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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领域
,

并长期专注于创新性高的研究
。

在它的

支持下
,

我们提出了
`

多壁碳纳米管作为十亿赫茨振

荡器
’

的构想和理论预测
,

在国际力学
、

物理和纳米

科技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提出了细观力学相互作

用直推法 ;实现了从宏观力学到细观力学
、

进而微纳

米力学的研究战略布局和跨越
,

并邀请了不少国际

知名力学专家来校合作和访问
。 ”

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的研究更是有着鲜明的

国际化的特点
。

他同时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

教授
、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 ICZ 研究所研

究员以及其他一些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兼职
。

他主持

或参与了多项国内外重大研究课题
,

在国际及国内

学术期刊多有著述发表
。

他应邀参加了近百个国际

国内学术会议
,

在很多会议上主持会议或宣读论文
。

薛澜教授认为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设立

,

是国

家基础研究资助方式的一个重要模式转变
,

是从资

助项 目为主的单一模式到资助项 目
、

资助人
、

资助基

地的多元模式
,

这种转变对于激励年轻学者从事有

探索意义的基础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推动下
,

清华

大学相当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和研究成果已经融入世

界知识体系中
,

形成了与国际学术界相互渗透
、

相互

影响
、

互为补充的格局
。

也许 10 年的路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片

刻
,

但是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于清华大学优秀

中青年教师的资助和鼓励作用已在科研
、

教学
、

育人

等各个方面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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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10 周年
·

远航的动力

高 抒

(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南京 21 ( x刃 3 )

驶向茫茫大海
,

要有航行的 目标和充分的准备

工作
。

这样
,

才不会迷失方向
,

才不怕惊涛骇浪
。

对

我来说
,

留学生涯奠定了我的研究志向
,

而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是我远航的动力
。

199 3 年
,

我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海洋学系获得

了博士学位
,

并开始关注新的学术发展目标
。

在与

我的导师 M
.

B
.

oC iil n ,
教授的讨论中

,

提出了按照

新的思路撰写一本海洋沉积动力学专著的设想
。

有

关沉积动力学的著作已有多本
,

我们的 目的绝不仅

仅是再增添一本
,

而是要针对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领域的进展
,

在沉积动力学的方法论和应

用前景上取得突破
。

Coll in s
教授很支持我的建议

,

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

海洋沉积动力学涉及多个研究领域
,

传统的泥

沙动力学领域中就有许多尚未攻克的难题
,

如底部

边界层过程和沉积物输运率的解析算法等
。

对此
,

我们的策略是
,

在悬沙数学模型
、

推移质输运公式
、

示踪物动力学
、

沉积和地貌信息方法
、

现场观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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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全面推进
,

最终集成为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框

架
。

为此
,

需进行边界层过程
、

再悬浮过程
、

沉降过

程
、

现代仪器分析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

此外
,

我们心

目中的海洋沉积动力学还包括物质运动对环境的影

响
,

其应用领域包括海岸工程的可行性评估和环境

影响评价
、

大陆架和海岸地貌的演化
、

海洋沉积记录

中环境演化信息的形成机制和提取方法等
,

这些研

究是和全球变化
、

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息息相关的
。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
,

需要建立一个作风扎实的研究

组
。

199 5 年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招聘海洋沉积

动力学领域的
“

百人计划
”

青年专家
。

在祖国的召唤

下
,

我于 19% 年回到了青岛
,

担任了该研究所的研

究员
。

在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经费的支持和海洋

研究所秦蕴珊院士等前辈的热情鼓励下
,

我的实验

室和研究组很快建立起来
,

购置了主要的仪器设备
,

科研活动开始走上正轨
。

然而
,

科研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

当时我

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科研经费不足
, ”

百人计划
”

的经

费投人到实验室建设之后所剩无几
,

难以实施野外

观测和实验室分析计划
。

在这关键时刻
,

我非常荣

幸地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在秦蕴

珊院士
、

赵一阳研究员的支持下
,

我提交了题为
“

浅

海沉积动力学及其在资源
、

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

的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
。

为了答辩的顺利进

行
,

海洋所的同事们帮助我进行了多次预答辩
。

最

终
,

在 199 7 年 9 月于长春举行的答辩会上
,

答辩委

员会通过了对这个项 目的资助
。

有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
,

我的研究

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

学术思想也充分融合到了研究

工作之中
。

在潮流边界层
、

激光粒度仪和 DA c P 仪

器分析
、

潮汐汉道的系统行为
、

海底稳定性
、

示踪物

动力学等方面开展了扎实的工作
,

发表了 4D 多篇学

术论文
。

这些工作的进展为我在回国时确定的海洋

沉积动力学研究计划的顺利推进奠定了 良好的基

础
,

使我们研究组在执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之后
,

又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4 项 自由申请

项目和 1 项全球变化领域重点项 目的资助
。

经过

n 年的努力
,

我们的专著写作计划正在逐步实现
,

它可望对同行的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远在英国

的 Coll i sn 教授也对此感到高兴
。

除专著外
,

我本人还有另一种成就感
,

即通过基

金项 目的执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

很有潜力的学生
。

我认为
,

学生的学术发展取决于学校和教师的培养

方式
,

如果在科研的方法和技能上严格要求
,

并以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以长期熏陶
,

他们就能够成为

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
、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才
。

回国以来
,

已有 4 位博士后
、

7 位博士生
、

5 位硕

士研究生从我们研究组完成了工作或学业
,

他们的

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我主持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 目有关
。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有针对性

地开展现场观测和实验室分析
,

在弄清事实
、

分析事

实之间的关联的基础上
,

获取科学问题的答案
,

提出

今后的研究方向
。

从他们活跃而规范的工作中
,

我

看到了今后的希望
。

回国以来的经历表明
,

我的主要科研成绩的取

得是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相联系的
。

这

些成绩使我的学术竞争实力得到明显 的提高
。

目

前
,

我在
“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核心子计划之一的
“

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

的科学指导委员会
、

海洋研

究科学委员会第 122 工作组
、

中国地质学会
、

中国海

洋湖沼学会
、

中国海洋学会
、

中国地理学会等多个国

内外学术组织中任职 ;近年来又先后加人了 E lse vi er

和 SCI 刊物收录的 co nt i

~
I heS 扩

五郎 e o

hcr 和 aM
-

瓦配伽￡叨
产

的编委会
。

此外
,

199 9 年我被南京大学

聘任为
“

长江学者计划
”

特聘教授 ; 2 X( 刃年担任了科

技部国家重大基础发展规划项 目
“

中国边缘海的形

成演化及重大资源 的关键问题
”

的首席科学家 ; 2印 2

年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

技术奖
。

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国力和 民族智慧的象

征
。

我衷心地祝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事业越

办越好
,

为那些献身于基础研究并显示出潜力的年

轻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支持
,

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的

基础研究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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