 总经费 只有 5 00 万元
,

但是

与十几年前相 比
,

变化之大令人惊叹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祖国向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 目标进军的号角
,

奠定 了中国历史新

纪元的里程碑
。

然而
,

陈旧腐朽的观念
,

左倾僵化的

思想和愚昧嫉妒的心理仍然在束缚着周围许多善良

的人们
,

甚至影响着某些在领导 阶层的干部
。

掺进

来的沙子还在起作用
,

你想大 口大 口地咀嚼吗
,

咯得

你 的牙齿痛到直达脑神经
,

不能不流出眼泪
。

你想

甩开膀子跨步前进吗
,

路上的坎坷仍在起着作用
,

在

前进中会遇到各种困难
。

由于我有二 十多年的劳动

经历
,

初步明白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

有了些实

际经验和动手能力
,

特别是积累了一些有价值 的技

术难题
。

应该说
,

把精力集 中在应用技术的研究
,

更

有利于发挥我的长项
。

历史的发展
、

规律 的无情 和祖 国各项事业 的兴

旺发达
,

在今天展现了一个新 的局面
。

宽广的柏油

路
、

雄伟的立交桥
、

高架路 和高速公路代替 了崎岖
、

狭小
、

不平的道路
,

曾经设在这些路上的坎坷也就随

之哀哉了
。

这一个转变来之谈何容易呀 ! 结合我个

人在科研成长的道路上略加 回忆
,

可以说 自然科学

基金对我的工作进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我首先确定

了研究方 向
,

选定金属超塑性为主要研究内容
,

经过

三年多的资料搜集
、

分析
、

思考
,

确定了
“

从超塑变形

基本力学理论的研究开始
,

逐渐步人超塑成形力学

规律 的研究
,

再转人材料变形微观物理机理的研究
,

进而集中于宏观与微观的衔接
,

目标在于实际应用
”

的框架
。

19 83 年我幸运地得 到 1 项原机械工业 部

教育局的科研 项 目
,

经费 只有 4 《X旧 元
。

得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机械学科 的

1 项面上基金
,

当时只有 3 万元
,

但是这 3 万元却使

我在超塑性变形力学基本理论方面打开了新局面
。

随后
,

相继地在超塑胀形力学规律的研究
、

超塑挤压

力学规律的研究
、

应力状态和变形路径对超塑性影

响的研究
,

以及超塑变形宏观规律与微观机理相衔

接的研究和超塑非球面 自由胀形定量力学解析的研

究等 6 个面上 基金项 目得到连续性 的资助
,

这使我

在超塑性研究工作方面
,

建立了有 自身研究特色 的

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

而又得到同行专家学者的鼓

励和承认
,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
,

发表系列性的论文

7 0 余篇
,

并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 1 项
、

原 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奖 2 项和机 电部科技进步奖 1 项
,

还培养

了多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

形成 了具有较好

研究力量 的格局
。

19 98 年 我又和机械科学研究 院

海锦涛同志共同申报
一

了 1项关于非典型超塑性材料

超塑变形及提高成形速度和降低成形温度的重点基

金项 目
,

并经专家组评审
,

已获批准
,

经费共 90 万

元
,

这约相当于我 十几年来在超塑性领域研究总经

费的 2 倍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使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我虽年过六旬
,

然而理想信念坚

定
,

精力 尚好
,

要在新世纪与自然科学基金结合的更

紧
、

更紧 ! 在新 的起点和我 的伙伴们一道努力为祖

国自主创新
、

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多做一些贡献
。

(下转 189 页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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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
,

例如芒果龙眼的保鲜研究
,

我们 了解到生产的

迅速发展
,

预测到大面积投产后将出现贮运问题
,

在

未出现以前
,

就先行进行研究
,

出现问题后
,

就能提

出一套技术应用于生产
,

起到及时雨的作用
。

过去

采后一周即烂
,

现常温贮藏 10一 巧 d
,

低温可贮 藏

30 一 35 d
,

商品率在 75 % 以上
。

目前龙眼的贮运保

鲜也一样
,

我们预计到 3 年后必出现贮运 问题
。

所

以已研究了 2 年
,

现在申请省基金资助
,

以期进一步

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

3
.

3 将基础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过去基础研究者习惯于把研究结果写成文章
,

发表后就告一段落
。

在 目前我国的形势下
,

要求研

究者要把成果应用于实践
,

转化为生产力
,

直接取得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新 的要

求
。

过去有人认 为这是 比较简单的脑力劳动
,

实际

不然
,

要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
,

首先要求该成果要

有应用的价值和有应用途径 的可行性
,

然后
,

还要作

大量的田间试验
、

中试
、

最终总结出一套推广应用的

经验
。

荔枝授粉素的应用
,

要研究柱头最易受精的

状态
、

花粉采集方法及贮藏
、

农药和气温对花粉发芽

的影响等
。

这些本身就是创造性劳动
,

是科研 的一

部分
。

这部分需要经受实践
,

尤其是市场的检验
,

在

某种意义上更为艰难
。

另一方面
,

农业推广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工作
,

如

控梢促花素的推广应用
,

举办了 3 年多的推广应用

学习班
,

共有 20 多班
,

学员 1 500 多人
,

上大课 几十

次
,

听课 5 00 0 人次以 上
,

还要下 田间指导
,

回答果

农的书信
,

果农应用不当出现问题时还要到现场调

查
,

负起应有 的责任
,

承受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

力
。

在这一点 上要有 充分的思想准备
。

我们经过

12 年的努力
,

随着技术 的推广 和成熟
,

最后受 到了

广大果农的欢迎和学术界的承认
。

3
.

4 解决农业科研成果社会效益和 自身利益的矛

盾

农业科研成果有 自己 的特点
,

很难受专利技术

保护
。

生产者千家万户
,

要应用推广
,

取得的主要是

社会效益
,

如荔枝
“

冬梢
”

的确定
,

实际上是一句话
,

“

某品种在某 日期以后抽出的新梢
,

来年无花
” ,

推广

过程中研究者无任何实际利益
。

怎样把科研成果商

品化
,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后来研制出了
“

控梢促

花素
” ,

解决了果农人工摘 梢的困难
,

才使成果商品

化
。

一瓶药果农用一亩地
,

我们赚 2 元
,

而果农最少

可增产 25 k g 荔枝
,

按每公斤 10 元也可增收 2 50 元
,

得大头的是果农
,

研究者仅得 1% 以下
。

荔枝授粉

素和保果素也一样
,

生产者获大利
,

而研究者也仅得

到一点利益
,

当然受之无愧
。

3
.

5 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
,

相辅相成

10 多年来
,

在 国家 和省 自然科 学基 金 的资 助

下
,

我们在专业学报上发表文章 14 篇
,

省级普及性

文章 巧 篇
,

经济效益达 7 0 47
.

5 万元
。

我们把研究

生的研究项 目纳人到科研项 目中来
,

使得他们的硕

士论文更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

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12

人 (在职博士生 3 名 )
,

完成本科生毕业论文 20 篇
,

增加了实验设备
,

补充和更新 了教学 内容
,

进而提高

了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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