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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坛
·

材料

—
科技发展的动力和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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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仪旧85 )

[摘 要 ]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
,

分析 了材料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作用
,

指出材

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它的落后必然成为科技发展的瓶颈
,

必须引起

足够的重视
。

〔关键词 〕 材料
,

动力
,

瓶颈
,

科技发展

凡参观过历史博物馆的人们
,

稍加注意就会发

现历史的发展与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
,

各个时代都

以相应的材料名称作为其标志
,

成为人类文明史的

里程碑
,

例如
:
石器时代

、

陶器时代
、

青铜器时代
、

铁

器时代
、

瓷器时代
。

进人现代科技馆
,

又可 以发现与

材料密切相关的技术
,

例如
:
半导体技术

、

超导技术
、

光纤技术
、

纳米 (材料 )技术等等
。

即使以芯片技术

为核心的信息时代
,

也有人称之为硅时代
。

自古以

来
,

材料一直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动力
。

但是
,

材料的重要性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
。

特别在

我国
,

有些人鄙薄材料研究工作
,

其中包括政府部门

和管理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
,

总认为材料是白菜
、

萝

卜一大堆
,

没有显示度
,

而不愿给材料研究提供必要

的投人
。

非材料研究领域的工作者
,

往往认为材料

是举手可得的
,

把科技发展中所需 的关键材料误认

为普通的原材料
,

似乎只要有钱就能轻易买到
,

因

此
,

当材料科学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合作时
,

常常只能得到购买原材料的费用
,

而得不到相关材

料的研究费用
。

尽管材料一直起着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
,

但材

料真正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

而引起人们的足够关

注
,

可能要追溯到上世纪 so 年代末
。

19 57 年 10 月 4

日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

重 80 千克
,

11 月

3 日又发射第二颗人造卫星
,

重 5 00 千克
。

而美国

在 19 5 8 年 1月 31 日发射的
“

探索者 1号
”

人造卫星

才 8 千克
,

其重量 比前苏联的卫星轻得多
。

于是
,

美

国有关部门联合向总统提出报告
,

认为在科技竞争

中美国之所以落后于苏联
,

关键在材料
。

在意识到

材料研究的重要战略意义后
,

美国政府给予了极大

的重视
。

19 58 年 3 月 18 日总统通过科学顾问委员

会发布
“

全国材料规划
” ,

决定 12 所大学成立材料研

究实验室
,

以后又扩大到 17 所
,

由国防部管理
,

197 2

年起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 )F 管理
。

由此
,

出现了包括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

材料科学与

工程
” 。

在 国际上
,

这一学科的作用一直影响至今
,

并将继续影响整个世界的科技发展
。

实际上
,

阻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
,

往往也

在于材料
。

我国整体上对材料研究的重视不够
,

严

重影响了我国科学和技术其他各个领域的正 常发

展
。

高新材料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
,

传统材料的质

量
、

品种和性能与国外的差距更大
,

例如
:
汽车钢板

、

易拉罐用铝板等还需要进 口
,

不少材料的使用寿命

短
,

可靠性差
,

成本高
,

回收技术落后
,

还造成严重的

环境污染
。

鉴于我国材料领域的落后局面
,

国际上

一直有人对我们实施制约
。

冷战期间
,

超级大国和

西方集团
,

在一些 国防关键材料上
,

甚至原料 (比如
,

钻
、

镍 )
,

都曾对我们禁运
,

迫使我们研究替代材料
。

冷战结束后
,

西方依然没有放松在高技术
、

新材料方

面对我们的封锁
。

然而
,

目前世界上发达 国家的政府都把材料研

究与其他关键领域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

最近
,

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
.

R e m i卿 教授和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剑桥大学的 R
.

C ah n
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

出 〔̀ 〕 : “

当今三项技术得到广泛共识
,

是作为发达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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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未来兴旺发达的关键
,

而且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
。

它们是信息技术
、

生物技术和材料科

学与工程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通过降低价格
,

改进产

品制造的方法
,

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引导新结构和器

件的发展和提供生态修复和防护的方法
,

使另两个

关键技术成为可能
,

并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们的生

活
” 。

江泽民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材料科学在未来发展

中的重要性
。

他曾指出
: “

在 20 世纪这 100 年中
,

科

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

下一个世纪
,

物质科学
、

信息科学
、

生物工程
、

材料科学
、

宇宙科学
、

环境科学

都将取得更大的突破
”

圈
。 “

许多新的交叉科学研究

领域都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繁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信息科学
、

生命科学
、

材料科学和资源环境科学研究

领域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3 〕”
。

目前
,

我国已进人 确叮0
,

这意味着我们将参与

全面的国际竞争
。

全球经济一体化
,

一方面仰仗于

全球信息的网络化
,

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全球交通运

输的不断改进
,

其中飞机性能的提高有一半依靠材

料的改进 ;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样取决于材料的发展
,

比如
,

汽车的轻量化与发动机性能的大幅度提高 ;不

管是燃料电池还是高密度
、

大功率电池
,

莫不与材料

密切相关
。

材料的综合性能低
、

造价高
,

就不可能有

很强的竞争力
。

尽管信息科学
、

生物工程等领域在

21 世纪的科技竞争中
,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但材

料科学与工程的落后将成为信息科学
、

生物工程和

其他学科顺利发展的瓶颈
。

在制订新世纪的科技发

展规划过程中
,

有关部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

为了

国家的长远利益
,

必须对材料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和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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