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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揭晓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均远教授
、

云南大学

侯先光教授和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共同完成的
“

澄

江化石群和寒武纪大爆发
”

获得本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
,

三位获奖者因贡献杰出并列第一分享

这一荣誉
,

在我国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评奖史上 尚属

首次
,

引人瞩目
。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
,

早期生命起源的探索是一

个永恒的研究主题
。

是否存在
“

寒武纪大爆发
”

一直

是一个谜
,

吸引了学术界一大批精英孜孜不倦的探

索
,

该间题也被国际学术界称为
“

当代 自然科学十大

难题
”

之一
。

澄江动物群为诊释和 回答寒武纪生命

大爆发这一重大科学疑难问题提供了最佳窗 口
,

澄

江动物群的发现
,

被国际学术界称为
“

20 世纪最惊

人的发现
”

之一
。

该获奖成果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
。

一是

首次揭示出寒武纪大爆发主幕的全貌轮廓
,

诊释并

回答了寒武纪大爆发这一重大疑难科学问题 ;二是

探索了脊椎动物
、

真节肢
、

鳌肢和 甲壳等动物的起

源 ;三是证实了现生动物门和亚门以及复杂生态体

系起源于早寒武世 ; 四是挑战了 自下而上倒锥形进

化理论模型
,

为自上而下的爆发式理论模型提供了

化石证据 ;五是提出了神经脊动物的概念并创建了

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演化 5 个阶段的假说
。

与上述学术贡献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很丰富
。

据

不完全统计
,

该研究团队在国内外刊物上共发表论

文 卯余篇
,

其中在 八b `uer 和 及泌昭 等权威刊物上

发表论文 14 篇
,

其中第一作者 13 篇 ; 出版专著 6

部仍乞翔祀 和 &
~

发表专评 9 篇
。

相关成果被收

人 而及砂以 & 动麟
、

& 2肠
,

肠石卿
3 Adn 鲡如

勿 n
等

国外教科书
、

百科全书和国际知名科学读物
。

纽约

时报两次专题评论本项 目成果
,

美国《科学新闻》周

刊两次发表本项 目有关成果的封面专评
,

美国《国家

地理》杂志发表文章报道澄江动物群泪翻” 馏口 和德

国《明镜周刊》发表题为
“

东方的神秘
” 、 “

挑战达尔

文
”
和

“

脊索动物起源
”

为标题的文章对澄江动物群

进行专题介绍和评论
。

在国内该成果也引起广泛关

注
,

先后被评选为
“

199 6 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 、

,’l 9 99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 、 “ 199 9年中国基础研

究十大新闻
” 、 “

199 9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

和
“

200
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 仁̀〕等
,

享誉海内外
。

该研究能取得如此瞩目的成果
,

主要是该领域

科学工作者几十年如一 日
,

在艰苦的条件下
,

执着的

投人和艰难的探索
,

把握科学前沿
,

站在国际学术高

度来进行 自己的科学研究
,

以敏锐的科学洞察力
,

知

难而进
,

不断创新的结果
,

也是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

厚积薄发的一个典型
。

在资助方面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
、

科技部
、

教育部等多个部

门不同程度的资助为该项 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
。

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

之一
,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营造有利

于激励原始创新的良好环境出发
,

积极推动科技源

头创新
,

不断加快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图
,

对澄江动

物群研究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
。

获奖者在谈及感受

时
,

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该研究持续
、

稳定
、

长

期的资助为该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原始创新的

良好条件
。

作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
,

从

营造有利于激励科学家原始创新的良好环境出发
,

站在基金管理的角度
,

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

抛

砖引玉
,

与读者交流与分享
。

1 积极营造具有竞争性的研究环境

积极健康的学术竞争孕育创造力
,

这对所有形

式的创造活动
,

包括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
,

都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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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 “

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
”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的获得
,

