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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多年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我在计

算燃烧学
、

火灾科学和公共安全科技领域从事基础

研究及多方位服务社会方面
,

提供了宝贵的经费支

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

尤其在我研究工作的几个关

键阶段
,

科学基金都给予了适时的和持续的资助
,

充

分发挥
一

r
“

第一推动力
”

的作用
。

在科学道路上不断

求索的历程 中
,

我与科学基金建立 了不解 的情结
。

回顾她的泽润
,

感激与珍惜之情难以言表
。

改革开放初期
,

19 7 9 年我赴英国伦敦帝 国理工

学院留学
,

研究
“

燃烧过程的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 。

19 8 2 年初回国
,

研究经费十分缺乏
。

1 9 8 3 年我向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前身—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基金

会提交了第一份 申请书
。

接到批准通知书时
,

真是

异常兴奋与激动
,

因为这是我从国家拿到的第一笔

科研经费
,

感到我想做 的事得到 r 同行的认可
。

在

随后的几年里
,

我又申请了几个项 目
,

均得到批准
。

在基金项 目的持续 支持下
,

我们形成 了一个稳

定的研究方向—
“

燃 烧与火灾过程的理论模型与

数值模拟
” ,

和一个由 3 位老师和 9 名研究生组成的

研究团队
。

这期 间
,

我们改进 了湍流燃烧的双流体

模型
,

既考虑流体间的质量
、

动量和能量交换
,

又考

虑未燃流体内部的化学反应
,

构建了相 应的基本方

程
,

模拟出燃烧波加速传播的现象
。

为模拟室 内火

灾烟气的复杂运动
,

在湍流输运的雷诺应力模型中

加入了浮力影响的修正
,

模拟出室 内角落处火灾烟

气的二次涡流
。

基于这些工作
,

发表 了一些文章
、

出

版了三本著作
,

两次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
。

19 8 7年的大 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牵动了全国

人民的心
。

我也在火灾期间写信
,

提议建立研究火

灾共性机理和火灾防治共性技术的国家级研究机

构
,

经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 校长滕藤推荐给国务院

领导
。

领导批示后
,

我陪同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常务

副校长的辛厚文一起拜访了相关部门
。

大家一致认

为此事十分必要
,

但 所需的经费支持要有个酝酿和

论证的过程
。

庆幸的是
,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胡兆森
、

师昌绪两位委领导 以及工程和材料科学部
、

工程热

物理与能源利用学科的同志听取汇报后
,

当即同意

特别资助 5 0 0 0 元
。

虽说支持强度不大
,

但毕竟是当

时来自国家相关部门的第一笔资助
,

既解燃眉之急
,

更给予我们巨大 的精神鼓 励
。

利用这个项 目
,

我们

完成了调研报告
“

我国火灾应用基础研 究的现状与

展望
” ,

并在中国科技大学 召开 了我国第一届
“

火灾

科学研讨会
” 。

这两项工作为随后争取
“

火灾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

立项
、

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一届亚

洲火灾科学大会
,

并为创建亚洲火灾科学技术学会

创造了条件
。

在 1 9 8 7 年下半年开始的争取火 灾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立项的过程中
,

正是 由于 自然科学基金委

数年的支持
,

使我们清晰地分析了火灾科学的国家

需求和国际前沿
,

提出 了实验 室建设的整体构思
,

并

在研究基础方面展示 了火灾过程计算机模拟的最新

进展
。

1 9 8 9 年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顺 利通过

国家的可行性论证
。

面对发达国家诸 多的火灾实验

室
,

如何确定我国火灾实验室的具体建设方案
,

是 一

个关系到我国火灾科学研究能否适应国家需求
,

并

迅速在世界火灾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
。

又是

自然科学基金委雪 中送炭
,

在 1 9 8 9 年春夏之交那个

特殊时期资助我赴美实地仔细考察了在世界森林火

灾
、

建筑与工业火灾研究中处于领先位置的林火 实

验室
、

建筑与火灾实验室
,

并建立 了资料交流关系

回国后
,

与同事们一起
,

提出 了实验室建设的实施方

案
,

构建了高起点的研究框架
,

利用 比发达 国家少得

多的经费
,

经过 7 年努力
,

终于在 19 9 5 年建成 r 重

点研究建筑
、

森林和工业火灾的 国家重点 实验室
。

我们选择的研究方向和设备虽然不能覆盖发达国家

的火灾实验室
,

但是做到了
:

世界上没有一 个实验室

中国
_

玉程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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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面覆盖我们实验室
,

