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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大学涂传治院士多年来在太 阳风湍流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

先后于 198 9 年

和 2X() 1年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本文以涂传治院士研究工作为例
,

探讨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对原创性基础研 究的资助模式及成效
。

通过分析作者认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

、

支

持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因素对于涂传治院士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具有重要作用
。

[关键词 ] 原创性
,

基础研究
,

资助模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今天
,

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科技竞争的制

高点
,

成为国家竞争成败的分水岭
。

据有关资料统

计
,

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 90 % 源于基础研究及

其他原始性创新
。

原始性创新意味着在研究开发方

面
,

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做出前人

所没有的发现或发明
,

从而推出创新的成果川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

一
,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营

造有利于激励原始性创新的良好环境
,

推动科技源

头的创新
,

加快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
,

担负着义不容

辞的责任川
。

一个有创新思想的课题能不能及时地得到相应

的资助 ? 得到资助之后能不能坚持研究 ? 如果以这

样的基本问题来检验现行的科学基金资助环境是否

确实有利于推动源头的科技创新
,

得到的结论将会

是什么呢 ? 这是一个关系到科学基金能否履行其使

命的重要问题
。

本文将以北京大学涂传治院士的研

究工作为案例
,

探讨科学基金对源头的科技创新研

究
,

即原创性基础研究工作的资助模式及成效
。

1 涂传治院士研究工作及其得到科学基金

资助情况简介

涂传治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

2X() 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1940 年生于北京
,

19 6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涂传治院士首次获得科学基金资助是自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即

将成立之际
,

当时他还 只是一名讲师
。

16 年来
,

他

几乎不间断地获得了 6 项资助 (见表 1 )
,

持之以恒

地从事太阳风湍流的研究
,

而且作为基础研究
,

科学

基金一直是涂传治教授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
。

2 涂传治院士研究成果

多年坚持不懈地探索使涂传治院士在太阳风湍

流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

做出了系统的和被

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

他作为唯一获奖者
,

于 19 89 年
、

2田 1 年先后两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以他为主建立的太

阳风湍流串级传输理论提出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方

法
,

解决了以往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矛盾
,

很好地阐明

了以往理论不能解释的观测现象
,

并促进了太阳风

湍流传输理论的发展
。

他首次把阿尔芬波传播描述

与磁流体湍流理论结合起来
,

突破了国际上以往把

波传播与湍流二者截然分开研究的思想与做法
,

提

出压力平衡结构与快磁声波混存的新观点
,

突破了

传统的
“

近似不可压理论
” ;首次建立了由阿尔芬波

本文于 2X() 3 年 11 月 10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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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尺度传输结构组成的两组元太阳风湍流模型
。

述太阳风湍流的道路
,

已经成为近年来许多研究太

所建立的理论首次阐明了一系列重要的观测现象的 阳风湍流论文的基础
。

一些美国
、

法国和意大利等

机理
,

包括湍流功率谱的发展
,

太阳风质子加热
,

速 国科学家在其文章中分别指出
,

上述理论是他们研

度结构函数特性
,

密度
、

温度和磁场强度起伏特征 究的起点
,

而他们的研究则是涂传治研究的继续和

等
。

一些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文章指出
,

发展图
。

该理论标志着一个重要进展
,

开辟了更加完整地描

表 1 涂传治院士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

批准号 项 目 名 称 起止时间 资助金额 (万元 )

数理 85 伪 1 太阳风的阿尔芬脉动模式 19 86
.

1一 19 89
.

12 1
.

5

48 87 01 97 行星际空间等离子体离子加速和加热的能量转换机制 19 89
.

1一 199 2
.

12 4

492 7 42 17 太阳风磁流体湍流的演化机制 1卯 3
.

1一 1卯 5
.

12 4

49 57 4 238 近 日冕阿尔芬波对太阳风的加速和加热效应及太阳风模型 l男 6
.

1一 199 8
.

12 15

49 87 4D 3 6 回旋波供能的太阳风的多元流体模型 l望粗
.

1一2加 1
.

12 13

40 17 中 ) 45 太阳风质子和重离子回旋波共振的准线性理论 2 X( 犯
.

1一刀I片
.