从科学基金管理的角度
,

有许多地方

值得我们总结
、

分析
,

其中感受最深的一点是
:
对于

一些重要的
、

原创性的问题
,

要鼓励不同学术观点
、

不同学术思路的科学家
,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 自由

探索
、

交流
、

碰撞
,

营造一种健康
、

积极的竞争研究环

境 (匹犯
n c

om ep itt ion )
。

获奖的 3 位科学家
,

在从事澄

江动物群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时
,

彼此具有不

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路
,

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诊释

对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认识
。

如在涉及早期脊椎动

物起源
、

节肢动物起源等方面
,

陈均远教授
、

侯先光

教授和舒德干教授均从各 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和研究思路
,

开展了积极的学术争论
、

学术批

评和学术交流
。

没有学术争论
、

学术批评和学术交

流
,

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
。

鼓励不同学

术观点和学术思路的科学家开展积极健康的竞争
,

不仅有利于像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一样
,

总有

一种
“

必要的紧迫感 ( es o en it al et ns i on )
” ,

使科学家全

身心地投人到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中〔3 ]
,

而且有利

于科学家将重要的科学成果发表到国际著名的刊物

上
,

基础研究的成果只有第一
,

没有第二
,

要放在世

界科学舞台上去评价
,

以更快的步伐走向世界科学

前沿
,

同时也激励科学家严谨治学
,

进行更深层次的

精益求精的探索和研究
,

使科学家蕴藏的智慧火花
,

在健康积极的竞争环境中
,

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持续性
、

稳定性

对重大原创性研究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关注是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
。

一段时间以来
,

由于科研经费紧张
,

使得一些研究工作跟着经费走
,

科学家难以在其善长的领域和方向
,

进行较为长期

的自由探索
,

使有限的精力随着资助项 目摆动仁
4」

。

科学实践证明
:
基础研究具有

“

厚积薄发
” 、

难以预测

等特性
,

需要长期潜心研究和多方面长期积累
,

许多

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往往来 自于科学家的执着追

求
。

为了使一些有潜力
、

有苗头
、

方向好并具有较强

探索性
、

挑战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项目能付诸实施
,

并使科学家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

围绕自己的想法

自由探索
,

沿着预期的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研究方

向开展工作
,

国家自然基金在科学遴选的基础上
,

应

给予持续
、

稳定的资助
。

西方发达国家 (如美国
、

德

国等 )
,

也非常重视连续资助和不断加大研究项 目的

周期
。

以获奖者之一舒德干教授所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为例
,

舒德干教授自 19 9( 〕年以来连续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 目 5 项
、

奖励基金

l 项
、

重点项 目 1 项和科技部与基金会联合资助的
“

攀登专项
”

三级课题 2 项 (见表 1 )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连续资助下
,

舒德干

教授及其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 目的成果
,

在

寒武纪大爆发全貌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发现

了后口动物
“

半棵树
”

中的类半索动物
、

棘皮动物
、

头

索动物
、

尾索动物
、

脊椎动物几个最为重要的分支类

别 ;发现并论证了绝灭的古虫动物门
,

从而突破了早

寒武世长期囿于原 口动物
”

半棵树
”

的认知局限
,

首

次全面勾勒出这次大爆发事件同时创生出了原 口动

物和后 口动物两大枝系的完整动物演化
“

大树
”

的基

本轮廓 ;提出脊椎动物起源分
“

五步走
”

的假说
,

论证

了中国是全球脊椎动物的发祥地
。

上述成果以第一

作者在 八b 扭花 上发表论文 6 篇
,

并分别被评选为
“

2X() 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 、 “ l熨尧〕年中国十大科

技进展
” 、 “ l塑到〕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

等
。

舒

德干教授获奖后
,

深有体会地谈到
: “

我的学术成果

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支持
” 。

表 1 舒德干教授负贵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览表

批准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执行年限

礴卯7X( 】7 1

4叫 72 07 6

4肠 7么〕8 6

专
一

01
一 1 一 2

专
一 01 一 4 一 2

4卯 72( 刃3

4望抢田 30 (奖励 )

302 7段X) 3

粼 )3 32 0 16

高肌虫化石的显微构造
、

化学成分研究及其全球总结

高肌虫软躯体化石研究

一些主要体腔动物门类起源研究

澄江生物群疑难门类化石的研究

澄江生物群进化生物学研究

主要后 口动物门类的起源研究

主要后 口动物门类的起源研究

脊索动物早期分异与脊椎动物起源

寒武大爆发中的动物门类多样性及重要类群的起源与演化

l卯 1
.

1一 l卯3
.

12

1卯 5 1一 1卯 7
.

