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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基金为学科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陈 越 温明章 薛 岚 杜生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00 0 85 )

198 8 年
,

西南农业大学蚕桑 学科 申报 的
“

蚕桑

基因库
”

项 目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
。

此

后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西南农业 大学家蚕

基因课题组进行 了连续资助
,

至今共资助面上项 目

10 项
,

重点项 目 1 项
,

战略研究 1 项
。

目前西南农业

大学蚕桑学科为全国重点学科
,

他们所进行的研究

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

在 国内外蚕桑领域都有着重要

影响
,

是我国蚕桑领域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研究 的

重要基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西南农业大学蚕桑

学科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

1 科学基金是学科发展的加速器

西南农业大学家蚕基 因库建立于上个世纪 40

年代
,

历经战火和动乱
,

创始人蒋 同庆教授为其创建

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

至 19 88 年
,

该基 因库共

保存 了各种家蚕遗传 资源 4 00 余份
,

在当时世 界家

蚕资源数量排行榜上位于 日本九州大学家蚕资源库

(保存 4 50 份 )和 日本国立蚕丝实验场 (保存 44 0 份 )

之后
,

为世界第三
。

当时 的家蚕基因库已 历 50 余

年 100 余代共 4 00 余系
,

但 由于经费极度紧张
,

尚未

系统整理和挖掘
。

创始人蒋同庆教授于 19 8 8 年获

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蚕桑基因库
”

项 目的资助
,

对该课题组来说真是雪 中送炭
。

蒋 同庆教授对课题

组高水准严要求
,

迅速制定了保存
、

整理和研究的整

体规划
,

并在实验遗传学
、

蚕桑生物化学
、

绢丝昆虫

细胞遗传学和桑树的资源等 四大领域开展 了 10 余

个子课题 的研究
。

在 国内首次发表了 《家蚕遗传系

统 目录》
、

《家蚕基因的名称和特征 》 ;抢救性收集资

源 20 余份
,

新发现突变基 因 8 个
,

亦为前所未有 ; 17

篇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更是在蚕业界引起广泛关注
。

上述成果于 19 91 年度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在此基础 上
,

1992 年 以 家蚕基 因库为基础
,

组 建成

立了农业部蚕桑学重点实验室
。

每当谈到第一个基

金项 目时
,

蚕桑学研究群体带头人 向仲怀院士无不

感慨
: “

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在关键的时期
,

资助了一个关键 的项 目
,

启动了一个学科的系统改

革
” 。

在第二个基金项 目
“

蚕类染 色体研究
”

的资助

下
,

由遗传资源研究 向细胞遗传研究推进
。

两年后

的 19 9 4 年
,

第二个项 目就发表研究论文 10 篇
。

正

在这个时候
,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
,

对整个生物

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

国际蚕学界也开始考虑启动

家蚕基因组 的基础研究
。

为了制定我国蚕桑学科基

础研究 的整体规划
,

抓住有利时机
,

参与国际合作和

竞争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又及时资助了
“

蚕桑学基础

研究战略研究
”

项 目
。

从此西南农大家蚕桑学重点

实验室的研究者们把 目光瞄准了更高的 目标
。 “

家

蚕第 1 1
、

25 号染色体 R F评 研究
” ,

既是该群体获得

的第三个基 金面上项 目
,

同时也 是 国际家 蚕 R F廿

计划的组成部分
。

从研究水平上看
,

该项 目已切人

世界前沿性领域 ;从研究内容上看
,

它又是从细胞遗

传向分子遗传转变的一个桥梁
。

这个项 目的主要研

究成果不但作为国际家蚕 R F LP 作图计划成果 的一

部分向世界公布
,

而且 5 篇高水平论文的发表
,

也代

表 了我国家蚕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新起点
。

西南农大

蚕桑学重点实验室的研究
,

逐渐在国内外形成气候
,

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基地
。

完成的家蚕新品种
“

夏芳 X 秋 白
”

获重庆市 科技进 步奖一 等奖 ( 19 97

年 ) ; “

人工三倍体桑新品种嘉陵 16 号选育研究
”

获

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19 95 年 )
、

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 19% 年 )
,

此外还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 项
。

1993 年
, “

家 蚕基因资源库研究 和应

用
”

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四等奖
,

为我国蚕桑领域第

一个获得该项奖励者
。

19 95 年
、

19 % 年和 19 98 年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又连续资助了
“

家蚕卵巢发育基因

的表达与调控
” , “

家蚕 随机引物扩增 D N A 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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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七 A卜 )l ) )研究
”

和
“

家蚕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 (I F SH )

