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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

尤其是基础研究
,

是人类认识 自然
、

探索 自然界奥秘 的活动
,

是新现象的发现
,

是对现象

背后本质的揭示
,

是对事物 内在发展规律的阐明
,

以

及根据这种 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
。

创新是基础研究的灵魂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以

资助基础研究为 己任
,

尤其重视对源头创新的支持
。

什么是源头创新 ? 其基本属性是什么 ? 是应该

阐明的问题
。

我认为
,

源头创新应具有两个基本的性质
:

一是

原始性 ( o ir g i n a l i ty )
,

一是唯一性 ( u n i q u e n e s s

)
。

所谓原始是指科学研究的思想
、

研究的方法
,

是

研究者首次提出
,

这一研究的结果
,

将开拓一个新的

领域
,

为科学带来新的发展
。

仔细分析起来
,

在科学发展的今天
,

似乎一切新

思想
、

新方法都不是最初的
“

源头
” ,

因为科学创新也

源于人类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
。

我们现在说的源头

创新其实质在于它提供 了一个能够在深度和广度
、

时间和空间
、

宏观和微观等方面不 断扩展和延伸的

基础
。

在科学发展史上
,

这样的例子 比 比 皆是
,

如

D N A 双螺旋结构的理论
,

为分子生物学 开辟 了一个

崭新的局面
,

使生物学
、

医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现

在
,

人们 已经基本上知道 了自身基因组全部的序列
,

而这一新的发展
,

又为人类 了解 自身基 因的功能带

来了新的启示
。

又如
:

电磁感应理论的建立
,

开辟 了

电子应用 的时代
,

奠定了工业电气化的根基 ;原子核

理论和原子裂变实验研究 的成功
,

实现了原子能的

利用 ; 固体物理学的成就
,

促进了电子科学和材料科

学的发展 ; 电子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进步
,

推动了电子

计算机的 日新月异… …
。

这些科学上的创新进展
,

都给人类 的生产和生活带来 了巨大的变化
。

不言而

喻
,

这些理论
、

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先前科学成就基

础之上的
,

但又是新的起点
,

成为新的
“

源头
” 。

科学

上的每一重大发展
,

都会带来新的问题
,

提 出更为深

刻的问题和矛盾
,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这就是源头创

新的真谛
。

所谓唯一性是指研究者提出的思想 和方法
,

在

此之前从未有第二人提 出或实践过
,

即是说
“

只此一

家
,

别无分号
” 。

建立在他人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上的

思想和实践
,

很难说是源头创新
。

道听途说
,

人云亦

云
,

不仅不是源头创新
,

连
“

新
”

也谈不上了
。

所以
,

唯一性对于源头创新也是十分重要的属性
。

在科学发展的长河 中
,

源头创新很多是来 自偶

然和机遇
,

特别是那些最重要和最革命性的发现
,

正

所谓
“

妙手偶得
” , “

无心插柳柳成荫
” 。

因为
,

对于确

实开辟新天地 的发现
,

常常不符合 当时流行的看法
,

人们很难做 出
“

预见
” ,

也不易达 到
“

共识
” 。

例如
:

18 00 年英国天文学 家和恒 星天文学的创始人赫谢

尔用棱镜把太 阳光谱分开
,

测量太 阳光谱 中各色光

的温度效应
,

以便找 出观察太阳时保护人眼睛的方

法
。

当他把温度计依次从太阳可见光谱的短波区 向

红光移动后
,

继续 向前移动时
,

意外的发 现
,

在红光

区之外已经没有光线了
,

但温度计却更加明显 的上

升
。

后来人们把这种不可见光线 叫做红外线
,

由此

发展出今天的红外物理学和红外技术领域
。

这种偶

然的发现是客观存在的
,

尤其在科学发展水平较低

的早期阶段
,

在 生物学和 医学领域 里就更多一些
。

这种偶然的发现
,

在科学上也起到过重大作用
。

但

是
,

实际上
,

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建立在千千万

万人奠定的当时科学成就基 础之上
,

由科学家千辛

万苦的劳动取得 的
,

正如 门捷列夫在 回答别人提出

的他如何发现元素周期律的问题时说
: “

这个问题我

大约考虑 了 20 年 !
”

科学研究 中的机遇
、

直觉可能是源头创新
,

但是

归根结底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 自然的艰苦的

劳动
。

正因如此
,

科学研究 的选题对于源头创新来

说是至关重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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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应如何选题 ?这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

在开始研究时面临的问题
。

在长期的科研管理工作

中
,

我体会到
,

科研选题有三个方面应提起注意 :

第一
,

研究的题 目应来 自实践
、

来 自工作和研究

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或产生矛盾
,

而不是来 自文献
。

读 书和查阅文献
,

r 解别人的工作
,

只能是 自己工作

的参考
、〕

诗 人陆放翁曾说
: “

纸上得来终觉浅
,

绝知

此事 要躬行
” ,

这里说了实践的重要
,

也提示我们
,

不

能尽信书本和文献
)

来 自文献的科研选题
,

用别人

的理论来设计 自己 的课题
,

是很少有源头创新的
。

第二
,

科学研究 的选题要注意学科 的交叉
。

现

代科学的深度发展 导致专业越分越细
,

而它的广度

发展则会由于一门学科综合或沟通了许多差别很大

的学科
。

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
,

由于两门学科的交叉

产生 r 许多边缘学科如生物物理学
、

生物化学
、

量子

化学
、

光电子技术
、

空间技术 等
,

可见不同学科 的交

叉研究
,

是新学科 的生长点
,

也是孕育源头创新的温

床
。

第三
,

科研选题要有特色
。

例如突出我国中药
、

疾病家系和古生物化石等特点
,

这些材料或病例是

国外没有的
,

由此为起点的研究
,

往往有很好的创新

性
,

也包含了源头创新的苗头
。

“

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
,

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
” ,

在人类即将迈人 21 世纪 的时候
,

中华民族对知识的渴求
,

对创新 的期盼达到 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
,

建立和营造一个有利 于创新的机制和

环境是创新
、

尤其是 源头创新的根本
。

对于这一 问

题
,

还有大的文章可做
,

就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了

上面是作者个人对于源头创新 的一管之见
,

希

望引起讨论和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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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 I 学科的特点探讨交叉项目的管理

张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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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100 0 85)

从 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到
:

物理学与其

他学科 的交又和结合已产生 了许多新 的
、

富有极强

生命力的边缘学科
,

成 为有发展前途的科学前沿
。

进人 21 世纪
,

这种交叉和结合正不断加强 和扩大
,

特别是物理学与生命科学
、

物理学与信息科学
、

物理

学 与材料科学 的交又等最为显著
,

已 引起许多发达

国家政府和研究 团体的高度重视
。

以美国为例
,

据

报道川
,

美国几所大学己相继成立了物理学与生物

学交又研究所 ; 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 院 ( M H ) 已拟定

了若干个鼓励物理学家进 人生 物学研究 的创新 计

划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则优先资助那些欲与 NI H

科学家合作 的数学
、

物理学家和工程学人员等
; lS oa

n

基金会 (美国能源部内的 )也多方面资助从事计算分

子生物学研 究的物理学家 ; uB mr ug h ,

w ell co m e 基金

会还与一些研究所签定了培养物理生物交叉人才的

五年计划
。

物理学与材料科学的交叉 由来 已 久
,

己成为许

多高新技术发展 的重要基础
。

像高温超导
、

巨磁 电

在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 员会的学科设置中物理 I 学科包括凝聚态物理
、

光物理
、

原子分子物理和声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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