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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由谁决定中国基础性研究的方向

蔡春贤
`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 究所
,

北京 10X() 8 0)

〔摘 要 〕 提出 目前我国风行 以 S CI (或加上 EI )作为绝对评价准则来评 估各单位及个人的基础性

研究成绩
,

从而使得我国的基础性研究实际上被 SCI 牵着鼻子走的状况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

认为

SCI 只是一种索引
,

并没有作为绝对评价准则 的功能
。

建议应该讨论并建立更合理 的评价体系
。

[关键词 ] 基础性研究
,

评价准则
,

SCI

近来我国盛行 以美国 SCI 检索 目录 (有时还加

上类似的 IE 检索目录 )所检索的论文
,

作为各种基

础性科研评分的标准
。

例如各种报刊刊登每年各所

著名大学与研究所 的 SCI 登载 多少 的排名
,

尤其是

一些行业
、

部门内部以
“
SCI 论文

”

数量 为准则的排

序评估
,

就影响极大
,

各有关单位纷纷以 此为准
,

争

取名列前茅
。

相应之下
,

各单位也就都 以 SCI 收录

为准评价科技人员
。

例如
,

评职称
,

就得看有无 SCI

或 IE 收录论 文 ; 连博 士
、

硕 士答 辩
,

也会有 同样要

求 ;有些单位
,

为能发表更 多的
“ SCI 论 文

” ,

以便有

更好的排序
,

更直接规定发表一篇
“ SCI 论文

” ,

发奖

金若干 (大约几千到一万元不等 )
。

此风 日益蔓延
,

成了导 向准则
,

一 切基础 性研 究实 际上 就基本 以

SCI 马首是瞻
,

中国基础性研究方 向于是实 际上变

成 由 SCI 来决定 了
。

但是 SCI 录取 的决定
,

原本是美国费城一所 民

间文献机构— 科学信息研究所 (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e i e n t i-f

ic nI fo

~
io n)

—
为科技人员方便寻找文献而编制

的
,

并没有决定文章好坏的任务
,

再说此信息研究所

也没有这份权威
。

实际上
,

问起很 多外国权威学者
,

他们都认 为人选 SCI 并没有甚 么特别含义
,

不宜如

中国那样作为评价论 文的绝对标准
,

而实际上变成
’

引导科研方向的指挥棒
。

例如鼎鼎大名的科学院外

籍院士 田长霖
,

就对 我很 明确表达 过这样 的意见
。

我在国外也没有听说过有如中国这样炒作 SCI 的风

气
。

另外一个事实是
:

近来不少 国外青年学者 回国

服务
,

竞选 当教育部的特聘教授或进人科学 院的百

人计划等
,

但他们不少都为 国内机构要他们列 出所

发表的
“ SCI 或 EI 论文

” ,

感到愕然
,

难 以理解
。

认为

本人的水平 怎么能用 SCI 或 IE 来衡 量呢 ? 他们在

国外从来没有去关心这个数据
,

只好去中国有关情

报所现找
。

具体事例很多
,

就不一一历数 了
。

中国

报刊上还刊登过 回国学者不知 SCI 与 EI 为何物
,

胡

猜而出了笑话的新闻
。

我曾就这个 问题
,

直接去请教我国科学界影 响

很大的一些学者
。

他们的 回答是一致 的
: s CI 是检

索文献用的
,

在评估时也可以参考一下
,

但现在炒得

太过火了
,

不宜作绝对标准
。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

我国的学术期刊
,

就也不得

已想尽办法要人家收录本刊的论 文进人 S CI 或 IE
。

据所知
,

各种
“

公关
” 、 “

走 门子
”

的事不少
。

外国也不

见得就没有失误或腐败
,

结果是不少国内很有名气

的一级学报尚未被收录
,

而有些不见得最有名 的大

学学报却进去了
。

总而言之
,

SCI (或 EI )收录论文并非评价准则
,

它们的西方发源地也不是这样认为的
。

而我国却视

为绝对的试金石
,

于是使得我 国的科研方向实 际上

被西方的民间文献情报机构牵着鼻子走
。

我呼吁在

科技兴 国的今天
,

国家领导要重视这个现象
,

予以纠

正
。

当然
,

用 SCI 等来评定
,

很简单省事
。

另外
,

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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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也可 以避免点中国的人情风或腐败风
。

但是这些

问题比起全国科教界围绕 S IC转
、

以此为 向
,

总是低

一级的问题吧
。

再说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别的措施来

解决
,

而不应该用简单不科学 的办法来解决
。

我建

议应该讨论并建立 一项 比较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
,

每个学科也不应该完全一样
,

以前其实也 曾有过些

试行办法
。 “ SCI

”

等仍然可以参考一下
,

但不是最主

要的
,

也不是绝对标准
。

最后还想再说一句
:

对 SCI 与 IE 等
,

要清醒点
,

不要那么迷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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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生抗菌纤维的应用基础研究

”

取得重要成果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管云林教授承担 的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仿生抗 菌纤 维的应用基 础研究
”

(项 目编号 : 5 9 7 73 00 2 )
,

经过 3 年的研究
,

已取得 重

要进展
。

具有应用前景的成果近日通过 了由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专家鉴定
。

大量存在于虾
、

蟹等甲壳 中的壳聚糖
,

作为一种

资源丰富的天然生物高分子
,

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唯

一的天然聚正离子化合物
。

研究表 明
:
壳聚糖和它

的衍生物显示 出了良好的抗菌活性
,

抗菌谱广
。

以

往采用的织物抗菌剂多为无机物或有机小分子化合

物
,

存在毒性大
、

易被洗脱等缺点
,

而以壳聚糖作为

抗菌剂能克服上述问题
。

粘胶纤维具有很好的穿着

舒适性
,

是由纤维素为原料制成的
,

纤维素同样是 自

然界中储量 巨大的可再生天然高分子材料
,

管云林

教授选择 了以壳聚糖与粘胶纤维共混制备天然抗菌

纤维
,

因二者结构相似具有 良好的相容性
,

最终织物

仍具天然高分子材料所特有 的环境友好性能
,

对保

健和环保性衣着织物的研究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
。

天然壳聚糖分子量很大
,

并且有 紧密的晶体结

构
,

不溶于普通溶剂
,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

而且壳聚

糖的许多独特功能只有在分子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时

才能表现出来
,

选择适 当的方法对壳聚糖进行降解

制备低分子量壳聚糖就显得尤为重要
。

管云林教授

研究小组利用超声波进行粉碎
,

制备了粒径小的微

细壳聚糖水分散体
,

其 中壳聚糖微粒分布均匀
,

研究

了多种壳聚糖衍生物的抗 菌性
,

探讨了壳聚糖抗 菌

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抗菌机理
。

在此基础上
,

以微细壳聚糖水分散体
、

壳聚糖衍生物的混合物为

抗菌剂
,

以壳聚糖衍生物为增容剂
,

添加至粘胶纺丝

液中
,

经湿法纺丝制备壳聚糖 /粘胶天然抗菌粘胶长

丝纤维
。

该工艺方法新颖
,

至今未见相同报道
。

该抗菌纤维已在几家工厂粘胶长丝生产线上通

过批试
,

所获得的抗 菌纤维 的物理力学和染化性能

均符合国家标准 GB1 3 7 5 8 一 92 中优等品和一等品的

要求
。

经权威部门检验所获得 的粘胶长丝纤维对大

肠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球菌具有抗菌性
。

经几十次洗涤后织物抗菌性无 明显变化
。

鉴定专家

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

(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 董建华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