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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长春 13 0 0 23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 部的资助
一

下
,

我们实验室在过去的 10 年里与德国等国家的国

际合作取得 了很大进展
。

多方位 的国际合作
,

给我

们实验室带来 了许多新的思路
,

取得 了很 多成果
。

可以这样说
,

没有这些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
,

就没有

我们现在这样快的发展速度
。

对这些年的国际合作

进行总结
,

我们认为以下几点颇为重要
。

1 争取大师级科学家的支持是进人高水平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一步

我们认为
,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并不仅意味

着频繁的国际旅行
,

也不是参加了几个国际会议
,

更

不是请 厂多少位国外学者来做报告
,

而是踏踏实实

地深入国际的科研工作主流中去
,

进行长期的互利

性共同发展
。

直接进入这个主流的最有效 的办法
,

就是与大 师级科学家合作
,

借助 他们的影响和 帮

助
。

就象我们常说的
:

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

我们与

德国的科研合作始于德国美茵兹大学有机化学研究

所的 H
.

iR l唱 S

do fr 教授和吉林大学沈家驰院士
。

H
.

iR gns
do fr 教授是一位世界著名的化学家

,

长期致力

于功能高分子和分子组装体 的分子工程学研究
,

在

高分子液晶的分子构造与功能
、

功能超分子体系的

结构控制
、

生物膜过程 的模拟等方面做出 了杰出的

贡献 ; 同时
,

他又是一位世界著名教育家
,

桃李满天

下
。

自 1 97 8 年他作 为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生育委员

会的委员首次访问中国以来
,

他每隔 2一 3 年都访问

中国 一 次
。

沈家骋院士和 H
.

iR l唱 s d o r f 教授在 19 8 6

年中德高分子双边研 讨会上相识后
,

两位大师一见

如故
,

遂开始 r 长达 巧 年的科研合作
。

他们联合培

养的张希博士
,

做 为一座桥梁
,

来往于中德间进行短

期合作研究
。

在他们共 同努力下
,

吉林大学在国内

较早开展 厂功能超分子体 系研究
,

为学科建设开拓

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研 究方 向
。

借助 H
.

iR gns
d o r f

教授的影响和帮助
,

我们进而与法国
、

荷兰
、

日本
、

美

国
、

比利时等国家的超分子研究中心建立 了广泛的

国际合作联系
。

目前
,

我们实验室已成为我国超分

子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
。

另外
,

H
.

iR n g s d c“ 教授
、

沈家骆院士和法 国诺 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 J一M
.

I无 h n
教授 于 19 9 8 年和 20 01 年共同举办

高水准的超分子体系国际香山科学会议
,

为推动 国

内超分子科学的研究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

在 2 0 01

年
,

H
.

iR gns
〔10 “ 教授荣 获了国务院

“

友谊奖
’ , ,

这也

表达了我们对他长期致力 f 中
一

德科技交流与 合作

的崇高敬意
。

从 与他及另外几位知名学者的合作

中
,

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

大师级的科学家会引领我们

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及更广泛合作氛 围
。

2 互补性是国际合作的前提与长期合作的

基础

国际合作 的最大忌讳之处就是跟在 人家 后面

跑
,

或者一直处于学习与模仿状态中
。

这 只能是国

际合作的初级阶段
。

在合作 中有互补性
,

才能使双

方都从中受益
,

也 有利于产生创新思想
,

从而使合

作能长期存在
。

我们与德国明斯特大学物理所 H
.

uF
c
hs 教授和迟力峰教授合作 已有 7 年

,

能持 续多

年
,

并不断取得新成果
,

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彼此的研

究组有很强互补性
。

彼此共同的兴趣是功能纳米材

料的自组装
,

但我们超分子实验室从化学角度出发
,

擅长于合成各种具有组织能力的有机和高分子构筑

基元 ; 对方的研究组从物理角度出发
,

善于发展和建

立各种表面
、

界面的纳米表征方法
。

双方的合作曾

先后 5 次纳入德意志联邦研究基金会 ( I〕R 子)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双边合作项 目
,

并获海外青

年合作基金的资助
。

在此基础 上
,

以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咚振合院士和德国明斯特大学物理所

H
,

uF
c hs 教授为首席科学家

,

我们又共同申请 厂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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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聚集体的化学—
有机功能微结构

”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计划项 目 (
“
9 3 7

”

