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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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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及时雨

费修纯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
,

青岛 26 6 07 1)

我自 195 4 年进人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

以来
,

长期从事紫菜
、

海带
、

巨藻
,

江篱等大型 经济海

藻的栽培生物学的应用基础研究
。

我从事的研究课

题大多偏重于应用
,

直到 19 98 年以前我还未 申请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我们在将紫菜的研究和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深

切地了解到
,

紫菜生产用种的混杂和缺少 良种
,

优质

苗育成率低是生产 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

它严重地影

响和制约了我 国紫菜栽培业健康
、

稳定的发展
。

用

现代生物工程的方法和途径
,

开展具有针对性和系

统性的进一步研究
,

对于解决这一技术关键 和难题

是十分必要的
。

从 1991 年开始
,

我们 以解决紫菜种

苗问题为 目标申请研究课题
,

并分别被列人 了中国

科学院
“

八五
”

重点
,

国家攀登计划 B 以及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项 目的子课题中
,

得到了一定的经费支持
,

资助强度虽不大
,

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

足以使小规模

的研究试验工作得以开展
,

到了 19 97 年初 己经取得

了一批重要的进展
,

显示出我们选育 的一批优 良品

系性状稳定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

但是为了把科技

进展迅速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的科技成果
,

迫切需要扩大试验规模并进入示范实验
,

需要得到

更强有力的经费支持才有可能
,

当时的心情 真是焦

急万分
。

幸好
,

有机会遇上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的同志多次来海洋所检查
、

指导工作
,

他们在 了

解 了我的研究工作进展和处境后告诉我
,

我所从事

的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性质 比较符合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设立的农业倾斜项 目的范畴
,

可以 尝试去

争取一下
。

于是我鼓起 了勇气
,

以
“

紫菜种苗工程
”

为题申报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农业倾斜研究项

目
,

并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这是我第一次申

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而且 19 98 一 20 00 年 3 年的支

持强度比我 自 19 91 一 2 0 00 年 10 年间其他 已获得批

准经费总额还要多出一倍
,

这对我来说
,

正如长久干

旱的秧苗遇到
一

了一场及时雨
,

一下子就从困境 中解

救
一

了出来
。

全课题组经过精心计划
,

严格的操作和艰苦的

工作
,

凭借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撑
,

仅用两年的时

间就先后在栽培紫菜 良种导人生产 的技术优化
,

规

模性栽培检验
,

新技术 的研究发展和生产应用等几

个方面都获得迅速发展
。

到 19 99 年年底
,

预定的各

项技术经济指标都已顺利地完成或超额完成
,

连同

19 91 年开始的工作
,

建立 了以纯系丝状体细胞接种

贝壳
,

向生产导人紫菜 良种 的有效途径和工程化育

苗的先进模式
,

推广应用于我国条斑紫菜生产
,

覆盖

率迅速增加到全国条斑紫菜主产 区的 50 %
,

累计创

利税 2
.

4 亿元
,

创社会效益 7
.

5 亿元
,

为沿海地 区人

民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并提高了经济收人
。

同时

还累计发表论文报告 23 篇
,

形成并申请 了 4 项与之

相关的专利
,

先后有 5 名博 士生和 1 名博士后结合

参与本项 目完成 了他们 的学业
,

课题组成员还先后

应邀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和特约报告 4

次
,

在国际同行间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
。 “

紫菜种苗工

程
”

同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 200 0 年度科技进步奖和

国家海洋局 200 0 年度海洋创新成果奖一等奖
。

如

果没有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时雨般 的支持
,

整个研

究项 目的顺利完成和两项殊荣的获得都将是不可能

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以优先支持基础性和重大

创新项 目的同时
,

不失时机地安排了农业倾斜项 目

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
,

已经取得并必将取得 更

加丰硕的成果
。

本文于 200 1 年 8 月 1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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