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

一
占有 一 席之地

·

4
.

2积极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各种国 际 合作

交流活动

应 重点 支持年轻学术带头人参与国际学 术交

流
,

帮助他们参 与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4
.

3 积极发挥海外华人学者的作用
、

鼓励他们以多

种形式为国服务

海外
、

香港及 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的实

施及海外评委的聘请对促进国内外合作
,

活跃 国内

学术氛围起到 了推动作用
,

我们仍需采取积极措施
,

力求通过 与海外留学人员的实质性合作有效利用国

际科学资源
,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

4
.

4 加大科学基金支持力度
,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经费问题仍是开展 国际 间学术交流 的重要障

碍
。

近年来在化学领域的国际会 议
_

卜
,

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者被邀请作大会或分会报告
,

但 由于经费不

足还无法更多地参加国际会 议
,

因而影响
一

了我国科

技人员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
。

近几年化学的国际

交流 与合作经费虽然在不 断增长
,

但 与科学家 的实

际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

因此
,

仍应该不断增加强度
,

促进化学家更多地参与 国际合作 与交流
。

同时
,

我

们应该本着用好科学基金每一分钱的精神
,

慎重选

取值得资助的项 目予以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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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沃土叶正茂

—
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研究所

“

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杜灿屏
关

陈拥 军
关

朱士正 士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化 学科学部
,

北 京 10 0 0 8 ;5 t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
,

上海 2 0 003 2)

2() 0l 年 1 1 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 了

专家组对 卜海
、

南京地 区创新群体进行了现场考察
。

其中有
一

支学术思想活跃
、

治学严谨
、

凝聚力强
、

勇

于创新
、

团结奋进的研究群体
,

给专家们留下 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

专家组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

给予 r 很高的评价
,

并寄
一

予厚望
。

这个研究群体就

是中国科学院 卜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 以下简称有机

所 )麻生明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
“

金属有机化学国

家垂点实验室
” 。

这是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实验室
。

该实验

室在黄耀曾
、

陆熙炎
、

戴立信院士和钱 长涛
、

沈延吕

研究员等老一辈科学家们 的勤奋耕耘下
,

自 19 89 年

正式建成部 门开放实验室以来
,

多次接受原国 家科

委
、

国家计委和科技部
、

中国科学 院的考核评估
,

曾

两次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并于 2 001 年 4 月通过国家

正式验收
,

成为 国家重 点实验室
。

19 97 年 以来
,

年

轻的科学家从老一辈手 中接过接力棒
,

继续开拓创

新
,

在肥沃的土壤 中蓬勃 发展
,

茁壮成 长
,

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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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研究所
“

金属有机化学 国家吸点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活跃于世界有机化学界的 一 支独特 的科 研创新群

体
。

一个人 才济济的研究群体

共同的科学志趣和不懈追求使这个研究群体紧

紧凝聚在一起
。

在这个 由老 中青科学家组成
、

以年

轻人为主体的研究群体 中
,

先后有 7 人获国家杰 出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2 人获香港
“

何梁何利
”

奖
,

3 人

获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资助
,

2 人获香港
“

求是基

金杰出青年学 者奖
” ,

3 人获 上海 市启 明星计 划 资

助
。

尤为重要的是
,

在这个研究群体中
,

每一位研究

骨干都在各 自的研究领域取得非常优 秀的研究成

果
,

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为这个研究群体增辉
。

19 86 年毕业 于杭州 大学化学 系的麻 生明研究

员是现任实验室主任
,

是一位兢兢业业
、

脚踏实地
、

治学态度严谨和有远见的科学工作者
。

他师从陆熙

炎院士
,

在有机所先后 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

就读

研究生期间获中国科学 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

其中

研究生阶段的工作是 19 99 年 由陆熙炎 院士主持 并

获得
“

国家 自然科学 奖二 等奖
”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排名第二 )
。

19 92 一 19 97 年先后赴瑞士苏黎世联邦

理工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

他

曾以在美期间创造性 的研究工作
,

获得以 国际著名

化学期 刊德 国 A gn ,
.

hC
e m

.

nI t
.

dE
.

Egn l
.