的研究
”
二个基金项 日

,

总共发表研究 论文 30 余篇
,

为西南农大家蚕基因资源研究在基础和应用研究两

方面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

经过西南农 大蚕 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群体 10

年的奋斗
,

家蚕基因库从 19 8 8 年 4 00 余 系发展到 了

5 0 0 余系
,

在世界家蚕基因资源拥有量排行榜 上 由

第 二位 [ 升到第 二位
。

随着数十个新突变基因的不

断发现
,

卜分必要
、

也 t
一

分迫切对个别与经济性状密

切相 关的遗传资源进行系统研究
。

在这紧要关头
,

19 98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重点项 目
“

家蚕特

优基因资源及定 向改 良的基础研究
” ,

重点探讨 了家

蚕染色体各个连锁群的标 记基因系统建立
、

强杂交

优势和高饲料效率 基因的关系
、

构建高密度分子连

锁图潜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定位家蚕重要经济性状基

囚 ( Qr r L S )
。

该课题 目前已发表论文 40 余篇
,

并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各一项
。

20 02 年 3 月研究者们把这些研究成果 呈

现在验收组专家们面前时
,

受到了一致 的好评
,

项 目

综合评价是
“
A ” :

全面完成计划
,

研究工作取得突出

进展
。

基于国际科学发展大背景
,

西南农大蚕桑学带

头人向仲怀院士果断制定 了新 的主攻 目标
:

以蚕基

因组计划为手段
,

在蚕业努力实现继杂交种推广后

的第 二次产业技术革命
。 “

野桑蚕基 因资源利用 的

基础研究
” , “

家蚕重要突变基 因的遗传分析研究
” 、

“

家蚕起源进化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

的立项
,

使该研

究团队 以更新
、

更广的思维
,

重新回到了资源研究 的

原创点
,

以便为蚕基 因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

而
“

家蚕伴性赤蚁 (
S c

h) 胚胎期温敏性基 因差别显示
”

则开始 了前期性铺垫工作
:

如 E S T 分析
、

功能基 因

的克隆和功能基 因组研究体系的建立等
,

目前均进

展顺利
。

该研究群体的一系列努力
,

不但在国内外

蚕学界
,

也在我国基因组学相关领域引起高度重视
。

基金委员会和 日本文部省都分别对此进行立项资

助
。

在这个国际合作项 目执行期 间
,

研究室共接待

国外来访学者 20 余人次
,

从 中聘请客座教授 4 人

同时
,

通过合作研究与交流
,

学校共与国外 4 所大学

建立了长期 的协作关系
,

派 出高级学者 10 人 次
,

留

学生 巧 人
,

接受留学生 3 人
。

随着国际合作项 目的

开展
,

西南农大蚕桑学重点实验室进一步扩大 r 在

国际蚕学界 的影 响
,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日渐 频繁
。

199 8 年
,

第一个 国际合作项 目结束
,

研究 室也 启动

了基金重点课题
。

与此同时
,

第二个 国际合作项 目
“

中 日家蚕遗传资源比较研究
”

再次获得了 日本文部

省的大力资助
。

两个项 目的同时开展
,

巩固
一

r 蚕桑

学重点实验室在国际上不可争议的领先地位

19 9 9 年
,

已有近 10 0 年家 蚕遗传学研究历史的

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
,

拥有 100 余份非常珍 贵家蚕

资源
,

但是
,

由于对这批资源 的保存和研究 的技术

难度非常大
,

经过再三权衡
,

日本藤井教授做出了一

个让 中日蚕学界都感到意外 的提案
:

将 100 余个资

源无条件转让到西南农大蚕桑学重点实验室 ! 尽管

后来几经波折
,

2 0 01 年春天
,

这批凝聚 了日本 遗传

所几代学人半个多世纪心血 的资源材料顺利运到 r

西南农大安家落户
。

至此
,

西南农大家蚕基因库保

有量增至 7 0 0 余 系
,

以遥遥领 先的优势稳居世 界第

一
。

无疑
,

如果 没有 西南农大 在国际 仁的 良好信

誉
,

没有高水准的研究
,

在基因资源争夺达到白热化

的当今世界里
,

哪里会有这种事 !