12 21

涂传治院士前后发表科学论文 100 多篇 (其中

S C I收录 4 5 篇 )
,

至 2X() 3 年 9 月
,

被 SC I 引用 1 4() 5

次
。

涂传治院士 19 88 年在 J 倪o}P sys ica l R此ea n火 一 A

上发表的文章的学术结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

价
,

截止 2X(j 1年 n 月
,

该论文已被 SC I引用 90 次
,

其中他人正面引用 76 次
,

远远高出 1988 年发表在 J

晓叩妙 ica l eR
s e “

hcr
一 A 同类型论文的平均数 26

次
,

该文的半衰期长达 7 年
,

即 19 88 年发表到 199 4

年 7 年间被引 47 次
,

占总被引 90 次的近 so % 叫
。

作为研究成果的总结
,

199 5 年
,

涂传治教授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知名出版社 ( K l u w e r A e a de rn i c

几b一i s h e sr
,

玩司
r e c h“ B o s to l“ 助 n d on ) 出版了论述太

阳风湍流 的专著 A“功 st 耐
“
esr

,

袱哪
3 a

dn uT r乙u -

距配己 in het sol ar 矶
n d (与 E

.

M拼hc 合作
,

共 2 10 页 )

和评论
,

截至到 2X() 3 年
,

该专著和评论被 SCI 引用

巧8 次 (其中他引 1科 次 )
,

确定了他在该领域的领导

地位
,

有关书评指出
“

该书 (即该项成果专著 )作者属

于太阳风流研究的领导者
,

…该书填充了空间物理

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

s[J
。

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多项 国际
、

国内大奖
: 19 89

年和 2X() 1年先后两次作为独立完成人获得国家 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一等奖空缺 ) ;l 99 2 年获国际科联

空间研究委员会 ( CO SP AR )及印度空间局 ( ISR O )联

合颁发的 V IKRA M sA RA BHA I 奖章 ; 2X() 2 年获何梁

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

3
。

1

对涂传治院士成功因素的分析

选择前沿性的研究课题是取得原创性成果的

前提

著名物理学家
、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经告

诫国内的青年学生
,

在选择 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时
,

要选择一项前景广阔的领域
。

他很庆幸自己到美国

念书时是世界新的物理学 (粒子物理 )开始发展的时

期
,

他因投身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领域而开启了成

功的大门s[]
。

这说明选择合适的研究领域的重要

性
,

而涂传治院士取得的成绩也与他选择了前沿的

研究课题是分不开的
。

涂传治院士从事太阳风湍流

方面的研究源于 1980 年他在美国访问时接触到太

阳风起伏的最新观测结果
,

而当时流行的两种理论
:

波动理论和湍流理论
,

都不能解释新的观测现象
。

这激发了他深人探索这一课题的兴趣和热情
。

回国

后
,

他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

经过 4 年的努力
,

终于以

某种方式把已有的两种理论的描述方法结合了起

来
,

创造了新的理论
,

解释了上述不能理解的观测现

象
。

这一新的理论被称为
“

类 W K B湍流理论
” ,

被认

为是
“

开辟了更加完整地研究太阳风湍流的路
” 。

这

一成果于 1989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以

后
,

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

并发现这一新理论

给出的湍流串级能量正好是学术界寻找多年的太阳

风质子加热的能源
,

从而奠定了内日球层太阳风加

热的基本机理
。

3
.

2 连续资助是从事原创性基础研究的物质保证

基础研究的规律和大量实践证明
,

自然科学的

发现和发明
,

从来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

据统计
,

从

诺贝尔奖获奖者做出代表性工作到最终获奖一般需

要 10 余年
,

并且有增长 的趋势闹
,

而 以往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项 目
,

出成果的平均周期为 14

年川
,

可见原创性基础研究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
,

不能急功近利
,

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
。

涂传治院士

能够在太阳风湍流研究领域坚持不懈地耕耘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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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正是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为他提供了根本的物

质保障
,

因为科学基金一直是他研究经费的主要来

源渠道
。

19 85 年当他还只是一名讲师的时候
,

他首

次获得了科学基金资助
,

那时也正是他研究太阳风

工作的起步阶段
,

1
.

5 万元的经费在今天看起来不

多
,

但当时却是
“

雪中送炭
” ;随后每当前一个项 目即

将完成
,

他就在已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申请下一个

项目
,

而他扎扎实实积累起来的工作基础和对下一

步研究的新思路又给了 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他下一

个项目的信心
。

就这样
,

连续 16 年不间断地资助如

同
”

釜底加薪
”

一般
,

使他的研究工作得以连续不断
,

一步一步走向深人
,

最后终于获得丰富成果
。

对此
,

涂传治院士深有感触
,

在北京大学 2田 1年度科技奖

励大会上特别感谢自然科学基金会对他的科研项 目

的支持和帮助阁
。

3
.