作 为

封面介绍的殊荣
。

19 97 年
,

在 国家杰 出青 年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
,

麻生明怀着满腔热情和对科学 的孜孜 追求 回 国工

作
,

并在短短的几个月 内组建了课题组
,

瞄准世界公

认的热点研究领域开展现代合成化学的研究
。

他作

为首席科学 家之一
,

组织并承担 了国家
“ 9 73

”

项 目
“

创造新物质的分子工程学
” ,

日前该项 目以优秀的

成绩通过中期评估
; 他 主持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

L
、

重点项 目
、

优秀实验室项 目以及 中国科学院
“

创

新方向性项 目
” 、

“

九五
”

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和上海 市

科委启明星讨
一

划 以及若干国际合作项 目和省部委项

目等
。

这些有着明确方向性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将

进一步促进药物化学
、

材料化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
,

同时对我国开展以高选择性有机合成方法学为内容

的基 础研 究产 生 巨 大 的推 动作用
。

他 先后 在 J
.

A m
.

hC
e m

.

50 。 ,

Agne
、

.

ch
e m

.

nI t
.

dE 等 国际一

流杂志上发表 了近百篇论文
,

仅 2 0 02 年就有 3 篇文

章在 Agne
、

.

hC
e m

.

nI t
.

dE 正式发表
。

麻生明博士正是 以他扎 实的学科基础
、

严谨的

科学态度及丰硕的科研成果
,

逐渐得到了国内外同

行的承认 与尊敬
。

19 99 年他 获得 中国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奖一等奖
、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和香港求

是基金杰 出青年学者奖
。

19 97 年 以来他 已应邀 12

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
。

2 00 1 年 10 月美

国 hC em & E gn 从叨、
杂志对他的课题组的部分工作

做 r 介绍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麻生明于 19 97 年接任实验室

主任时
,

室内当时只有两位年轻 的学科带头人
。

他

敏锐地意识 到高水平的研究室必须是一个人才济济

的研究群体
,

实验室要与国际同行保持在同一研究

水平
_

L
,

就必须不断引进和培养优秀的青年学科带

头人
。

在他的领导之下
,

一批 年轻而优秀的科学 家

得以在实验室内脱颖而出
。

现任该实验室副主任的侯雪龙研究员
,

19 86 年

在有机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后
,

于 19 87 年获德 国洪堡

基金会奖学 金在 德 国科 隆大学 从事 博士后 研究
,

19 89 年回到有机所
。

他 曾经主持和正在 主持 的研

究项 目包括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子课题
、

国

家
“ 973

”

项 目子项 目
、

中国科学院
“

九五
”

基础性研究

重大项 目
、

重大项 目子课题 以及多项基金委面上项

目和 上海市科委项 目等
。

他发展了一个实用的立体

选择性合成烯基
、

炔基取代的氮杂环丙烷 以及烯基

取代环氧化合物的方法
,

实现了立体化学调控
,

且从

机理 仁进行了解释并实现了目前制备炔基取代及反

式烯基取代 氮杂环丙烷的最简便方法
。

他们所设计

合成的一类新型手性二茂铁配体成功地应用于不对

称烯丙基化反应并在单取代烯丙基底物的取代反应

中取得 了迄今为止最好 的区域选择 性和对映选择

性 ; 他已在国际一流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
,

部分工作 申请 了专利
,

其工作被同行引用 4 00 余次
。

他是 19 97 年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 目的主要

贡献者 (排名第二 )
,

19 99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

金
,

2 0 01 年获
_

L 海 市科 技 进 步奖 一 等奖 (排 名第

二 )
。

这一重点实验中还有好多位活跃的研究者
,

如
:

姜标博士 19 94 年 12 月从美 国杜邦公 司 回 国后
,

一

直从事不对称有机化学合成化学
、

街体和菇类化学
、

含氟有机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
、

杂环有机化学 和药

物化学等领域的研究
,

他在国际重要专业期刊发表

论文 60 多篇
,

获国家专利和美国专利 19 项
,

其研究

工作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
。

他 目前正在进行不对称

合成方法学前沿领域的研究
,

同时承担 国家
“ 8 63

”

科

技项 目
“

有机精细化学品 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软件开

发
”

的研究
。

姜标还分别获得首届国家杰 出青年科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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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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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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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基 金 (X 2一3 `手

学基金
、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基金
、

上海市科技启明

星计划基金
、

国家计委
“

九五
”

科技攻关等多项基 金

的资助 ;曾获得
“

世界华人有机化学会议杰 出青 年

奖
” 、 “

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
” 、 “

上海市十大杰出

青年
”

等等十余项奖
。

不仅如此
,

姜标研究 员在科

技成果产业化方面也倾注 了大量 的心血
,

并且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

他 的多项研究成果 已 成功地产业

化
。

他们将频临倒闭的原有机所属下的实验工厂发

展成一个 目前产品基本 上外销国际市场
,

产值达 1
.

