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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科学基金对我校科研工作的作用

李承实 崔松今 姜国哲

(延边大学科研处
,

延吉 1 3 3 0 0 2)

延边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吉林省省

属重 点综合性大学
,

已有 50 多年办学 历史
。

19 9 9

年延边大学被 确定为国家
“

21 1 工程
”

重 点建 设大

学
,

2 0 0 1 年被教育部 确定 为西部开发重点建设学

校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尤其是地 区科学基金的设

立
,

给延边大学的科学研究
、

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

等方面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

也为促进边远少数

民族地区 的科学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委员会的 7 个科学部
,

完成了 43 个项 目的研 究工

作
,

其研究成果论文有 50 多篇被 S C I收录
。

可以说
,

地 区科学基金给延边大学 的科研人员

带来了希望
,

点燃了科研人员参与竞争的
“

火苗
” ,

极

大地促进了我校科学研究工作
。

地区科学基金促进了我校科学研究工作

自 19 9 3 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把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确定为地 区科学基金受资助地 区以来
,

我 校共获 7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其中地区科

学基金项 目 58 项
。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

表 1 1 , 9 3一 2 0 0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统计表

年份 批准项 目总数 其中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数

ù、76

,1, ,

, l滩冲q6
, J,1刁l门、19 8 6一 1 9 90

19 9 1一 1 9 9 5

] 9 9 6一 2 0 0 0

20 0 1一 2 0 0 5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我校获批准的项 目数逐年增

加
,

而其中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

过去
,

许多地方高校的科研人员认为 自己的科

研实力薄弱
、

条件差
,

不敢参与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

但自从我校纳入地 区科学基金资助单位以

来
,

随着批准项 目数的逐年增长
,

科研人员看到了希

望
。

许多科研人员过去要在管理人员动员后才勉强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而现在都主动地
、

积极

地创造条件参与项 目申请
。

我校申报项 目数从过去

每年 8一 10 项
,

增加到现在 60 一 65 项
。

在这 2 0 年

间
,

批准项 目数也大幅度增加
,

这为延边大学的科学

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

现在我校申报的项 目已涉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地区科学基金促进了我校的人才培养

延边大学通过承担地 区科学基金项 目
,

培养了

一批中青年高级专门人才
。

这些专门人才在我校的

科学研究
、

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1 9 9 6 年以

来
,

在我校承担的 5 8 项地 区科学基 金项 目中
,

全校

有 22 0 多人参加了项 目的研究工作
。

据统计
,

45 岁

以下的占总人数 的 66 %
,

其中项 目负责人中 45 岁

以下的占 7 7 %
。

我校化学系博士 生导师
、

学术带头人尹炳柱老

师
,

从 日本获博士学位回国后
,

申请的地区科学基金

项 目
“

含七员芳香环冠醚的合成及其络合可逆性 研

究
”

获得批准
,

经过几年的研究
,

其研究成果 已引起

国外同行的关注
,

先后多次被邀请赴 日本
、

韩国的大

学做学术报告和交流
。

他已经主持完成 3 项地 区科

学基金项 目
,

还有 1 项在研
。

几年来
,

他合成了几百

种新的化合物
,

并在国内外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科

学论文 4 9 篇
,

其中 18 篇被 S C I 收录
。

我校工学博士
、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崔秀国教授
,

1 9 9 6 年 以来承担并完成了
“ P E / P E T 层状分散体系

的研究
” 、 “

离聚体对聚 甲醛的增韧研究
”

以及
“

在高

于等电离点的条件下制备规则介孔材料研 究
”

3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国家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 目
、

吉林省杰出青

年基金项 目等
,

2 0 0 4 年又获得 1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
。

几年来
,

他共发表论文 29 篇
,

其中 9 篇被

收录于 s cl
、

EI 或 sI T P
,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

发表 12 篇论文
。

他已成为博士生导师
,

是我校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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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

总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基金的设立为我

校的人才培养注入 了活力
,

为一批 中青年教师的成

长提供了机会
,

这些人现都 已成为我校的学术带头

人和学术骨干
,

正在为学校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3 地区科学基金稳定了我校科研队伍

在高校搞科学研究工作
,

关键是要有一批学术

带头人和骨干
。

如何留住这 些人
,

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
一 大难题

,

像我校这样地处边疆的地方学校
,

很难

留住人才
,

尤其是留学归国的博士
。

尽管学校 出台

了
“

延边大学引进人才暂行办法
”

