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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设立的 目

的
,

在于加强对边远地区
、

少数民族地区等科学研究

基础薄弱地区研究工作的支持
,

促进全民族科学技

术水平的提高
。

多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学科充分利用有限的地区科学

基金
,

紧紧抓住地区特点
,

在其他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的配合下
,

重点资助 了云南工业大学在云南民族建

筑和抗震减灾两个领域的研究
,

使地区基金在促进

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1 促进了云南民族建筑的继承与发展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睡
,

有 26 个民族
,

是我 国

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

自然条件的多样性
,

民族构

成的复杂性
,

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构成了云南特有的

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

也创造了千姿百态 的云南民

族建筑
。

云南民族建筑凝聚了各族人民创造 自己理

想家园的丰富经验和智慧
,

是可供今 日借鉴的
、

不可

多得的历史财富
。

然而长期以来
,

云南民族建筑的

研究十分薄弱
。

虽然从本世纪 30 年代起一些建筑

学家对云南民族建筑进行了实地考察
,

也积累了一

些宝贵的资料
,

但直到 80 年代
,

云南民族建筑研究

的完整体系还没有形成
,

更缺少一支潜心钻研民族

建筑的研究队伍
。

从 19 87 年蒋高震教授获得第一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起
,

云南工业大学开始系

统地研究民族建筑
,

在此后 的十余年间在此研究领

域共获得包括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

自由申请项 目
、

重

点项 目在内的 9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极大地

促进了云南民族建筑研究体系和以云南工业大学为

主的民族建筑研究队伍的发展
,

为云南地区民族建

筑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以前云南建筑研究多从单一的建筑学和历史学

的角度出发
,

较少地与其他学科交叉
,

同时缺乏对传

统建筑继承与发展的系统研究
。

以蒋高哀教授为学

术带头人的云南工业大学研究群体
,

在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 紧紧抓住继承与发展这一主题
,

建

立了以民族建筑和聚落环境为主轴的广义聚居学的

研究体系
。

他们从建筑学
、

规划学
、

环境工程学
、

历

史文化等多学科交叉的多维视野上
,

系统考察云南

民族建筑的形成
、

发展
、

演化的规律和地区特点
,

注

重民族建筑与村寨环境的发展与更新
,

创造性地运

用民族建筑的精华
,

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开拓和面向

新世纪的城乡居住环境的提高提供了科学依据
。

多年来研究人员对云南各地民族建筑进行了近
2以 ) 人次的实地考察和测绘

,

足迹遍及 50 多个市县

及 22 个民族
,

获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
,

其中相当的

部分是过去从未被发掘的
。

他们先后发表论文 60

余篇
,

出版专著 6 部共 24 5 万字
。

其中蒋高哀教授

的《云南民族住屋文化》
、

《丽江— 美丽的纳西家

园》两本专著共计 150 万字
,

图文并茂
,

系统详实地

介绍 了云南各民族的建筑及理论研究成果
,

他还准

备用 4 年左右的时间再出版 6一
一

8 本这样的专著
。

由于研究工作有了系统化的积累
,

云南工业大

学提出的
“

从地区化出发的云南住区环境可持续发

展模式研究
”

的项目申请
,

经评审被列人
“

九五
”

重点

项 目
“

中国人居环境理论研究
”

的重要内容
,

其研究

工作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积极评价
。

以前由于云南民族建筑的研究水平较低
,

同时

受地域的影响
,

云南本省科研人员与外界的学术交

流很少
,

相互间缺乏 了解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主办的
“

第一届华夏建筑学术研讨会
”

在云南工业

大学举行
,

全国建筑界的科研人员聚集昆明
,

使云南

本省研究人员了解了建筑学的研究前沿
,

也使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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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云南民族建筑
。