2

亿元
,

利税达 0
.

巧 亿元
,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的高技

术企业
。

吕龙博士 19 91 年获有机所博士学位
。

他 19 %

年 10 月从美国回 中科 院上海有机所后
,

19 97 年 10

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

他 目前正

在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 目有
:

国家
“

九五
”

重点科技

攻关计划
“

组合化学方法在创制新农药 中的应用
” 、

“ 8 6 3
”

计划质子膜燃料电池用含氟离子交换膜的研

制和开发
、

与美 国史克必成 ( S m i th kl i n e B e e e h a m )制

药公司的国际合作项 目
“

组合化学方法研究
” 、

与加

拿大 lA le h x

制药公司的国际合作项 目
“

医药 中间体

的合成
” 、

与台湾 长兴化学公司的合作研究
“

精细化

工产品的研制
”

等
。

他 曾获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两次
,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

中科院第三届

优秀青年称号
、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

号和各种人才基金资助
;迄今 已发表论文 31 篇

。

20 00 年获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的施 敏

博 上
,

19 91 年在 日本大阪大学工学部获博士学位
。

他 19 98 年 3 月回 国
,

现任有机所研究员
,

迄今共发

表论文近 百篇
。

丁奎岭博士 19 9 8 年人选 中 国科学 院
“

百人计

划
” ,

2 0 0 0 年人选 仁海市
“

启 明星
”

计划
,

200 2 年度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他在金属有机化学研究方

面
,

纠正 了英 国化学家 w
.

R
.

M c
w h inn i e

等关于希

夫碱汞化反应 的错误报道
,

首次提 出四员环形式 N

~ H g 分子 内配位的观点 与证明 ; 首次提出并实现 了

化学计量光敏化固态脱梭反应
、

晶格控制的手性记

忆反应等
,

并发现了一例新 的不同有机分子间的固

态
“

绝对
”

不对称反应 ;运用组合化学方法
,

结合不对

称活化
、

毒化等概念
,

发现 了一些新 的高选择性
、

高

效率手性催化剂 ; 发展 了重要轴手性 配体 B NI O L
、

N O BI N 和具有 c : 对称性的高效率合成
、

拆分和衍生

化新方法
,

并基于这些工作
,

发现 了一些新 的
、

高效

和具有应用前景的手性催化剂体系
; 迄今共发表论

文 5 5 篇
,

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5 项
。

获得 2 0 0 2 年度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的

唐勇博士
,

19 9 6一 19 9 9 年先 后在美 国 C o l o ar d o S t a t e

jt n i v e o i ty 和 G e o 吧 e t o w n u n iv e
sr i ty 从事博 1 后研究

,

199 9 年人选中国科学院
“
白

`

人计划
”

来有机所 卜作
,

现任有 机所 研究 员
、

博士 生 导师 ; 目前 主持 国家
“ 8 6 3 ”

科技项 目一项
、

中国科学院方向性重大项 日 -

项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等
。

他 曾获 19 %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

19 97 年 L海 市科委青年

科技论文优秀奖和 20 01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 自然

科学类 )一等奖 (排名第三 ) ; 迄今已在 国际著名期 刊

发表论文 19 篇
)

新近 回国的张兆 国博士 19 97 年获有机所 博 士

学位
,

后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化学系做博 上

后研究
,

20 00 年 5 月人选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来

有机所工作
,

现任有机所研究员
。

他 已在国际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巧 篇
,

参与完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一项
、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
。

