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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10 周年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北京大学

科研发展注入活力
`

韦 宇 郭俊玲 郑英姿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

北京 100 87 1)

199 4 年 2月
,

当时的北京大学陈章 良教授作为

优秀留学回国青年学者代表建议政府划拨专款设立

人才基金
。

这一建议经过各有关部门深入细致的讨

论
,

最终命名为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or 年

来
,

北京大学先后有 so 名青年学者获得资助
。

实践

证明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为北京大学选

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

加速学术团队建

设提供了条件
,

为推动前沿创新性研究
、

提升整体科

研水平
,

促进学科交叉和开拓研究方向起到了重要

作用
。

迄今为止
,

在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的北大青年教师中
,

共有 37 人成为教育部长江学

者
,

6 人被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

9 73 计

划
”

)项目首席科学家
,

34 人负责
“

97 3 计划
”

项 目子

项目
,

5 人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9 人担任学校

和院系的领导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实施为北

京大学的科研发展注人了活力
。

1 推动杰出人才成长
,

培育优秀科研成果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旨在促进优秀年轻科技

人才成长的高强度专项基金
,

获得资助的科研人员

有较大的选题灵活性
,

有利于优秀青年学者在科学

前沿领域大胆探索
,

获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

数学学院的王诗康教授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留

美博士
,

学成回国后
,

他一直潜心于三维流形几何理

论的基础研究
。

王诗成教授 199 7 年获得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之后
,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创新

性的研究成果
,

并成为国际上
“

三维流形间的映射
”

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

受到 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

高度评价
。

2田 1 年王诗成教授因其在三维流形几

何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

独立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

接着他又应邀在
“

国际数学家大会
”

上做了

45 分钟的邀请报告
。

环境学院的方精云教授是首批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的
,

当时还不满 35 岁
。 “

这项基金

很重要
,

使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实现 自己的科

研理想
。 ”

方精云教授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忍不

住兴奋
。

2的 1年 6月
,

方精云教授对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的研究结果发表于 反ic cen
,

这是我国科学家在生

态环境领域
,

首次将在国内完成的成果发表在 反 i
-

e

cen 上
。

紧接着在 2 X() 2 年
,

方精云教授另外一篇关

于陆地植被生产力与降水关系方面的最新研究结

果
,

再一次发表在 反ic 。 上
,

该结果纠正了美国科

学家利用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 ( L TE R )的观测

资料所得出的陆地植被生产力的变动与降水变动无

关的结论
,

为预测植被生产力的变化
、

分析植被生产

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

也为国内外正在大力发展的长期生态学研究计划的

设计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
,

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

响
。

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资助为起点
,

在科学前沿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迅

速成长起来
,

逐步缓解了北大科研队伍老化
、

后继乏

人的问题
。

他们中多数人领导和承担着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
,

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
,

参与国际合作和交

流
,

成为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相关学术领域的优秀带

头人和学术骨干
。

严纯华教授可以说是北京大学优秀青年学者中

的佼佼者
。

这位 30 岁时即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的青年学者
,

于 199 5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的资助
,

现为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创新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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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头人
、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

严纯华教授是首

批 巧 位国家
“

9 73 计划
”

的首席科学家之一
,

负责组

织和协调多个单位进行稀土功能材料方面的基础研

究
,

项目总经费超过 3峨X刃 万元
。

他始终秉承徐光宪

院士提出的
“

立足基础研究
,

面向应用开发
”

的科研

思想
,

近年来在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
、

稀土功能材

料化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

果
,

为我国稀土工业提供了一系列具有 自主知识产

权的专利技术
。

截至 2 X() 3 年
,

严纯华教授领导的学

术小组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 ( 19 99 )
、

三等奖一项 ( 19 8 9 )
、

国家 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项

( 198 7) 等 20 余个国家和省
、

部级奖励
,

申请国家专

利 n 项
,

发表学术论文 2 50 余篇
,

其中在 oJ
~

l of

het A

~
a n

hC
e m ic a l S沉

)ic yt
、

A山a
cn

e d 甭ar et 血众
、

AP
-

川icd }P 砂侣ics 玩estr 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

篇
。

在北京大学像这样不仅在个人研究领域上取得

丰硕成果
,

并且能够引领相关学科发展壮大的杰出

青年学者还有许多
。

如
:
物理学院人工微结构和介

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龚旗煌
,

在国际上首先报道富勒烯分子簇的非线性

光学响应研究 ;生命学院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创新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朱玉贤

教授 ; “

高效生物固氮作用机理及其在农业中的应

用
”

国家
“

9 73 计划
”

首席科学家王忆平教授 ;力学系

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教育部长江

特聘教授
、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佘振苏教授 ;信

息学院副院长
、 “ I n te

met 环境下基于 A g e n t 的软件中

间件理论和方法研究
”

国家
“

9 73 计划
“

首席科学家

梅宏教授 ;北京大学人 口研究所所长
、 “

中国人口出

生缺陷的遗传与环境可控性研究
”

国家
“

9 73 计划
”

首席科学家郑晓瑛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

院副院长
、

免疫学系系主任
、

卫生部医学免疫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
、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高晓明教授 ;北京

大学校长助理
,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 ;此

外
,

最近任命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教

授
,

也曾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的获得者
。

这些优秀的帅才型中青年科学家
,

已

成为北京大学攀登科学高峰
、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核心力量
。

2 加快学术团队建设
,

提升整体科学水平

“

一枝独秀不是春
,

万紫千红春满园
” 。

在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一批优秀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迅速成长起来
,