12

l卯 7
、

l一 19望〕
.

2

1卯7
.

1一么l 犯
.

12

1叩 7
.

1一2以X)
.

12

2 X( 刃
.

1一双刃2
.

12

2 (众 )
.

7一万刃 3
.

12

双犯3
.

1一一 2仪万
.

12

ZJ 又
.

1一一火刃 8
.

12



第 4 期 刘 羽等
:
积极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研究环境— 记 2 00 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 3 9

3积极倡导
“
以我为主

”
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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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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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竞争力的科学队伍 s[]
” 。

基础研究国际化的趋

势越来越突出
,

获取
、

分享国际科学界成果的经验
,

利用发达国家的研究手段
、

设备
、

信息
,

可以尽快使

我们的研究工作进人世界科学前沿
。

积极开展以我

为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是
“

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

爆发
”

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的重要启示之一
。

在
“

澄江

动物群
“

研究中
,

获奖的科学家们扎根地域
,

放眼国

际
,

充分利用我国具有的地域优势和特色及国内
、

国

际智力资源
,

开展积极
、

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
,

使中

国的精美化石及其科学研究得以很快地走向世界
,

在探索生命演化的历史长河中
,

取得世界瞩目的研

究成果
。

为在更高的理论层次和新的时间纬度对寒

武纪大爆发本质进行深入探索
,

3 位获奖者充分利

用国际智力优势和设备优势
,

积极开展以我为主的

国际合作与交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此提

供了及时的支持
。

由于澄江动物群的研究将有助于

对地外生命地探索
,

美国宇航局 ( N A S A )对此表示 了

极大的兴趣并给予正式立项
,

投资强度很大
。

这一

项目的负责人是著名生物学家
、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

E
.

D a v id so n
教授

,

陈均远教授为共同负责人
,

项目组

成员有来自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科学家
,

以昆明早期

生命研究中心
、

南加州大学发育生物学实验室
,

台湾

清华大学生物成矿实验室为依托
。

对于
“

寒武纪大

爆发
”

这一觅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

我国在占有资

源优势和丰富研究成果的前提下
,

如何在激烈的国

际合作与竞争中
,

保持领先优势
,

掌握主动权
,

是我

国科学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

鉴于此
,

2 X( X)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利用宏观调控经费
,

紧急启动

重点项目
: 《动物多样性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的宏观图

景 ))( 项目批准号洲刃 32 02 0 )
,

资助强度 2朋 万元
,

使

陈均远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借助国际平台
,

以我为主
,

在脊椎动物起源中间进化环节化石的发现
、

脊椎动

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理论模型的研究
、

现生动物门和

亚门化石代表的发现
、

节肢动物起源中间环节化石

的发现和研究
、

节肢动物起源理论模型的探索和节

肢口动物亚门起源的中间进化环节化石的发现和研

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成为该奖成果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

陈均远教授获奖后深有体会地谈到
:

“

十余年来我曾先后得到来 自不同单位和个人经费

的资助
,

其中以我正在承担的
“

动物多样性的起源和

早期演化的宏观图景
”

基金委重点项 目资助强度最

大
,

这对自然科学一等奖部分成果的形成起了关键

性的作用
。

著名进化生物学家 S
.

J
.

oG uld 在 《生命

之书》第二版前言中归纳了 199 3一2 X(] 2 年期间国际

古生物学四大科学成就
:

( 1) 前寒武纪两侧对称动物

胚胎的发现与研究 ; ( 2 )寒武纪大爆发化石依据的积

累
,

特别是现生动物和亚门化石代表的发现 ; ( 3) 脊

椎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 ; ( 4) 鲸鱼起源中间进化环节

的发现与研究
。

上述重点基金项目在以上所列举第

一到第三项成就均作出重要的科学贡献
,

其中两项

成就 (即第二和第三项 )是
“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获奖

的重要内容
” 。

4 提高资助强度
,

加大资助力度

对于取得突出进展的面上项目
,

随着研究的深

入
,

应加大资助力度
,

提高资助强度
,

使科学家能在

未知世界里 自由探索
,

尽情驰骋
,

以取得更大的突

破
。

澄江动物群是充分展示
“

寒武纪大爆发
”

结果的

最佳窗 口
,

含有极丰富的有关早期生命演化与
“

寒武

纪大爆发
”