199 5 年 10 月 回国 的赵刚博士
,

199 4 年 获有机

所理学博士学位
,

随后在美 国克莱姆生大学化学系

做博士后研究 ; 现任有机所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他

的研究领域是过渡金属参 与不对称反应
、

天然产物

全合成的研究和有机氟化学的研究
,

迄今发表论文

19 篇
。

2 宽松的研究环境
,

和谐的民主气氛

宽松的研究环境
,

民主和谐的学术氛围
,

是金属

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又一显著特点
。

由 于研

究领域上的多样性
,

组 内成员逐渐形成 了勤于磋商

讨论和相互协作帮助的 良好学术气氛
,

很好地 发挥

了互补的优势
。

他们注重对外学术交流
,

积极 参加

国际
、

国内学术会议
,

多渠道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实验

室参加学术交流
。

实验室一方面通过对邀请来所的

科学家提供 50 % 的资助
,

鼓励各课题组在注意交流

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邀请外国专家来实验室讲

学
、

访问 ;另一方面实验室每年拨专款邀请一些 世界

上享有盛誉的金属有机化学家来实验室进行讲学和

指导
,

使科研人员不出国也 能面对 面地与国际高水

平的科学家进行交流学 习
,

推 动了实验室科研 「作

整体水平的提升
,

增强 了实验室在国际 L 的影响和

地位
。

实验室还资助一些国外研究人员来室做 客座

研究
,

进行一些合作研究
。

20 00 年戴立信院士和钱

长涛研究员牵头主办了第 19 届 UI 以 C 闰际金 属有

机化学会议
,

取得 了圆满成功
,

起到 了很好的学术交

流作用
。

不仅如此
,

他们还从提高我 国金属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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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有机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学整体研究水平 的高度
,

设立 了面向全 国各高等院

校和研究所 的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

金
,

以吸引一些国内优秀青年科技人员 申请开放基

金
,

从事高水平的合作 研究
,

并定期举行 学术交流

活动
。 “

学会欣赏别人的工作
”

这一理念不仅使他们

自己能够开展出色的研究工作
,

同时也使他们充分

发挥国内金属有机化学研究的
“

领头羊
”

的作用
。

一支科 研群体 队伍 的形成
,

除 了优 秀人才的聚

集
、

良好的学术氛围
、

严格有效 的管理
,

还必须配备

相当数量 的先进设 备
。

这几年 实验 室前后购 置 了

4 00 M 核 磁 仪
、

x
一

衍 射 四 圆衍 射 仪
、

c C D 面探 仪
、

300 M 核磁仪
、

无氧操作 箱等一批 较先 进的仪器 设

备
,

价值总计达 9 00 多万元人 民 币
。

这些硬件设施

再加上所 内原有的的众 多设备
,

使实验室的发展如

虎添翼
。

现在实验室 已形成了你追我赶
,

公平竞争
,

互相

促进
,

共 同发展的局面
。

该研究群体仅在 20 01 年就

已在 J
.

A m
.

hC
e m

.

oS
。 .

上 发 表 3 篇 论 文
,

在

Agne
`

.

品
己m

.

学术 期 刊上 发表 论文 2 篇
,

在 cA 。
.

hC
e m

.

eR
s

.

上发表论文 1 篇
,

他们 已成为有机所发

表高质量学术论文的一支重要力量
。

3 立足高起点
,

迎接新挑战

“

居安思危
”

是他们保持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又一

个成功秘抉
。

在 国际国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

科 学

竞争的态势愈加激烈的背景下
,

该实验室在瞄准学

科研究的国际前沿领域 的同时
,

还制定了实验室的

中长期研究 目标和发展规划
。

他们敏锐地认识到
,

金属有机化学在有机合成

化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

在继承传统合成反应方法

的同时
,

探索新的反应机理和方法
,

发展原子经济性

( tA o m bc on o

my )高选择性有机合成方法学
,

为药物和

精细化学品的高选择性合成提供科学基础
,

研究开

发环境友好的有机合成方法将成为今后金属有机化

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

因此
,

他们在发展原有研究特色的同时
,

还将系

统开展对金属有机化学 的基础研究
,

设计并合成新

型的金属有机化合物并研究其结构及反应性能
; 研

究金属 一
碳键

、

金属 一 氢键等的形成及其化学转化
;

开拓导向有机合成反应 的金属有机化学
,

发展新的

金属促进的高选择性催化反应 ; 为走向 21 世纪 的高

效
、

低污染的绿色合成化学提供方法 和源泉
。

该实

验室今后的主要研究 目标是
:

( l) 发展基于金属有机

化学的原子经济性反应
,

通过发展环境友好 的合成

化学来推动环境科学的发展 ; ( 2) 通过发展金属催化

的不对称合成方法学来发展能应用于具有生理活性

化合物包括药物合成的技术
,

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 ;

( 3) 基于碳
一

金属键的反应性来发展金属催化的有机

高分子合成化学
,

促进材料科学 的发展
。

同时通过

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工作将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紧密

结合起来
。

有机所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里的年轻

科研人员
,

以他们活跃的学术思想
、

严谨的学风
、

勇

于创新的精神和令人鼓舞的成果
,

已经在世界金属

有机化学研究 中占有一席之地
。

人们有理 由相信
,

在不久的将来
,

他们会在金属有机化学 国家重点实

验室这片沃土上耕耘出更加辉煌 的研究硕果
,

长出

一片参天大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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