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31

·

成果简介
·

从 2 00 4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看材料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高瑞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北京 l以X) 85)

〔关键词」 国家技术发明奖
,

材料科学
,

科学基金

2 X( 只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活动已落下帷幕
。

令人瞩目的材料领域的两项成果
“

耐高温长寿命抗

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
”

和
“

高性能碳和碳航

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
” ,

分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
。

打破了自国家技术发明奖设立以来一等奖连续

6 年空缺的局面
。

此外
,

在这次奖励大会上
,

材料领

域捷报频传
, “

若干新型光功能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

用探索
”

等十多项材料相关项 目获得 2仪科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

陶瓷胶态成型新工艺
” “

具有抗

菌
、

交换空气及产生负离子的功能材料
”

等多项材料

相关项 目获得 2以科 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
,

“

低碳铁素体 /珠光体钢的超细晶强韧与控制技术
”

项目获得 2X( 妈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

功能化系列共聚醋和纤维的研究开发
”

等多项材料

相关项 目获得 2以科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

“

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

术
”

项 目由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等主持完成
。

成果整体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

材料综合性能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

从而打破了国际高技术封锁
,

对国

防科技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将发挥重大作用
。

此

项目研制的连续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是

国际上公认的反映一个国家先进航空航天器制造能

力的新型热结构材料
,

我国是继法国和美国之后第

三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
。

“

高性能碳和碳航空制 动材料的制备技术
”

由

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等完成的
。

涉及高性能碳和碳

刹车材料的研究
、

开发及产业化
。

以前
,

碳和碳复合

材料航空刹车副只有美
、

英
、

法三国能生产
,

垄断了

国际市场
,

并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
。

中南大学的科

研人员在国际上首次采用新的先进技术及装置实现

了炭刹车副的工业化生产
,

打破了国外高技术封锁
,

确保实现我国数百架进口大型干线飞机碳和碳刹车

材料国产化和国家航空战略安全
,

在国防上更具重

要意义
。

这两项成果均属于复合材料的制备研究
,

都在

研究中经过了从研究方向的选择
、

新理论的提出
,

到

关键技术的突破
、

最终能够实际应用的历程
。

在这

个过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研究方向的选择和基

础理论的提出等方面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

以张立同

院士课题组的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

的研究为例
,

张立同院士先后承担了国家
“
8 63

”

计划

项目
、

国防预研项 目
、

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

解决了航空
、

航天发展需

要的多种陶瓷材料问题
。

课题组 自 19 89 年获得第

一项科学基金项 目以来
,

先后获得过 or 项基金项

目
。

这些基金虽然相对于其他项 目来讲
,

资助强度

并不大
,

但是较早的开始支持
,

对于张立同院士提出

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的新方向
,

发展
“

具有类似金

属断裂行为的连续纤维增韧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
”

的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同时基金项 目的连续支

持使得课题组可以在一个方向上进行长期的研究探

索
,

张院士的研究先后十年
,

可谓
“

十年磨一剑
” ,

他

们坚持理论创新
,

冲破国际上
“

纤维性能越高越好
”

和
“

复合材料越致密越好
”

的误区
,

提出
“

陶瓷基复合

材料新型强韧化理论
” ,

成为
“

高性能
、

低成本制备技

术
”

核心发明的理论支撑
。

基金项 目的连续支持对

于凝聚人才
,

让他们各自发挥其长处
,

在长期的共同

任卜于石衷林俐聆坦ùǎù5

本文于 2X() 5 年 4 月 21 日收到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5. 04. 013



2 3 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效刃 5年

的研究中形成一支有理论基础和科技创新的研究团

队起了重要作用
。

材料是进行各项建设
、

发展基础工业与开发新

技术
、

新产业的支撑和基础
。

传统材料量大面广
,

是

诸多支柱产业的基础
,

是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大户
,

是

所有工业生产中的主要污染源
,

是国民经济
、

人类社

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必须给予高度重

视
。

新材料是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和先导
。

综观材料

科学历史的发展
,

每一次材料研究的突破
,

每一次新

材料的诞生都为现代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

信息技术离不开信息功能材料作依托 ;没有高比

强度
、

高比刚度的高温材料的不断进步
,

也不可能有

现代航空
、

航天事业的今天
。

从第一艘宇宙飞船起
,

就采用以新材料制成的隔热瓦
、

涂覆碳化硅的热解

碳与碳复合材料等 ;高温
、

高强弦窗玻璃及各种温控

涂层也普遍用于各种空间飞行器
, “

哥伦比亚
”

号空

难更引起了人们对通用关键材料的关注
。

发展材

料
,

必须深入开发相应的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研究
,

不

进行基础研究
,

即使刻意模仿
,

充其量只能跟在国外

科学技术的后面亦步亦趋
,

不可能有重大的革新和

创造
。

长期以来
,

日美两国十分重视材料的合成与

制备研究
,

因而能更迅速地开发新产品
、

占领新市

场
。

在我国
,

材料合成与制备的研究得不到重视
,

常

被视为简单的工艺学而忽略其基础研究内涵
。

还必

须指出
,

最新
、

最先进的技术和关键的原料
、

材料是

不可能从国外引进的 ;只有充分依靠本国的科技力

量
,

通过必要的基础研究
,

才能自力更生地使新技

术
、

高技术在我国生根
、

发芽并成长起来
。

从张立同院士等课题组获奖的例子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

材料科学的研究成功来源于对于新理论
、

新

技术
、

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和探索
,

来源于持之以恒的

钻研
,

来 自于不浮躁的
、

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

正是

由于国家长期的大力支持使得我国的材料研究在国

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温家宝总理在 以刃5 年 4 月 n

日中国一印度商务合作大会讲话中指出
: “

加强高技

术领域合作
。

印度在空间技术
、

信息技术和海洋技

术等方面成就卓著
,

特别是软件产业在世界领先
。

中国在新材料技术
、

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
,

特别在计

算机硬件和通讯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

双方在这些

方面以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
” ,

温总理

的讲话肯定了我国新材料的成绩
。

要想在新材料的

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

就必须保证在材料科学 的

基础研究上给予长期的
、

稳定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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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在电化学聚合与导电高分子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资助下
,

南京大学薛

奇教授及其合作者长期系统地研究了杂环化合物单

体在金属表面进行化学及电化学聚合的基本规律
,

制备了分子有序排列 的导电聚唾吩薄膜
,

其拉伸强

度甚至超过金属铝
,

并具有导电性稳定的特点
,

这些

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

他们成功地将

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高分子基复合材料的分子设计

中
。

上述成果获得了 2 X( 科 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一项
。

他们在 SC 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 70 篇学术论文
,

被他人引用 4 89 篇次
。

20 篇代表作被他人引用 301

篇次
。

其中被《美国化学会志 》
、

(化学评论》
、

《德国

应用化学》等国际著名杂志多次引用
。

薛奇教授
1望拜年发表的 s CI 论文排名全国第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