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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心协力攀高峰

— 记西北工业大学
“

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靳达申 车成卫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
,

北 京 100 0 85)

200 1 年底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组织对

西北地区创新研究群体的现场考察中
,

有一支平均

年龄才 30 岁多一点的年轻的研究群体
,

他们的研究

工作和研究成果在评委 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 他们

的敬业 与团队精神
,

感动了所有的评委
。

评委们一

致认为这个群体很具有代表性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应给予持续的支持
。

这个群体就是西北工业

大学应用物理 系主任魏炳波教授为学术带头人 的
“

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
” 。

这个独具特色的实验室是

魏炳波及其合作者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其

他部门的支持下建立的
。

19 9 9 年 1 月
,

美国航空航天局 ( N A S A )空间研究

中心的 H
.

C
.

de
.

G or ?(t 亨利 C
.

德格洛 )研究员在

《N A S A 技术备忘录 )) ( N A S A T M 20 79 43 )上撰写 了题为
“

深过冷与快 速凝 固及其 与空 间材 料制备 的关系

—
评魏炳波的研究论文

” ,

称赞这个研究群体
“

为

这一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做出了贡献
” 。

2 0 01 年 10

月
,

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 《N at u er 》的新闻与评论专栏

上
,

德 国马 普 金 属 研 究 所 著 名 物 理 学 家 E
.

H
.

Br an dt ( E
.

H
.

伯兰特 )以
“

悬在声中
”

为题
,

对他们在

声悬浮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评述
: “

超声波能够悬浮起

像钨那样重的物体
。

这种无容器的
、

将物体悬在空

中的方法可应用于研究和制备新材料
” 。

当年
,

魏炳波在德 国结束洪堡学者的研究工作

后
,

又婉谢 了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冶金物理实验

室的 W
.

K u 。 ( W
.

库兹 )教授 (当前国际凝固界的权

威之一 )对他的挽 留
,

于 19 92 年 12 月 回到母校西北

工业大学
。

回国后
,

校领导没有让他 留在当年攻读

博士学位的材料系工作
,

而让他去应用物理系创建

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
。

出于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

紧迫感和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
,

他在还没有任何经

费资助的情况下
,

向学校按 巧 % 的利息贷款 20 万

元筹建实验室
。

后来谈起贷款一事
,

他很有感慨地

说
: “

我损失了 3 万元
,

但争取了一年的时间
” 。

对于

一个渴望攀登科研 高峰的青年学者而言
,

经费固然

很重要
,

但时间更加重要 !

19 93 年
,

他中请 r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

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
。

他申请书中的简历介绍给

同行专家留下 r 深刻 的印象
:

他 大学阶段 的专业是

铸造
,

硕 L期间转人凝固研究领域
,

博士期间从事深

过冷和快速凝固研究 ; 他作为主要成员曾参加过两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
,

并获得 19 92 年国家教

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第三获奖人 ) ; 作为洪堡学者

他涉足空间材料地 面模拟研究
。

回国后
,

又被学校

安排到应用物理系工作
。

这种经历显然是很不寻常

的
。

经过评审
,

他最终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 的资助 (第 1 年是 12

万元 )
,

这是他回国后独立承担研究课题所得到的第

一笔经费
。

他们 的成功也
`
j 他们能够 坚持 自力更生

,

白手

起家的奋斗精 神分不开
。

回国后
,

为建立空间材料

研究实验室
,

魏炳波和研究组成员亲 自绘制 了数百

张图纸
,

自行设计 了多种空间快速凝 固地面模拟实

验装置
,

研制成功 6 台设备
,

每台设备都凝聚着他们

8 年来共 同奋斗所付 出的心血
。

几年前 中国科学院

院长路 雨祥在考察魏炳波的实验室时说
: “

魏炳波教

授主持创建的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虽然现在还是一

个雏形
,

但是将来必定能有重要发展
,

这是对我国空

间科学事业的很大贡献
。

他能 自己设计制造仪器设

备
,

有创新
,

极为可贵
。 ”

后来
,

他们在声悬浮方面取

得的成功
,

最能体现这种精神
。

由于单轴声悬浮的

悬浮能力低和悬浮稳定性差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

国际上都采用 三轴声悬浮方式
。

但他们没有那么多

经费来研制三轴声悬浮装置 (相 当于三套单轴声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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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设备 )研究组连续安排了儿届博士 生
,

花 了四
、

五年时间
,

不仅解决了单轴声悬浮的稳定性问题
,

并

$lJ 明 了稳定悬浮的机制
。

到 目前为止
,

能够悬浮起

来钨试样 (密度 1 8
.