即世界上任何一个火灾实

验室都能在我们实验室发现他们很有兴趣
,

但却没

有的研究工作与设备
。

此后
,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批面上项 目和两

个重点项目的资助下
,

我们把现场观测
、

实验研究和

计算机模拟得到的关于火蔓延和烟气运动的确定性

规律
,

与从火灾数据统计和概率分析得到的关于火

灾发生及其后果 的随机性规律进行综合
,

构建了描

述火灾规律的确定性和随机性相结合的双重性理论

模型
,

及火灾风险评估方法学
,

为实现火灾风险的量

化及动态评估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

提 出和发展了关

于人灾烟气运动和火蔓延的场区网复合模型
、

回燃

的非线性模型和林火蔓延多维模型
,

修正 了可燃物

热解动力学模型 ; 揭示出地表火沿树干背风面爬升

形成树冠火的机理 ;建立了可 由计算机执行 的识别

火灾的火焰与烟雾的彩色和红外影像的多重数学物

理模式和智能算法 ; 创造出图像模式识别型火灾探

测
、

空间定位与联动控制技术
,

包括双波段火灾图像

探测技术
,

红外光截面图像感烟技术和激光 图像感

烟技术
,

实现了大空间火灾探测技术从现行 的点式

强度型向图像模式识别型的技术跨越
。

获得 了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专利金奖等若干奖励
。

颇有特色和水平的研究工作使我们幸运地赢得

了来自
“

97 3 ”

基础研究计划
、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
、

,2 11
”

工程和
“
9 85

”

重点大学建设计划的支持 ;为

我国争取到 2 0 0 5年第八届国际火灾科学大会的举

办权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 9 9 8一 2 0 0 2发表的

S C I论文数在国际 3 0 0多个从事火灾研究的单位中

排名第 2 ;在 国际火灾科学界为我国争取到重要的

一席之地
。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2 0 0 3 年的

国家评估中列为优秀
。

2 0 0 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 91 1恐怖袭击事件

促使国际火灾界和建筑结构界开始走到一起
,

研究

应对高层建筑的火灾垮塌
。

作为来 自中国大陆的惟

一代表
,

我参加了由联合国国际建筑与创新委员会

主持召开的全球高层建筑峰会
。

火灾实验室作为国

内唯一受到美国建筑与火灾研究室 ( B F R )L 正式邀

请的研究机构
,

参与了 91 1 事件后美国开展的高层

建筑火灾安全研究国际合作计划
。

2 0 0 2 年底 自然

科学基金委适时批准了旨在支持这项工作的重大 国

际合作研究项 目
。

培养创新人才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宗旨

之一
。

在基金项 目的实施过程中
,

我们努力贯彻这

一宗旨
,

对火灾安全科学与工程这样一个新兴交叉

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探索和实践
。

从 1 9 8 4 年开始
,

我们设置了火灾科学的培养方

向
,

走多学科交叉融合之路
,

突 出培养研究生发现
、

提出
、

分析和解决间题的能力
。

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

与实践
,

在原有的学科基础上
,

创建了以火灾机理 /

安全事故和防治技术为主干和特色的
“

安全技术及

工程
”

硕士点与博士点
,

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
、

课程

体系
、

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 ;建成了火灾安全领域具

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条件和氛围的高层次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 ;培养 出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全面素质

的我国首批火灾科学博士 ;摸索出培养高层次创新

人才
,

以及拓展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人才培养功能

的新途径
,

并总结 出相关的规律性认识
。

分别获得

了国家教学成果一
、

二等奖
。

我本人也在科学基金资助下有所进步
,

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

获得了参与国家制定相关领域发

展规划以及相关部门管理决策的机会
。

2 0 0 3 年国

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工

作正式启动
。

在火灾动力学演化和 防治技术研究
、

火灾项目构建等方面的长期积淀使我有幸担任了国

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报告起草组成员
、

“

公共安全科技 问题
”

专题成员和
“

火灾安全科技 问

题
”

课题组长
、

科技部
“

十一五
”

公共安全领域科技发

展规划专家组组长
。

参与相关研究报告
、

发展规划
、

重大项 目
、

研究装备和研究基地建议的起草
,

并进行

公共安全领域重大创新平台的建设
。

也参与了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制定
、

应急平 台体系总体构

思等工作
。

从 1 9 8 8 年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的评委开始
,

我多次受聘为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学

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的评委
。

2 0 0 4 年被聘为第

五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员和第二届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咨询委员
,

参与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重大决

策的咨询
、

审议和监督
。

按照基金委的战略定位和

工作方针
,

在基金委五届二次全委会上
,

我建议基金

委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一起
,

探讨吸引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
,

面向安全生产重大需

求
,

开展基础研 究
,

建立壮大安全科研 队伍的新机

制
,

例如
,

设立联合资助的重大研 究计划或专项计

戈11
。

虽然我在科学研究中有一些进展
,

但丝毫不敢

有所懈怠
。

今后的路还很长
,

需要探 索和解决的问

题还很多
。

希望在科学基金和国家其他方面的支持

下
,

能够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也祝愿科学基金事业

不断繁荣
,

健康发展
。

一位先生曾赐字于我
,

在此与

大家共勉
:

维桑风清忆昨日
,

澄心赤胆看明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