等一系列政策
,

但

还是解决不 r 关键问题
。

很多留学回国人员回到学

校后
,

面对全校每年获上级批准的科研项 目数屈指

可数的现实
,

都失望地另找出路
。

有关人才流失的

统计数据 见表 2
。

表 2 20 0 0 一 2 0 0 5 年人才流失情况统计表

年份

2 0 ( ) 0

2 0 0 1

2 0可)2

2 0 ( )3

2 ( )0 4

2 0 0 5

回校博士 调出博士 调 出教授

从表 2 可以看出
,

2 0 0 3 年前调出的学术带头人

和骨千比较多
,

而这两年明显减少
。

分析其原因
,

笔

者认为
,

地区科学基金起 了主要作用
。

我校 2 0 0 0一

2 0 0 2 年期间获地 区科学基金项 目的平均 数仅为每

年 3 3 项
,

而 2 0 0 3一 2 0 0 5 年期 间 已达到 每年 9
.

7

项
,

从而极大鼓舞了科研人员
。

近几年
,

由于地 区科

学基金的及时资助
,

使一批博士生毕业后
“

回得来
,

安下心
,

有事做
” ,

为学校注入 了活跃的新鲜血液
。

评价
。

目前该学科在校内已建成天然有机化合物研

究所
、

精细化工研究所和延边化学化工中试基地
,

逐

步形成 了一个具有雄厚的科研力量
、

先进的仪 器设

备和较完备 图书 资料的有机化学教学
、

科研基地
。

同时
,

该学科 已形成年龄结构 比较合理
、

研究层 次

高
、

业务素质优 良的跨 世纪人才的学 术梯 队
,

19 9 8

年被确定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自 19 9 6 年以来
,

该学科被 S CI
、

E l
、

I S T P 收录或索引论 文 47 篇
,

获

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

并且已有一大批科研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
,

创造出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又如 我 校省 级重 点学 科— 生理 学学 科
,

自

19 9 6 年以来
,

通过在 医学生理
、

动物生理等 3 个研

究方向上承担 7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极大地

推动 了该学科的发展建设
。

在研究过程中
,

出版著

作 4 部
,

被 IM
、

B A
、

C A
、

S CI 等刊物收录论文 6 8 篇
,

该学科在国内首次进行了
“

在细胞水平上 利用膜片

钳技术研究胃肠平滑肌细胞的动力作 用与离子通道

信使系统关系
”

的研究
,

享有较高的声誉 该学科先

后有 3 8 人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
、

讲学 等
,

并且先后

与美国的 v i gr in ia
大学 医学院

、

日本东京大学 医学

院
、

韩国汉成大学等 15 所大学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学

术交流关 系
。

该学科于 2 0 0 0 年被确定为博士学位

授予权单位
。

再如我校省级重点学科— 作物 育种学学科
,

先后承担 了 5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19 9 6 年 以

来
,

在国 内外共发表学 术论文 19 0 篇
,

出版 著作 9

部
,

获省级科技成果奖 7 项
、

省级 星火奖
、

推广奖等

3 项
,

培养研究生 18 名
。

该学科现有教授 8 名
,

副

教授 7 名
。

教师中已获博士学位 7 名
,

在读博士生 6

名
,

有 30 余人次先后到罗马尼亚布加勒特农学院
、

日本岩手大学
、

冈山大学
、

韩国庆北大学等进修及进

行合作研究
。

4 地区科学基金促进了我校的学科发展

几年来
,

我校通过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
,

有效地

带动了学科建设
,

特别是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 展
。

我校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 4 个有特色和优势的省

级重点学科
,

其中有机化学
、

生理学
、

作物遗传育种

学 3 个学科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尤其是地 区

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建设发展起来的
。

如我校首批被纳入省级重点学科的有机化学学

科
,

共有 1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这些研究项

目的有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
、

学者的较高

5 地区科学基金促进 了我校基础研究与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结合

我校在申请地 区科学基金项 目时
,

十分注重以

我校的人才优势
、

学科优势与地区 资源优势及地 方

特色相结合
,

突出创新
,

强调选择的项 目必须与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相结合
,

使地 区基金项 目的研究
,

在为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建设所需要的科技问题

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

如我校农学院傅伟杰教授承

担的
“

长白山区松茸人工驯化及栽培研究
” 、 “

松茸纯

培养菌种与赤松幼根结合力的研究
”