9 9 / c m , )已属世界之最
,

是一次实

质性的突破
,

所以很快在《N at u er 》杂志的新 闻与评论

专栏 卜得到评述
。

所以
,

当有评委问研究组成员王

楠博士和曹崇德博士是否愿意到评委所在单位工

作
,

并应允给予优厚的待遇时
,

他们坚定地 回答
: “

我

们亲手把实验室建起来
,

对实验室 和设备有感情
。

这里的设备也不比 国外差
,

真 的不愿意离开
· ·

一魏

老师花 了很多时间争取研究经费
,

否则
,

我们的成果

会更多
”

他们取得的每项成绩都来之不易
。

8 年 中
,

他

们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原国防科工委
、

人事部
、

教育部
、

陕西省
、

原航天工业总公 司和国家

外专局等各类基金和国防重大项 目的资助
,

每台设

备所需的经费都来 自于三
、

四个部 门或 多个课题
。

在原国防科 l二委对魏炳波研究组承担任务的一次验

收中
,

当某部委的一位领导问到
: “

小魏的工作有什

么经济效益 ?
”

时
,

原国防科工委的一位领导说得好
:

“

魏炳波回国后 自力更生
,

仅花费 2 00 多元万人 民币

就研制出多台空间材料地面模拟设备
,

并处于 国际

先进水平
。

这些设备不仅仅从国外买不到
,

即使能

买到
,

200 万美元也是远远不够 的
。

这 1 4 00 万人 民

币以上的差额就是经济效益
” 。

为 了稳住研究队伍
,

魏炳波曾想开展一些横向

课题研究
。

西北工业大学的陈士檐院士了解这一动

向后
,

出面请我国著名火箭专家
,

航天技术第一研究

院总工程师谢光选院士给魏炳波提供指导
,

帮助魏

炳波分析了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 的关系
,

又根据魏

的特长
,

分析了其中的利弊
,

希望魏炳波坚持他的研

究方向
。

魏炳波研究小组之所 以能取得 今天的成

果
,

也 与很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

这些年
,

他们还与德 国的宇航 院 ( D L R )空间模

拟研究所共同承担了欧共体 E S A 的研究课题 ; 与瑞

卜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

德国的马普金属研究所
、

德累

斯顿固体 与材料研究所 建立 了合作 关系 ; 与美 国

F lo ir d a
大学材料系

、

N A S A 的 eL iw S 研究 中心
、

A m es

国家实验室开展 了学术交流
,

使研究组的青年同志

有更多的机会
,

接触和了解国际前沿的研究工作
。

研究队伍 留不住人
,

已成为 目前一些高校和研

究单位中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
。

在
“

空间材料科学

实验室
”

建设初期
,

也曾有个别老师经不住清贫和看

不清实验室发展前景
,

而离开了这个集体
。

而今他

们除了自己创建的实验室条件外
,

依然地处西北
,

生

活待遇低
,

学术带头人也仅仅是一位 37 岁 的年轻

人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为什么能稳定住一支以青年人

为主的研究队伍
,

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

我

们认为
,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魏炳波教授勇于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和立志国内

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
,

无疑感动着一批热爱 自己所

从事的事业的青年人
,

是研究群体 中年轻人效仿 的

榜样
。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

27 岁的博 士生解

文军是一个不善言语的青年人
,

但他脑子总在思索

声悬浮稳定性的问题
。

自从他们的超声悬浮装置悬

浮起第一个试样后
,

整整一年半进展不大
。

一次偶

然的机会
,

启发他采用非平面反射极
,

使解决稳定性

的问题取得了进展
。

又是他阐明了超声悬浮稳定性

的机制
,

文章发表在 《应用物理快报 》后
,

不到 2 个月

《N at u er ))杂志就评述 了他们 的工作
。

魏炳波与研究

组成员一起经常为 了获取一个重要 的实验结果
,

工

作到深夜
。

20 0 1年国庆期间
,

他们为了用超声悬浮

装置悬浮起密度更大的试样和为获取更大的过冷

度
,

使水不结冰
,

很多人放弃 了国庆节长假
,

他们把

兴趣和事业完全连在一起
,

所有人的心也连在 了一

起
。

魏炳波常常 为博士生撰写 的论文定稿进行修

改
,

有时修改达 8一 10 遍
,

而投稿 时
,

魏炳波的名字

常常署在最后
。

当有人问那些只有讲师职称的博士们
: “

你们已

发表了那么多高质量的论文
,

若在别 的单位早就当

上副教授
、

教授了
,

而这里待遇这么低
,

你们为什么

不到别的单位去工作 ?
” ,

他们 的回答很耐人 寻味
:

