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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已达 10 年
。

在此

期间
,

我所共有 21 位青年研究人员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
,

形成创新研究群体 2 个
。

据不完

全统计
,

他们承担着各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

多项 ; 承担着国家重大研究计划或项 目如
“
973

” 、

“

86 3
” 、 “

十五
”

攻关
、

国家科委产业化等项 目 20 多

项 ;获省部级自然科学奖 3 项
,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

项 ;有 4 人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

3 人获中国

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

5 人获香港求是科技基

金会
“

杰出青年学者奖
” ; 已发表论文 700 多篇

,

其中

国际刊物 500 多篇 ;提交国际会议论文 13 0 多篇
,

其

中大会特邀报告 35 篇 ;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n 次 ; 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68 项 ;有多人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及在 国际杂志任编委 ;有 5 人人选首批
”

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 。

在我所的科研工作中
,

他

们都已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性研

究的中坚力量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受资助者同时肩

负着中国科学院及化学所各级学术管理的领导职

责
。

可以说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实施
,

培养了

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

对提升我所整体

创新能力
、

促进全所科研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在促进人才成长
、

吸引海外学子
、

培养学

术带头人和稳定基础研究 队伍
、

推动学科发

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白春礼研究员是我所第一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的青年科学家
。

他 自 199 5 年获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以来
,

在生命科学的前沿热点领

域之一— 核酸结构多样性和核酸复合物的研究

中
,

从分子生物物理学的角度出发
,

利用 S T M
、

AF M

及其他多种物理
、

化学和生物技术方法
,

在分子水平

系统地研究了在体外体系中三链 DNA (包括三链辫

状结构和三螺旋结构 )的形成条件
、

结构特征及生物

学作用 ;利用扫描探针显微技术及与此相关的现代

新颖技术和独特的单分子表面组装技术
,

成功获得

了在不同条件下 固体表面的有序原子分子层
,

并成

功研究了有机固体和表面大分子的表面结构及分子

组装结构
。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

200 多篇 SCI 收录论文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6 项 ;

获 2X() 1年国际化学化工协会
“

国际奖章
”

及 2X() 2 年

第三世界科学院
“
M ed al 此 ct 。

” 。

他多次组织大型

国际学术会议并有国外学者来实验室进修
、

学习
。

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纳米科学与技术青年实验室先

后从美国
、

日本等国引进了王深
、

万立骏
、

王春儒
、

方

晓红等 4 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到实验室工作
。

此

后
,

他们相继获得 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2X() 1年该研究群体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

群体基金的资助
。

该群体成员不负众望
,

2X() 3 年仅

在 A飞卿刃
.

。晚爪
.

ntI
.

dE
、

J
.

mA
.

。公爪
.

叙
、

J
.

月祖”
.

。 记爪
.

B 和 劲飞拼心 i; 上发表的论文就达 20 多篇
。

特别是万立骏研究员
,

由于他出色的研究工作
,

2田2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优秀奖
,

同年

还获得中国化学会
一
德国 B A SI

,

青年知识创新奖
。

目前
,

该研究群体活跃在国际纳米科技研究前沿
,

为

探索微观世界的无穷奥秘进行着不懈努力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我所分子

识别和选择性合成研究室王梅样研究员率先开展了

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合成方法学研究
,

较为系统地

研究了睛和酞胺化合物在细胞催化下的化学选择

性
、

区域选择性和立体选择性生物水解反应
,

发展了

一系列光活性梭酸及衍生物的生物催化合成方法
。

同时
,

他结合化学合成
,

发展了若干重要手性合成子

本文于 2 X( M 年 7 月 28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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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
一
酶法合成途径

,

作出了有 自己特色的创新

性研究成果
。

分子识别是化学反应和生物学过程的基础
,

分

子识别原理的认识和运用是当前化学
、

生命科学和

材料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

发展新型
、

具有多功能

识别能力的大环主体分子依然充满挑战和机遇
。

王

梅祥研究员设计并成功地发展
、

采用
“

片断偶联法
”

合成了氮杂杯「2 ]芳烃「2」毗陡 ( l) 和氮杂杯「4 ]芳烃

〔4 ]毗吮化合物 ( 2) 新型大环主体化合物
。

该研究结

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A n g 曰`
.