3 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原创性基础研究的沃土

基础研究有两种类型
,

一类是瞄准国家目标
,

以

解决国家社会发展
、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

的基础研究 ;还有一类是 自由探索性的
,

它来源于科

研人员的敏感和好奇
,

以个人兴趣为主导
,

需要 自

由
、

宽松的研究环境
。

后一类的基础研究由于面对

自然
、

社会和人类思维各方面的复杂问题
,

具有不确

定性和非共识性
,

因而更有可能产生原创性的科研

成果
。

费尔马大定律是世界数学史上著名的难题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瓦尔埃斯对此潜心研究了 8

年
,

在这 8 年中的前 6年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

但却

最终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
。

显而易见
,

如果是在一

个急功近利的浮躁环境里
,

他是无法安心坚持 6 年

没有任何产出的研究的
。

涂传治院士在总结自己成

功的原因时也深有感触地认为
“

正是北京大学严谨

的学风和务实不求名利的学术气氛使我能长期踏踏

实实的致力于教学科研工作圈
” 。

可以说
,

宽松的学

术环境是培育原创性成果的沃土
。

3
.

4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重

要手段

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陈佳洱曾经指出
, “

国际的

合作与竞争是基础研究的一个根本保证
,

也是发展

和推进基础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
。

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的科学家应积极参与基础研究的国际竞争
,

通过

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

准确把握基础研究的前沿和发

展脉络
,

开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
,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科研队伍
,

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回
’ , 。

自然科学基金会一直非常重视国际合作和交

流
,

在成立之初就通过资助基金项 目的研究人员通

过
“

走出去
”

和
“

请进来
”

的各种方式从事国际合作
,

涂传治院士在这方面也受益良多
,

多年来多次受 自

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接待国际同

行来访等
。

他在太阳风湍流方面所取得的国际公认

的重大成就
,

就基于他积极与外国同行进行的广泛

而深人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他说
: “

在当前信息社会

中
,

科学研究的竞争十分激烈
,

常常不同国家的几个

研究小组同时在做同一个题目
,

要想争得领先
,

确实

需要非常努力
。

结合我自己的研究
,

我觉得要想走

在学科发展的前沿
,

就要掌握学科发展动态
。

而掌

握学科发展动态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参加有关国际学

术会议和与国际同行直接讨论
。 ”

可 以说
,

他从开始

接触有关太阳风起伏的最新观测资料
,

到投人到太

阳风湍流方面的研究
,

再到取得这一领域的原创性

成果
,

每一个阶段都得益于与国际同行的互相启发
、

合作交流
。

不仅如此
,

国际合作还给他的研究带来

巨大的精神动力
,

就像他所说的
, “

我发表的文章中

相当一部分是与德国 E
.

Masr hc 教授合作完成的
。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

我们的讨论经常诱发出新的思

想
,

我们愉快的合作是我研究的动力之一
” 〔8〕

。

3
.

5 严谨求实
、

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是科研人员应

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条件

基础研究的不可预见性决定了它必定是一个漫

长的
、

艰苦的
、

寂寞的过程
,

从事这一事业必须能够

承受失败和寂寞的考验
,

必须具备严谨求实和持之

以恒的科学精神
。

瓦尔埃斯 8 年
“

只知耕耘
,

不问收

获
”

潜心钻研费尔马大定律
,

丁肇中为了测定电子质

量做了整整 20 年
,

很多成果都是十年磨一剑
。

涂传

治院士也是如此
。

他从 198 0 年在美国访问时开始

接触太阳风湍流方面的研究
,

20 年如一日的刻苦研

究和探索
,

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

科学史上无数的

事实证明
,

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大师
,

无一不具备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学术道德
。

4 结 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春风中

应运而生的
,

从成立之 日起就汲取了国际上先进的

管理经验
,

同时
,

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自己
。

从涂

传治院士的例子可 以看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支

持原创性基础研究中具有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
。

近

年来
,

自然科学基金会更加强调要全面实施源头创

新战略
,

并在实际资助工作中探索支持原创性研究

和创新性人才的模式
。

比如对于评审体系的不断改

进
,

对非共识项目的重视和保护
,

加强青年基金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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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规模
,

设立小额探索项 目
,

实施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和重大研究计划等等
。

这些措施对于发现
、

保护和

支持创新性研究以及创新人才都会产生积极的作

用
,

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
。

同时
,

对于那些在前沿领

域能够不计名利不懈探索
,

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
、

严

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 良好学术道德的科研人员
,

应

该充分地信任他们
,

给他们创造宽松的环境
,

允许他

们失败或者
“

宁坐板凳十年冷
,

不写文章半句空
”

地

埋头研究
,

敢于连续资助他们并支持他们积极参与

国际合作与交流
。

在这种有利于源头创新的环境

中
,

相信能够培育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和创新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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