并带动了北京大学青年学术

队伍的建设
,

使北京大学科研团队的年龄结构渐趋

合理
,

学术气氛日趋活跃
,

整体学术水平获得显著提

升
。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是北京大学青年学术团队

建设成绩最突出的院系之一
。

199 4 年以来
,

化学学

院共有 20 位青年学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的资助
,

是北京大学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人数最多的院系
。

目前
,

这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

已成为化学学院各个学科的骨干力量
,

他们包括国

家
“

9 73 计划
”

首席科学家严纯华教授
、

刘忠范教授

和来鲁华教授
,

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新生教授
,

化学学院前院长
、

现

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全面主管教学科研工作的林建华

教授
,

化学学院院长席振锋教授
,

副院长高松教授
,

生物有机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主任王剑波教

授
,

以及吴凯
、

杨震等长江特聘教授
。

得益于优秀青

年学者带来的激情与活力
,

化学学院逐步形成了锐

意进取
、

竞争开放的良好学术氛围
,

建立 了一批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
,

做出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研究成果
,

整体学术水平显著提高
。

2 X( 刃年以

来
,

北京大学化学院一直位居国内化学一级学科排

名榜首
,

每年发表的 S CI 收录的学术论文数量保持

在 粼刃篇以上
,

刊载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稳定

增长
,

日益成为国际化学界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
,

为

北大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拥有雄厚的人才队伍
,

学术

地位在全国堪称一流
。

在段学复
、

姜伯驹等老院士

的带动和培养下
,

借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

助
,

数学学院的科研队伍逐渐稳定并发展壮大
,

近年

来更呈现出人才辈出的形势
。

从 2 X() 1 年起
,

北京大

学数学学院每年均有 2名青年教师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资助
,

如今总计已有 11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

2田 3 年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获得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 的
“

几何分析
”

创新研究群体就是这样

一个典型代表
。

这个创新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是丁伟

岳院士
,

与群体的主要成员
、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田

刚院士有长期合作研究的基础
。

田刚院士又是数学

学院的张恭庆院士的学生
,

曾是最早一批海外青年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
。

群体中一直师从田刚院

士的年轻教授朱小华
,

由于其出色的研究工作
,

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同时获得
“

求是青年科学奖
”

和
“

霍

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 。

这个创新群体年龄结构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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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达到国际水准
。

3 开拓研究方向
,

促进学科交融

北京大学拥有国内门类齐全的理科和医科
,

其

中的重点学科数 目亦在全国高校遥遥领先
,

高水平

的综合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优势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为优秀青年学者提供了灵活的支持方式和宽松

的科研环境
,

有利于不同学科间的团结协作
,

可以充

分发挥北京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
,

形成具有交叉学

科特点的创新研究群体
。

北京大学理论生物中心是在北京现代物理研究

中心主任李政道先生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型交叉学

科中心
,

其主要成员欧阳顽
、

来鲁华
、

耿直
、

佘振苏
、

陈建国
、

金长文等是分别来 自物理
、

化学
、

数学
、

力

学
、

生物五个学科的青年教授
,

均为国家青年杰出科

学基金的获得者
。

2X() 3 年北京大学理论生物中心

申报的
“

97 3 计划
”

项 目
“

基因功能预测 的生物信息

学理论与应用
”

获得批准
。

这个前沿交叉项 目的研

究包括蛋白质全新设计
、

生物调控网络动力学性质
、

生物分子进化
,

D
NA 计算

、

D N A 序列复杂结构研究

及基因预测等理论生物学方面的跨学科重要课题
,

充分体现了北京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
。

这个中心的

建立
,

不仅汇集了多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

而且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的资助
。

北京大学理论生物中心主任
、

美国普林斯顿 NE C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汤超教授
,

就

是与中心常务副主任来鲁华教授合作的该基金的获

得者
。

因此
,

理论生物中心可以将研究目标定位于

国际前沿领域
,

在缩短研究差距的同时
,

参与国际科

研竞争
。

环境学院以陶澎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

环境生

物地球化学
”

创新研究群体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首

批资助的 15 个创新研究群体之一
,

并于 2田3 年获

得延续支持
。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是在环境地理
、

环

境地球化学
、

环境生物学和环境毒理学等学科基础

上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

近 20 年来发展迅速
,

是当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方向之一
。

陶澎教授是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早期获得者之一
,

他领导下

的创新群体成员平均年龄不足 40 岁
,

包括教授 4 人

(其中 2 人为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

3 人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

副教授 2 人
,

研究方向涉及

环境生物地球化学
、

植被生态学
、

污染物空间分析与

地理信息系统
、

微量污染物监测与风险评价
、

污染物

生态健康效应与系统模拟
、

环境生物学等学科
。

这

些不同的学科背景为成员之间的交叉合作
,

借鉴各

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
。

创新研究群

体在建立的头两年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在微量

污染物结构效应关系
、

地表水络合容量
、

微量元素空

间结构分析
、

土壤水溶性有机碳释放动力学
、

湖泊生

态系统健康等领域研究成果显著
,

并在若干领域取

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性成果
,

部分结果发表

在 凡
~

上
,

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是北京大学新近成立

的一个跨学科生物医学研究机构
,

其倡导者和主要

成员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和生命科学院
,

他们

均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北京大学分子

医学研究所成立伊始
,

依靠北京大学多学科交叉的

综合优势
,

面向海内外延揽杰出人才
,

旨在构筑一个

高起点
、

高水准的跨学科生物医学研究平台
。

北京大学的 80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仅仅是学校优秀青年教师中的一部分
,

但他们的

辐射作用推动了整个北京大学的学术队伍建设和学

科发展
。

由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所构筑的

新的青年学术群体带动了整个学校的学术活力
,

一

批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
、

人员结构合理

的青年学者成长起来
,

一个个新兴跨学科的研究平

台正在北京大学逐步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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