。晚爪
.

ntI
.

dE 上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推动学科快速发展的

同时
,

也极大地支持了科研队伍的建设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领导的研究室
、

组已成为我所

培养研究生的基地
。

姚建年研究员在有机纳晶特异

性
、

新型变色材料及可见光催化剂合成等方面取得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创新成果
。

同时
,

他领导的研

究群体获 2以沦 年国家 自然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的资

助
,

所培养的十多位研究生和博士后中
,

有多人分别

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

优秀奖
、

中国科学

院优秀博士后称号等奖项
,

姚建年研究员获中国科

学院优秀导师奖 ;他指导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被评为

2加3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执行期间
,

我所陈义

研究员和王深研究员双双荣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
“

杰出青年学者奖
”

和 中国科学院
“

青年科学家奖
” ;

王梅祥研究员和李峻柏研究员获得香港求是科技基

金会
“

杰出青年学者奖
”

和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

称号 ;江雷研究员荣获第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

中国

化学会
一
德国 BA SF 青年知识创新奖和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优秀奖
。

在我所基础研究队伍
“

青黄不接
、

人才匾乏
”

的

状况已成为过去
,

科研队伍将帅人才的培养正随着

国家一系列人才工程计划的步步落实而茁壮成长
。

通过研究方向凝聚人才
,

通过人才带动学科方向发

展
,

促进基础研究创新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促

进人才成长
、

吸引海外学子
、

培养学术带头人和稳定

基础研究队伍
、

推动学科发展等方面功不可没
。

2 促使受资助者活跃在基础研究的国际前

沿领域
,

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
,

我所科研论文水平逐年稳步提高
,

国际

上被引用和评述的论文数大幅度增加
。

以在影响因

子大于 3 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例
:
在 2仪睁一2田 3

年期间
,

全所为 282 篇
,

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的论文 179 篇
,

占 63
.

5 % ; 2X( 刃 年我所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为 14 篇
,

占全所 50 % ;

而 2X() 3 年增长到 74 篇
,

占全所 67
.

3%
。

迄今
,

按不

完全统计
,

2X( 又年化学所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的在影响因子大于 5 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已达

18 篇
,

占全所 94
.

7 %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的支持下
,

我所光

化学院重点实验室赵进才研究员在有机污染物光催

化氧化
、

活化分子氧和双氧水新型催化剂以及典型

污染物的界面吸附和界面光化学反应机理等方面的

研究
,

特别是在利用可见光光催化及光化学氧化降

解有毒有机污染物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

为高

效利用太阳能和绿色催化剂消除有毒有机污染物提

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
,

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

评价
。

自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来
,

他已在国

际著名刊物如 A l卿划
.

。 曰九
.

ntI
.

dE
、

。铀爪
.

E盯
.

J
. 、

J了殉
侣

.

以记刀2
.

和 乃 22落or n
.

翻
.

儿动刀斑 等 SCJ 收

录的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
,

申请 8 项国家发

明专利 ;研究成果已被 O能爪
.

而
. 、

J J 丫
理, ,

.

。晚m
.

等有重要影响的 SCI 收录的国际刊物他人引用 350

次以上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我所有机

固体院重点实验室江雷研究员从模拟荷叶表面结构

开始
,

系统研究了超疏水超亲水表面的构筑
,

从原理

上实现了突破
,

提出了微
、

纳米结构与表面化学组成

的协同效应是构筑亲水
、

疏水表面的关键的学术思

想
,

成功地通过调节
“

光
”

和
“

温度
”

实现了纳米结构

表面材料超疏水与超亲水之间的可逆转变
,

制备出

超疏水和超亲水
“

开关
”

材料
,

在功能纳米界面材料

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

其论文分别在 A l l召’e w
.

。公爪
.

ntI
.

dE
、

J
.

Am
.

O铂m
.

叙 发表后
,

得到 凡ic cen 和 Na
t
uer 杂志的高

度评价
。

国际权威杂志 A飞卿凌J
.

。晚m
.

ntI
.

dE 将用
“

温度
”

调控结合表面化学修饰和表面粗糙化实现的

超疏水和超亲水
“

开关
”

材料的重要成果
,

推选为该

杂志 的 V IP ( V
e yr lm卿 rt an t

anP
er )文章

,

并作为杂志

的封面
。

封面说明指出
: “

阴和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

自然及宇宙中的两个相反的性质
,

该项工作正是通

过外场作用将两个完全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界面上

实现了可逆的转化
” 。

反
~

杂志主编推选该论文

为化学方面的亮点
,

并以
“

超级开关
”

为标题
,

报道了

该项研究成果
。

另外
,

他们制备的用
“

光
”

调控的超疏水和超亲

水
“

开关
”

材料的论文在国际化学领域的权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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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Am
.

O晚m
.