2 科学基金是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的桥梁

19 9 2 年 7 月 3 l[
,

前来参加第 19 届国际昆虫学

大会的 20 余名国际蚕学领域知名学者会聚北京长

富宫饭店
,

出席由西南农大蚕丝学院举办 的学术晚

餐会
(

学者们听完西南农大家蚕基因库的五个精彩

报告后 (均由第一个基金项 目的主体内容构成 )
,

给

r
一

了高度的评价
。

这次聚会
,

直接促进了西南农大

参 与国际家蚕基因组计划
,

分工进行家蚕第 11 和 25

号染色体的 R FI 尸 作图研究
。

后来
,

国家 自然科学

3 科学基金是发现
、

吸引和培养一流 人才的

孵化器

西南农大蚕桑学重点实验室的现任 9 位教授都

曾是基金项 目的主持人或主要研究人
。

他们中的大

部分人都走过了一条共同的成长道路
。

向仲怀院 士

曾是四个基金项 目的主持人
,

他深 知高水平研究在

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中的作用
。

对于刚回国的研究

者
,

他总是要求和积极支持他们 申请基金项 日
“

如

果说是这里的研究气氛吸引了我 的话
,

而闰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 目支持则是我选择 回国的动力

之一
” ,

现任西南农大副校长的周泽扬教授
,

在谈起

在国外留学和工作八年后选择 回国时
,

总是感慨万

千
。 “

是基金项 目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进人 了研究

角色
” ,

刚归国不久的夏庆友研究员也深有体会
。

宋

方洲教授
、

邓礼容教授也是刚归国就主持基金课题
,

在国外工作的基础 上
,

结合 国内需要迅速开展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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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工作
。

鲁成教授不但 主持过两 个基金课题
,

而且也受益于基金和国际合作项 目
,

多次到国外从

事合作研究
。

是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吸引了他们
,

锻

炼了他们
,

并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

这是一支伴随着基金项 目成长起来的群体
,

是

一支具有广泛的学术背景
、

顽强的工作作风和 团结

协作的队伍
。

多年来
,

他们随着承担和完成 12 项基

金项 目和 20 余项地方配套和攻关项 目
,

共取得了 20

余项重大科技成果
。

与此 同时
,

他们还为国家培养

了千余名蚕桑学本科
、

硕士和博士生
,

为国家蚕丝业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每当谈起所取得的成绩
,

向仲怀院士总是笑着

说
: “

我们研究的是雕虫小技 !
” 。

正是家 蚕这条
“

小

虫
” ,

古与
“

丝绸之路
”

和几千年华夏文明史相连
,

如

今支撑着年产值 70 亿人民币和出 口创汇 20 亿美元

的庞大丝绸产业
。

家蚕还作为模式昆虫在农业害虫

控制
、

作为生物反应器在 医药等领域显示着越来越

重要的研究价值
。

现在
,

这支 由院士领队平均年龄

不到 45 岁的教授群体
,

正带领着 由 20 余名年轻骨

干和 50 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组成的研究 团队
,

夜以

继 日地工作在科研的第一线
,

以
“

本着一个 蓝图
,

一

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

的一贯作风在科学道路上求

索
。

C R E A T E A F A V O R A B L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F O R S U S T A IN A B L E

D I S C I P L IN A R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B Y S C I E N T I F I C F U N D

Ch e n Y u e
W

e n M i n gz h a n g X u e 压 n D u S h e n gm i n g

(从岁韶~
君 of L穿毛 cs ic 二 es

,

Ns F C
,

eB iij ng l《x x )8 5)

(上接 36 0 页 )

个人原则
、

宽松适 当原则
、

激励原则都是科学管理的

精髓和重要指导思想
。

限于篇 幅
,

不展开论述
。

效

能原则是指用负担最小的方式达到 目标
,

降低运行

成本
,

对职能的发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实现规律原

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
。

救济原则是指职能的发挥如

果给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

应保障相对方 的

合法权益
,

给相对方提供救济的途径
。

宽松适 当原

则的主要内容是
:

过 于宽松的制度起不到应有的规

范作用
。

若制度提供 的信息是 99 % 的为所欲为 的

侵占空间
,

只有 1% 的风险
,

那么私欲的萌生与膨涨

将得到纵容
。

过于严厉的制度
,

在实际工作中难 以

遵从
。

制度的合理与否极大地影响人们 的积极性
,

必须高度重视机制在调动人 的积极性 中的关键作

用
,

进一步为人才充分施展才干
,

创造和谐的环境氛

围和基本条件
。

建章立制涉及到一些深层次 的矛盾和利益调

整
。

建立科学化
、

规范化
、

程序化
、

合理化 的科学基

金运作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
。

这一系统应具有
:
职

责统一
、

激励与约束相对称
、

富有内驱力
、

团队精神
、

自组织 以及能防错
、

纠错的特性
。

4 尽快制定科学基金法

世界上 的发达 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
,

都是科

学基金法立法在前
,

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后
。

我

国的科学基 金制 已运行 16 年
,

科学基金法仍未 出

台
。

这显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

要
,

也不利于科学基金制的发展
。

应尽快制定科学

基金法
,

将科学基金制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

当经

费来源
、

运作系统等有了法律依据和制约
,

科学化
、

民主化 的中国科学基金制
,

将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发

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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