两项课题
,

连续

3 次获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
,

该项研 究针对本地区



第 l 期 李承实等
:

地区科学基金对我校科研工作的作用

宝贵的生物资源—
松茸

,

在总结前人研究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
,

大胆探索
,

在菌种培养方面取得重大突

硕
,

对松茸的半人工栽培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

并首次

应用 D N A 鉴定技术识别松茸菌种
,

在松茸 菌种分

离
、

扩繁和鉴定技术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

基本实

现 了松茸纯培养菌种的批量生产
,

解决了适合长 白

山区松茸生长的菌种等关键问题
。

我校农学院李英沫教授承担的
“

延边天然赤松

林的林分动态与生产力的研究
”

课题
,

针对本地区 日

益贫乏的赤松资源
,

经过 3 年的大量研究工作
,

探 明

了延边天然赤松生长的生态环境
、

限制 因子
、

生产力

要素等问题
,

为有效地保护和培育延边赤松资源提

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

该项 目的研究成果现 已被地

方有关部门采纳
。

我校医学院尹宗沫教授承担 的
“

草从蓉的生物

活性物质结构及抗癌抗炎作用的研究
”

课题
,

从利用

长白山宝 贵的天然药用植物—
草从蓉 资源的角

度
,

经 4 年深 入的理论探讨
,

取得 了重要的研究成

果
,

连续发表 8 篇论文
,

其中被 S C I 收录 5 篇
。

该项

目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现正进行应用性实验
。

6 地区科学基金促进了我校国际合作研究

过去
,

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处地偏僻
,

国际交

流相对较少
。

但近几年
,

通过地区科学基金的支持

申请国际合作项 目
,

促进了国际合作研究
。

19 9 6 年

以来我校承担了
“

图们江流域土地资源综合评价
” 、

“

基于神经网络的朝鲜文字识别系统
”

等 7 项国际合

作项 目
,

通过邀请国外专家
,

派出科研人员
,

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等开阔了视野
,

进 一步提高了科研学术

水平
。

现 已与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较牢

固的合作研究关系
,

为今后国际合作打下了 良好的

基础
。

总之
,

地区科学基金的设立和运行
,

为我校应用

基础研究开辟了一条稳定
、

可靠的资助渠道
,

为我校

的学科建设
、

人才培养
、

地区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注

入了活力
,

为我校科研工作向高水平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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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桂斌研究员出任国际著名环境科学杂志 E S & T 副主编

日前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 究员江

桂斌与美国化学会签署工作合同
,

正式出任著名环

境科学 杂志 E , v i or
、 m e 、 t a z sc i e n ce & 了议火、 0 2

卿
( E S

、

& )T 副主编并负责在北京筹建该刊的亚洲分部

E S & T A s i a n o f f i e e 。

E S & T 杂志是国际环境科学领域公认的最有影

响的刊物
,

在环境工程的 35 种杂志中其引用频次和

影响因子均排名第一
,

在 13 1 种环境科学的杂志 中

其弓用频次排名第一
,

影响因子排名第二
。

E S & T

深受各国环境化学及相关领域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

在我 国 广大环 境 科 学 工 作者 中享 有很 高声 誉
。

E s & T 杂志每月出版两期
,

并不定期针对环境污染

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出版增刊
。

该杂志 目前设有

美国总部和欧洲分部
。

亚洲分部将于 2 0 0 6 年 1 月 1

日起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启用
。

亚洲分

部的成立
,

表明我国环境科学工作者的研究 已经开

始受到国际高水平杂志的重视
,

对于促进亚洲地 区

特别是 中国的环境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

作为副主编
,

江桂斌研究员将主要 负责亚洲分

部的日常运行
、

稿件的审阅和录用并参与杂志的决

策过程
。

江桂斌表示
,

他将值此机会
,

积极向该杂志

推荐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
,

加强我 国学者和该杂志

的沟通
,

为提高我国环境科学研究水平贡献力量
。

(化学科学部 王 春霞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