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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科学基础研究是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
,

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
。

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基础研究发展的时

代特征
,

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科学基

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我国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
,

国家对农业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能满足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
。

以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为依托
,

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
,

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和

人才培养
,

具有重要的作用
。

通过广泛
、

深入
、

实质

性的国际合作可以使我国农业科学基础研究从选题

到实施尽快与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接轨
,

以促进我

国农业科学基础研究的跨越式发展
。

1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的组织

多年来
,

农业科学处结合学科发展战略
、

优先领

域
,

充分利用已有国际合作交流的途径和资源
,

支持

国际合作研究
、

组织双边国际会议
、

发挥留学人员的

作用
、

积极支持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
,

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我国从 事农业科学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与国

外同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并形成了一些实质性的合

作研究项 目
。

1
.

1 结合优先领域组织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肥料是农业的重要资源
,

为了探讨肥料在农业

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

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 德国联邦科学委员会于

19 9 8年 10 月 22 一24 日在德国联合组织召开了
“

首

届中
一

德植物营养对可持续 农业 生产的影响双边学

术研 讨会
” 。

德 国是植物营养学的发源地
,

自 18 40

年李比希提出矿质营养学说
,

建立植物营养学体系

以来
,

德国植物营养学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基础研究水平高
、

理论体系完整
。

研讨会对植物氮
、

磷
、

钾及微量元素
、

土壤肥力
、

微生物在植物营养中

的作用
、

可持续农业中的植物营养问题等方面进行

了专题讨论
。

此次会议不仅使中国青年科学家充分

了解国际植物营养学发源地— 德国植物营养学研

究的历史和 当今具有领先地位的现代植物营养学研

究现状
,

而且也使德国科学家有机会了解 中国高产

高效优质农业的现实和 问题
,

了解中国植物营养学

近 10 年来的快速发展
,

为他们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和突破 口
。

通过这次会议形成了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德 国联邦科学委员会共同资助的
、

中

德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项 目
“

水稻覆膜旱播

条件下水
、

肥利用效率及生态效应研究
” ,

该项 目结

合我国水资源紧张
、

肥料利用率低等问题
,

研究在栽

培措施改变的情况下
,

如何提高水肥等农业资源的

利用效率
,

保护环境
,

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1
.

2 注意加强与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国际农业研究组织是隶属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
,

其 宗旨之一是促进

农业研究的国际合作
,

由于 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相对

来讲没有特定的国家利益
,

因此其具有较强的开放

性
,

与中国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

近年来
,

自然科学基

金委国际合作局和生命科学部分别与国际玉米小麦

改 良中心 ( C瓜叭n 丁 )
、

国际水稻研究所 (琅R l )签定 r

协议
。

我们积极组织 了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农业研究

组织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
。

农作物方面的国际研究

组织 (如 C】M M Y I
, 、

IR R I
、

国际马铃薯中心 ( C IP ) )分别

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玉米和小麦
、

水稻
、

马铃薯遗传

资源
,

作物资源的评价与创新具有明显的特色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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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
,

这些研究组织将生物技术方法与常规遗传育

种方法有机结合
。

我委国际合作局与 C IN卜 n T 于

19 99 年签署 了合作协议
,

2 0 00 年开始资助中国农业

科学 院何 中虎研究 员与 口丫肠h 叮 小麦 系主 任 aR
-

J

~
博士围绕小麦品质改 良研究开展的合作研究

,

该项合作已取得 良好进 展
,

将为我 国小麦营养和加

工品质改 良提供理论基础
。

结合生命科学部优先资

助领域
“

农业动植物重要病 害流行病学研究
” ,

面对

我国尤其是西南地 区小麦锈病危 害逐 渐严重的趋

势
,

2 0 02 年 1 月 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代表团访 问

国际玉米小麦改 良中心时与其达成协议
,

于 2 0 02 年

4 月双方共同支持在中国召开 了
“

中国
一

C D沮叭Y l
、

小

麦锈病学术研讨会
” 。

在访问交流和双边学术研讨

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合作项 目
“

小麦条锈病和 白

粉病慢病性机理及其分子遗传学基础研究
”
已通过

专家评审
,

开始执行
。

结合国际农业研 究组织的优

势和我国农业基础研究 中的问题
,

我委还分别组织

了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国际合作项 目
“

水稻分子育

种基础研究
”

和与 国际马铃薯中心的国际合作项 目
“

马铃薯晚疫病持久抗性与加工品质改 良研究
” 。

2 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 了我 国农业科学研

究水平的提高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农业科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的资助

下
,

通过植物营养研究领域我国中青年学者的不懈

努力和与德国
、

美国等在该领域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

的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
,

我国的植物营养研究在基

础较弱的情况下
,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已受到国际同

行的认可和重视
。

20 01 年我委资助 了中国农业大

学张福锁
、

华南农业大学严小龙等 5 位青年学者参

加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第十 四届 国际植物营养大

会
,

张福锁
、

严小龙在大会上被推选为国际植物营养

学会常务理事
。

由于我国植物营养研究近年来发展

很快和中国中青年学者的 出色表现
,

我国成功地赢

得了 2 004 年第十五届国际植物营养大会在 中国召

开的举办权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为我国青年学者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条件
。

华南农业大学严小龙博士在 19 95 年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的基础上
,

于 19 9 6 年开始受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资助与美国科学家合

作开展酸性红壤 中菜豆磷效率基因型差异的形态和

生理生化基础研究
,

19 98 年和 2 0 01 年分别获资助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他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开拓了植物营养遗传学和根

系生物学研究新领域
,

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植物 营养

遗传研究室
,

并牵头在本校筹建成立了一个跨院系
、

跨学科的
“

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
” ,

研 究成果得到了

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承认
,

迄 今已在 国内外刊物上

发表论文 60 多篇
,

其 中在《科学通报》
、

《植物学报》
、

尸及刁n t 月
l夕 , 10 1〔明 )

、

C
“ ” 飞洲 t oT 介

e s i n l花a n t 外 3巧i ol o g y
、

厂吸之nt a
dn 肠 il

、

(派沪 反乞en ce
、

J o

~
Z了于吸之nt 灿功方 i on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 20 多篇论文 已被 咒 I等收录
。

1 9 9 5年 以 来
,

他先后获得了国家教育部
“

跨世纪优

秀人才
”

基金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国家重大基

础研究发展规划项 目 (
“ 9 73

”

项 目 )子课题 等国内重

要研究项 目
。

特别是他以豆科作物根构型特性遗传

改 良为题申报的美 国麦耐基金会 ( M c凡 l i
ght

l几〕u
dn

a -

it on )的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从全世界近 400 份申请

中脱颖而出
,

成为最后 10 份获得资助的课题之一
,

获资助 83
.

5 万美元
,

说明了他和研究团队在国际学

术界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

农业科学基础研究的国际化是新世纪农业科学

发展的重要 特征
,

在我 国已 加入 w IO
、

知识产权 日

益受到重视和保护 的新形势下
,

如何开展农业科学

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为我们提 出了新的课

题
。

我们将继续结合学科发 展战略和优先 资助领

域
,

继续加强与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

积

极推进中外农业科学家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研究
,

把

农作物品质改良
、

农产 品营养与安全和农业环境保

护等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点领域
,

积极组织这

些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项 目
,

以保障我 国的农产品安

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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