奥秘的科学信息和重要线索
。

陈均远
、

舒

德干和侯先光相继在 Na
t
uer

、

反ic cen 上发表 6 篇相

关学术论文
,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

得到国际科

学界的高度重视
。

随着寒武纪大爆发研究的深入
,

许多与生命起源有关的
、

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断

涌现
,

已有的资助强度已无法满足一些重大科学问

题的解决
,

必须加大资助力度
,

提高资助强度
,

1卯7

年
,

科技部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出资

25 0 万元
,

启动了
“

九五
”

攀登专项
: “

地球早期生命

演化和寒武纪大爆发
” ,

该项目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

方法
,

剖析该时期发生的主要生物事件和地质事件
,

研究了生态系的演变和主要生物类群的演化速率
、

探讨了环境变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对早期生命进化的

影响
。

在此基础上
,

解释了
“

寒武纪大爆发
”

的形成

背景和成因机制
,

探讨了生命进化的基本形式和模

式
,

为实现生命进化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

5 鼓励创新
,

保护
“
非共识

”
项目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一个充满困惑而又孕育重

大突破的科学领域
。

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往往

具有不受现行理论和观念束缚的独创性理念和创造

丑、丹习翼像洪玲2004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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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想
,

按现有的知识水平有时难以理解
,

解决这些

问题的有效途径也难以掌握
,

其研究的难度超出一

般的研究
,

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

而一旦突破则可能带

来全新的观点和理论
。

这类基金项 目在评审过程

中
,

经常出现 ,’j 卜共识
” ,

如何保护创新性强的
“

非共

识
”

项目
,

是基金管理工作的难点之一
。

如
,

对于脊

椎动物的起源
,

学术界具有不同看法
,

同行评议出现
“

非共识
” ,

对于这些与生命起源等重大问题有关的

重要研究课题
,

从科学处到科学部都给予了极大的

关注
,

探索如何保护
“

非共识
”

项目
,

使这些富有创新

性思想的科学家在这些重要领域获得资助
,

为他们

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
,

使他们在早期生命起源的前

沿领域 自由探索
。

该奖的获得
,

是对我国古生物研究工作者
,

在探

索早期生命起源所做出的实质性科学贡献和科学精

神的充分肯定和褒奖
。

然而
,

在探索早期生命起源

及寒武纪大爆发的征途中
,

这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
,

获奖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

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逐步

攻破
,

一些新的课题不断出现
,

还有大量的
、

艰苦的
、

富有挑战性的未知世界等待着该领域的科学家去发

现
,

去探索
。

因此
,

迎接新的挑战
,

是不断取得进步

的必然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将遵循基础

研究的客观规律
,

努力为科学家营造有利于原创性

成果产出的研究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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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十年—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情况简述

19 94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设立是党和

政府为了加快培养跨世纪优秀学术带头人
,

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所采取的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措

施
,

体现了党
、

政府和全国人民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

深切期望
。

此项基金的设立和成功的实践极大地鼓

舞了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为祖国科技事业献身的热

忱
。

十年的历程充分证明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为国家稳定了一支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
,

吸引了

一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

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活

跃在世界科学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

十年来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共受理中青年

学者申请 54 89 人次
,

经同行评议
、

专业评审组评审
、

评委会评定
,

已经有 11 74 名申请者获得了资助
,

占

申请总人数的 21
.

39 %
。

获资助者中
,

1 1 16 人具有

博士学位
,

其中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为 7 50 人
,

占

总数的 67
.

2 %
,

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为 3 66 人
,

占总

数的 32
.

8 % ;获资助者中有 69 位女青年学者
,

29 位

少数民族学者
,

其中包括满族
、

回族
、

白族
、

朝鲜族
、

蒙古族
、

苗族
、

锡伯族等
。

据统计
,

近年来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

助者为项目主持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逐渐

增多
,

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项 目为 2以X) 年度

2 项
,

2 00 1 年 3 项
,

以刃2 年度 5 项
,

以刃3 年度 5 项
。

到目前为止
,

共有 巧 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

的研究成果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近几年资助的 76 个创新研究群体中
,

有 67 个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是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者
。

他们为国家科学
、

经济
、

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

在国内外科技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科金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