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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科学基金
”
征文选登

·

科学基金— 我创新路上的伴侣

张立 同
`

( 西北工业大学
,

兰州 7 10 0 72 )

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那一天起
,

在我科

技创新的历程中就多了一位朝气蓬勃的伴侣
。

在我

的每一次抉择中都凝聚着她的力量 ;在我的每一次

成功里都饱含着她的心血
。

1 在开展系统深人研究中
,

她成为坚强后盾

上世纪 70 年代
,

我国从国外引进一种先进的航

空发动机
,

花巨资购买了 10 项发动机制造技术
,

无

余量熔模铸造技术是其中的核心技术之一
。

但购买

的所谓
“
技术秘密

”

只是一份
“

工艺说明书
” ,

而说明

书中规定几乎所有的高温材料都需要从 国外进 口
。

当时我正在与生产企业合作研究无余量熔模铸造技

术
,

并在两年前已 自主研究出
“

工艺说 明书
”

中所需

要的主要高温材料
,

主要性能优于进 口材料
。

在生

产企业的支持下
,

我们采用自主研究的一系列材料
,

按照自主设计的工艺
,

生产出完全合格的发动机关

键零件
,

填补了国内空白
。

在熔模铸造高温材料与工艺研究过程 中
,

发现

了一系列新现象
、

新规律
。

正当我需要对这些在实

践中获得 的工艺理论问题进行 系统深入研究的时

候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了
。

我荣幸地获

得了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
。

通过基金

项目的研究
,

全面揭示了熔模铸造过程中的材料和

工艺规律及其本质
,

为发展我国无余量熔模铸造工

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

基础理论研究使技术研

究中的混沌得以澄清
,

技术研究成果得以迅速凝炼
。

在熔模铸造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
、

二
、

三等奖 4 项
。

2 在面临残酷现实时
,

她增强我们的自信

上世纪 80 年代末
,

国内外各种新型高温结构材

料竞相发展
,

航空航天高温结构陶瓷面临新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
。

我也在探索航空航天高温结构陶瓷材

料发展的出路
。

19 8 9 年和 1 9 9 0 年
,

我先后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两个项 目的资助
。

到 19 92 年项 目

结束时
,

我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得到了答案
:

航空航夭

高温结构材料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脆性和抗 氧化 问

题 ;陶瓷基复合材料是解决高温结构材料脆性和抗

氧化性的根本 出路
。

1 9 9 3 年
,

我和我的团队将主要

科研工作转移到陶瓷基复合材料这 一国际前沿领

域
。

从此
,

陶瓷基复合材料成为我技术创新的第二

个舞台
。

历经 10 个寒暑
,

我和我的团队终于突破了碳化

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
。

当我考

虑下一步发展 目标的时候
,

面临一个难以回避的残

酷现实
:

陶瓷纤维等关键原材料成为制约碳化硅陶

瓷复合材料发展的瓶颈
。

因此
,

我决定利用厦门大

学在化学合成方面的优势
,

开辟陶瓷基复合材料研

究的第二战场
,

挑战陶瓷纤维等关键原材料这一 国

际难题
。

对我来说
,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

是一个艰

难的选择
。

但有自然科学基金相伴
,

我和我的团队

充满自信
。

2 0 0 3 年开始
,

我们先后 申请获得 了面上

基金 4 项
,

重点基金 1项
。

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
,

我

们的研究工作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向前迈进
。

3 在攻关的关键阶段
,

她提供有力支撑

2 0 0 4 年
,

我主持的
“

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

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
”

项 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
。

获奖项目涉及的连续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基复

合材料是航空
、

航天
、

能源
、

交通等领域发展不可缺

少的一种新型热结构材料
,

发达国家上世纪 70 年代

初开始探索
,

90 年代中期才步入应用研究阶段
,

对

中国严密封锁
。

我们只有自主创新
、

加速创新
,

才能

在这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

这一创新成果是我们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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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科学基金
”

征文选登
·

师生情 基金缘

韩智勇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1 0 0 0 8 5)

我与科学基金应该是有缘分的
。

如果不是现在

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
,

或许我并不会

意识到这一点
,

但在进入这个团体之后
,

我才觉得这

其中的缘分或许五年前就 已经注定
。

我第一次听到 自然科学基金 的名字
,

是从我的

研究生导师李正中教授那里
。

当时我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找到她
,

希望成为她 的学生
。

记得那是 2 000

年 6 月的一个下午
,

合肥的夏天来得很早
,

虽然还没

有到最热的三伏天气
,

但树上的知 了已经不时地发

出令人烦躁的鸣叫了
。

为了消除我第一次上 门的拘

束和紧张
,

李老师特意泡了她从家乡带来的新茶
,

陪

我一起品茶
。

当确信我已经融入了绿茶所营造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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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奋斗的结果
,

更是多方面支持的结晶
。

其中
,

自

然科学基金对这一创新成果的产生起到了催化剂的

作用
。

在新材料领域
,

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在技术攻关的过程中
,

自然会产生新的

基础理论间题
。

这些 间题不解决
,

技术攻关就会停

滞不前
,

甚至误入歧途
。

从 1 9 9 3 年开始
,

我们根据

技术攻关的总体计划
,

有针对性地提出 6 个 自然科

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

在技术攻关的关键

阶段
,

基金项目都提供了重要支撑
。

在技术攻关的

初期
,

工艺方法的研究指导了工艺路线的选择 ;在中

期
,

工艺原理 的研究指导 了工艺技术的放大 ;在后

期
,

过程机理的研究指导了工艺技术的稳定
。

因此
,

如果没有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

内突破碳化硅 陶瓷基复合材料制造工艺
、

制造设备

和应用考核三方面的 20 项关键技术
,

获得 10 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
。

4 在凝聚创新团队中
,

她发挥纽带作用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
,

我们的团队壮大了
,

研究

方向也多了
,

团队怎样协作
、

怎样稳定的间题也凸现

出来了
。

团队壮大了
,

就要鼓励团队骨干确定 自己

的研究方向
,

并且
“

各负其责
、

各得其所
” 。

团队的稳

定和发展不仅需要称职的学科带头人
,

还要有团结

协作的纽带
,

依靠纽带的连接作用产生凝聚力
。

自然

科学基金就是一种能使团队骨干团结协作的纽带
。

每一年年末
,

团队都开会讨论两个话题
,

一是每

一个研究方向怎样发展
,

二是研究方向之间存在哪

些共性的基础问题
。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哪些

共性基础问题申请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主要 由谁负

责及怎样 申请
。

1 997 年
,

团队 3 名骨干同时获得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
。

事实证明
,

在一个共同的大 目标

下统一开展基础研究
,

可以使各个研究方向之间协

调发展
,

形成合力
。

2 0 0 4 年
,

团队以空天飞行器防热结构一体化材

料为背景
,

在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设计
、

制造和

应用考核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

但仍存在一些

有待解决的共性基础 问题
。

针对这一情况
,

在团队

制订的整体发展规划 中
,

提出以解决这些共性基础

问题为 目标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结果
,

这

一 申请获得批准
。

重点项目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个

交流融合
、

相互启发的载体
,

并将为加快我国碳化硅

陶瓷基复合材料在空天飞行器领域的应用发挥重要

作用
。

在国家强调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的今天
,

作为一

名科技工作者
,

深感肩负着国家和人民寄予的重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