叙 发表之后
,

也立即被 八乞勿陀 杂志报

道
。

后者称这一材料为
“

同时疏水和亲水的材料
” ,

并指出由该小组制备的纳米氧化锌阵列结构薄膜就

如同一块
“

纳米地毯
” 。

这种结构所具有的超疏水特性可以使该材料具

有不沾水和 自清洁的作用
。

通过紫外光的照射
, ”

地

毯
”

又成为超亲水的材料
,

使水能够存留在粗糙的纳

米结构中
。 ”

超级开关
”

材料的研制成功标志着该研

究小组在功能纳米界面材料的研究上又上升到了一

个新的台阶
。

这两项研究成果未来将可能应用于无

损失液体输送
、

微流体
、

生物芯片
、

药物缓释等领域
,

具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支持下
,

我所胶体

与界面科学重点实验室刘鸣华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

系统开展了分子以上层次的手性问题研究
,

通过界

面组装
,

发现了一系列非手性分子可以通过界面的

相互作用组装成手性的组装体
,

并揭示了从非手性

到手性的相关规律
,

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 J
.

Am
.

以￡了几
.

5次〕
. 、

C从期
.

肠阴m叭
. 、

J
.

只协
侣

.

日锐明
.

B
、

加伙罗
几“ ir 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

,

其中有关通过界

面氢键相互作用的成果在 J
.

Am
.

日公爪
.

旋 发表以

后
,

sc ic cen 杂志作为 Eid ostr
’

Cha ic e ,

以 近期 文献

hi 酗ihgt 的形式进行了相关报道
。

上
。

这些生产线年产各种电子器件 5一 6 亿只
,

已累

计生产 巧 亿只
,

产值累计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
。

近年来
,

杨士勇研究组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
,

其中已获授权 4 项
,

实施专利技术转让 l 项
。

同

时
,

他对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家急需的研究领域进行

了前瞻性研究
,

在此基础 上先后获得了 2 项 国家
“
8 63

”

项目和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及国家计委高新技

术产业化示范性工程项目的支持
。

3 围绕国家 目标开展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

要成果及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满足 (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先进微电子封装

技术对高性能聚合物封装材料的迫切需求
,

在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我所高技术材料实验

室杨士勇研究员在采用分子设计的基础上
,

研制成

功一系列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
、

良好的力学性能和

电绝缘性能
、

加工工艺简单
、

可在较低温度下成型等

综合性能优异的微电子封装材料
。

这些材料可广泛

应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助w
一

k 层间介电绝缘层

膜
、

表面钝化层膜
、

微电子器件的缓冲应力层膜等方

面
。

研制成功的高技术专利产品
一

(超 )大规模集成

电路和高性能微电子器件用聚酞亚胺薄膜钝化 /介

电材料已广泛应用于十几条国内微电子封装生产线

4 提升了创新能力
,

促进 了国内外学术合作

与交流

韩布兴研究员 自 199 7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以来
,

在超临界流体相行为与分子间相互作

用热力学
、

超临界流体化学反应热力学
、

用超临界流

体制备特殊材料与应用
、

超临界流体中的微乳液制

备与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
,

所取得

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

199 7 年以来
,

已申请或授权专利共 18 项 ;在 A飞卿刃
.

以￡爪
.

ntI
.

dE
、

J
.

Am
.

O铂阴
.

5火
)

. 、

A山
.

用厄切 r
.

等影响因子大于

3 的期刊发表论文 50 篇
,

被他人引用 4以〕多次 ;在国

际学术会议作大会邀请报告 10 次
,

在国内学术会议

作邀请报告及专题报告 7 次 ; 2X() 3 年
,

他作为 5 个国

际专家之一
,

应邀去 日本对 6 个超临界流体项 目进

行中期评估
。

我所胶体与界面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峻柏研

究员同时兼任化学所与德国马普所的
“

国际联合实

验室
”

主任
,

现任中国化学会胶体化学专业组副组

长
、

国际学术期刊 co 肠油 & s “咖俄 A 编委
、
石以认几

叙 icyt fo
: 5可元

已 cS ic l记e a
dn eT c hon l吻

产

的编委
、

德国

马普
“

国际伙伴
”

( JGC L )小组组长
。

李峻柏研究员

在境内外先后 4 次担任国际学术大会执行主席
。

十年历程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带给我所的

资助效果和辐射效应远远大于上述事例
,

由于篇幅

有限
,

在此不一一列举
。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必将在
“

出人才
、

出成果
”

方面取得

更大的成就
。

我们衷心祝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继续保持良好的声誉
,

在发展我国的科学基金事业

上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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