科学基金还积极支持云南工

业大学与 日本等国际建筑学界进行国际合作与交

流
,

这些交流活动扩大了云南民族建筑的研究在建

筑学术界的影响
,

对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带动下
,

云南工业

大学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定的
,

包括教授
、

副教授
、

工

程师在内的云南民族建筑研究队伍
。

他们还将科研

与教学紧密结合
,

为建筑学专业开设了《云南地区建

筑》
、

《乡土建筑设计》等课程
,

极大丰富了教学内容
,

并形成了有特色的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
,

每年省内

外学生报名踊跃
。

在民族建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

他们十分注重

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云南民族建筑继承与保护的

实践中
,

直接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服务
。

他们结合

傣族传统建筑的研究
,

完成了
“

西双版纳勋尹故宫景

区恢复建筑规划
”

任务
,

现已由云南省计划委员会批

准立项
,

并列为云南省 199 9 年重点旅游建设项 目
,

即将建设
。

他们结合对彝族传统民居与村寨的研

究
,

完成了 日本奈良中国文化村彝族寨的规划与工

程设计任务
。

他们在临仓地区民族中学教学主楼工

程设计中运用了伉族传统民居 的研究成果
,

对现代

建筑的符号表达进行了探索
。

他们对彝族传统民居

研究的更新设计已开始应用于实际建造
,

199 9 年在

版纳洲勋海县动海乡曼真村已建成了傣族民居第一

幢实验楼
,

目前正在改进进行第二
、

第三幢试验建

造
,

并加以推广
。

目前他们正在结合对白族传统建

筑的研究进行大理州祥云县水 目山景区的详细规划

设计研究
。

2 形成了国内抗震减灾研究的重要基地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
,

而云南又是我国地震发生最为频繁的省区之一
。

云南省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4%
,

但地震释放的能

量占全国的 20 %
,

全省均为地震设防区
,

地震给云

南省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

因此云南

省的抗震减灾工作在全国都具有重要位置
。

以前云南省在抗震减灾领域的基础研究比较薄

弱
,

自80 年代后期
,

科学基金就开始资助云南工业

大学在此领域的基础研究
,

先后有各种类型的 4 个

科学基金项 目获得资助
,

以青年学者叶燎原教授为

学术带头人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

10 年间
,

云南工

业大学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在震灾机理
、

震

害调查与重建规划
、

结构抗震体系及城镇综合防灾

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在云南的抗震减

灾以及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他们先后完成了包括昆明
、

丽江
、

玉溪
、

思茅等

城市在内的 30 余个县市的城市抗震防灾能力研究

及规划
,

并获得省科技进步奖
。

他们在澜沧江
一

耿

马
、

武定
、

丽江等大地震发生后
,

多次赴地震灾区进

行科学考察
,

包括中美合作
“

大地震联合考察
”

项 目
。

19 % 年丽江发生 7 级大地震
,

由他们制定的应急方

案在震后 5 而 n
便送到地区行署首长手中

。

10 而
n

后便按原计划成立 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分支组织
,

开始了全面的救灾工作
,

对保证社会稳定
,

减少伤亡

和损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受到国内外专家人士的

好评
。

按他们的震害预测研究结果要求加固的房屋

有 7 幢进行了加固
,

加固费用 70 余万元
,

在 199 6 年

的 7 级大地震中
,

这些房屋均完好无损
,

仅房屋自身

就避免了 1 170 万元的损失
,

而其他同类房屋大多

已损坏
。

云南工业大学在抗震减灾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成绩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

最近他们又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批与地区联合资助的 卯 万

元的科研项 目
,

云南工业大学已经成为国内抗震减

灾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
。

云南工业大学的研究工作对云南省的经济发展

和城乡建筑发挥了现实指导性作用
,

因而得到了云

南省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

这些年来云南省科委

共投人 86 万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 民族

建筑和抗震减灾方面 的研究项 目
,

有关地方部门也

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

实践表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扶持边远地区
、

少数民族地区科研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突出地区特色并注重与实践的

结合
,

就可以极大地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

发展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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