项 目 )
,

并 已于 20 00 年获得

科技部的批准
,

这是国家首 次支持的中欧合作重大

项 目
。

在这些合作基金的支持下
,

我们在界面分子

组装与表面图案化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

我

们将树状分子化学与 自组装膜相结 合
,

发展 了以树

状分子为纳米构筑基元
,

由其界面组装来形成二维

有序表面的新方法
。

我们将介晶基 团引入双头双亲

分子
,

以增强它们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

解决了表面胶

束稳定性的难题
。

目前
,

我 们已共同在国际刊物上

发表论文 巧 篇
。

3 注重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新的表征方法

在国外学习新的表征方法
,

并在 国内建立此实

验装置是 我们开展国际合作 的重要 收获之一
。

例

如
,

在 H
.

iR l艰 s do r f 教授和沈家骆院士的推动下
,

我

们与慕尼黑大学应用物理 系 H
.

E
.

aG ub 教授合作

在纳米力学方面开展 了有成效的合作
。

H
.

E
.

aG ub

教授是国际上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
,

他在 国际上率

先建立了基于原子 力显微镜的单分子力谱方法
,

并

成功地进行 了一系列精细的生物大分子的单分子实

验
。

我们于 1 9% 年派李宏斌 同学做为联合培养博

士研究生赴 H
.

E
.

aG ub 教授组学习单分子力谱
,

又

于 1 9 97 年对方又 派 M
.

K du e ar 博士来长春帮我们建

立了该方法
。

H
.

E
.

aG ub 教授 无偿捐 赠给 我们的

配套装置达 20 万人民币
。

我 们将单分子力谱与高

分子科学相结合
,

开展 了高分子的力谱研 究
。

利用

此装置
,

我们研究了聚合物单链的弹性性质
,

揭示了

聚合物的侧基及小分子相互作用对主链弹性的影响

规律
。

我们研究了一系列天然大分子多糖类的单分

子力谱
,

获得了其力诱导下的构象转变的一些指纹

特征
。

近来
,

我们利用此方法来研究高分子 于界面

的吸附形态
,

及直接测量超分子体 系的组装推动力
,

已取得重要结果
。

该方面的国际合作使我们成为在

国际上最早开展高分子纳米力学研 究的单位之一
。

4 国际合作促进 了青年骨干教师的稳定与

成长

我们实验室地处东北
,

吸引在国际上一流实验

室中有长期训 练并 已被 广泛 认同的 人才很难
。

目

前
,

实验室的学术骨干均是我们 自己培养的
,

靠较好

的小环境吸引和稳定他们在实验室工作
。

为使青年

学者尽快成长为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有竞争力的年

轻学术带头人
,

并尽可能地减少近亲繁殖对学术发

展造成阻碍作用
,

沈家驰院士很早就开始鼓励青年

教师建立 自己的长期合作伙伴
,

每年有 2一 3 个月赴

国外及我国香港地 区进行合作研究
。

在保证大多时

间在国内工作的同时
,

每年均有机会去了解研究新

动态
,

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想法
,

并利用国外的 良好

实验条件做一些特殊实验
。

经过近 十年 的努力
,

我

们有一批青年教师逐渐成长为实验室的学术骨干
,

并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

这种短期合作研

究的有益之处还在于
,

它可能避免 由于长期在外而

造成文化落差
,

从而引起的人才流失
。

当然
,

这属于

中国特色
,

不是一个长期手段
。

但在国内现 阶段发

展状态下
,

它仍不 失为一种有效 的方法
。

我们也利

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

派研究生到国外去联合培养
,

将

他们很早就融入到国际科研的层面上
,

这 既有利于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

又播下 了下一轮国际合作的种

子
。

目前
,

我们实验室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较

好梯队
,

其中包括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
”

的特

聘教授 2 人
,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获得者 4 人
,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获得者 1 人
,

另有 3

人入选教育部
“

优 秀跨世纪人才培 养计划
” 。

当然
,

这与我们实验室的各位骨干教师的 自身努力及国内

科技发展的大环境分不开
,

但国际合作的土壤也为

培育他们做 出了特殊贡献
。

一切合作
,

无论是 国际合作还是国 内合作
,

合

作只是手段
,

而最终 目的是 为 了 自己的实验 室发

展
,

自己的团队建设
,

以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
。

十

几年来
,

我们在合作中成长
,

也越来越明确合作的

方法和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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