“

如果魏 老师不干 了
,

我们也就不在这儿干 了
。 ”

目

前
,

他们把 自己的事业与魏炳波教授 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

2 对前景充满 了信心

从取得的成果中
,

品尝到付出心血的回报
,

更加

珍惜 自己 的付出
。

8 年中
,

通过集体 的努力
,

他们 自

行研制成功了 6 台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空间材料科

学地面模拟实验装置
。

他们不仅对 自己建设的
“

空

间材料科学实验室
”

充满感情
,

对亲手研制的实验设

备更具有感情
。

展望即将迎来的学术上的大批科研

成果
,

他们充满了信心
。

3 研究 工作 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的发展
,

经历 了从图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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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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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

从 自己研制的实验装置发展到成为陕西省和

航空工业总公司重点实验室的历程
。

他们获得 了 1

项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 7 项省部级奖 ;被 《N A S A 技

术备忘录》称为
“

为这一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做出了

贡献
” ; 《N at u er 》杂志在新闻与评论专栏上以

“

悬在声

中
”

为题
,

对他们的成果进行评述
,

以及每年有 3一 5

名 国外同行学者来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

所有这些

都说明
,

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已为国际同行所瞩 目
,

无

疑 由此增强了青年人对 自身研究工作的自信性
。

魏炳波研究群体今天取得的成绩确实应归功于

他们的共同努力和奋斗
,

但与各方面的扶植也是分

不开的
。

尽管 8 年中实验室建设和研究经费才 5 00

万元
,

但分别来 自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等 8

个部门
。

青年人的成长
,

磨练是必要的
,

扶植也是必

要的
,

但经费上的扶植更必要
。

合理的经费投人
,

能

为他们的成功铺平道路
。

以他们研制成功的
、

获国

家发明奖二等奖 的那台实验设备为例
,

它在性能上

是国际领先的
,

但外观上有明显的缺陷
,

有的部件表

面质量较差
。

当有关领导到实验室参观时问到
: “

为

什么这一边表面质量这么差 ? ”

他们 回答说
: “

经费不

够
,

只能找收费低的单位加工 !
” 。

这样的例子还有
,

就不一一列举了
。

年轻人在成长过程 中
,

一帆风顺不一定有利于

他们的意志锻炼
。

但花费过多的精力
,

忙于找钱
、

汇

报
、

鉴定和验收
,

恐怕是更大的浪费
。

在市场经济环

境下
,

竞争是必要 的
,

但是
,

适当的宏观调控具有更

重要的意义
。

关键是能不能慧眼识真金
,

否则
,

就像

富兰克林所说的
: “

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
” ,

白白

浪费了 ! 对 于已经可 以确认 的优 秀人 才或研究 队

伍
,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 (几年
、

10 年或更长时间 )
,

政府或经费资助部门能够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出

成果
、

相对稳定的研究环境
,

而不是让他们把时间浪

费到烦琐的程序上和为寻找经费而四处奔波
,

这才

是真正的利国利民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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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

存储
、

调制
、

处理和显示等功能的材料
,

具有我国

自己的知识产权
,

为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打下基

础
。 “

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科学若干前沿问题
”

研究

计划是拓宽
、

调整我国理论物理研究方向的配置
,

注

意交叉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一些相对薄弱的方面选

择重要的研究方向
,

积极探索
,

逐步形成优势
,

造就

一批立足国内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和能在相关交叉

学科起关键作用的理论物理及其交叉科学在 21 世

纪前期步人国际最先进行列
。 “

网络与信息安全
”

重

大研究计划主要研究信息网络与安全的科学理论与

关键技术
,

解决对 国民经济发展 和国防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所涉及的重大科学问

题和突破关键基础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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