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8 1

·

学科进展与展望
·

人才培养初现成效 冰川冻土步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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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十五
”

冰川冻土学科人才基金项 目实施 以项 目带动人才培养
,

以人才促进 学科发展 的

整体战略
,

引导人才结构调整
,

形成 了解决青藏铁路冻土问题的关键 团队
,

组建 了恢复冰雪研 究的

核心小组
,

培养 了综合集成研究的基础队伍
,

对冰川冻土学科 的推动
、

深化
、

延伸和拓展起到 了积极

作用
。

〔关键词 ] 冰川冻土
,

学科
,

人才
,

培养
,

成效

1 总结过去
,

展望未来
,

做好
“

十五
”

人才结

构调整引导

“

九五
”

特殊学科人才培养项 目的实施为拯救

冰川冻土学挽留了在职骨干研究人员
,

培养了一支

年轻队伍
,

引进了优秀人才
,

促进了所内青年人才的

成长
,

建设了冰川学
,

冻土学相关教材
,

形成了远程

教育系统
,

专题讲座
、

学术交流和青年论坛人才培养

的有效措施
,

为冰川冻土学打下了坚实的后备人才

资源基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远见卓识为

冰川冻土学科的发展缓解了人才短缺现状
,

培养并

锻炼了冰川冻土基础研究优秀队伍
,

促进 了冰川冻

土学科发展
,

拓宽了冰川冻土研究领域
,

培养了国家

战略需要的人才
。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崛起依赖于多个 因素
,

其 中

关键 的因素是人才
。 “

十五
”

冰川冻土能否走向辉

煌
,

要看培养的人才能否满足学科前沿发展和支撑

承接的国家重大项 目
。 “

十五
”

开局就显示出冰川冻

土学科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是自身 的事情
,

它的发展

已影响着寒区工程建设
、

寒区生态
、

寒区水文
、

寒区

经济发展等学科领域 ;冰川冻土的研究也不仅限于

自身
,

还必须从气候的角度
、

工程的角度
、

生态的角

度
、

水文的角度
、

经济的角度等方面来进行研究 ;从

国家战略 出发
,

解决国家寒区的有关问题还必须进

行多学科的综合与集成研究
。

因此
, “

十五
”

需要对

冰川冻土人才结构进行 引导和调整
,

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

一是在人才队伍相对稳定
,

后备力量基本保障
,

研究项 目得到支持的情况下
,

重点提升研究人员的

科研素质
,

培养能够领军攻坚的将才和具有开拓能

力的学科带头人
。

二是
“

十五
”

承接的研究项 目以及

国家需求
,

仅有冰川冻土专业的人才还不够
,

还需要

学科交叉
、

边缘研究能力强 的复合型人才
。

三 是研

究观念的转变以及
“

理论一数据 (考察
、

观测
、

试验
、

实验 )一计算
”

螺旋推进新的研 究思路的形成
,

需要

技术人才来支撑研究手段与方法的变革以及综合集

成研究的实施
。

四是冰川冻土学科是一个很偏的学

科
,

知道的人很少
,

了解的人更少
。

冰川冻土学科的

延续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

需要科

普人才
,

通过 科普这个有效的手段
,

对社会进行宣

传
,

向大众进行普及
,

让人们了解冰川冻土学研究与

我们生存环境的关系
,

了解其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

2 认真探讨
,

形成以项 目带动人才培养
,

以

人才促进科学发展的措施

设立了小额基金
,

资助具有发展前景但缺乏其

他经费支持的前瞻项 目
,

起到雪中送炭
、

启动人才队

伍的关键作用
。

通过青藏高原冻土 区甲烷菌多样性

分布规律
、

祁连山高寒地区不同生态系统 c姚 变化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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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

寒区无资料地区水文数据反演和数学模型研

究等专项资助
,

形成了以牛富俊
、

冯虎元为主的 6 名

冻土微生物探索研究小组
,

形成了高艳红
、

焦桂梅等

4 名科研人员组成的寒区水文
、

气候资料反演小组
。

通过设立有限元分析系统的专项支持
,

开展冻土工

程仿真研究
,

形成了以赖远 明
、

张学富
、

俞文兵为主

的一支冻土工程仿真研究小组队伍
。

促成了岩土工

程博士
、

硕士学科点的建立
。

支持 了冰雪遥感与地

理信息学科建设
,

形成了以李新
、

王建为主的冰雪遥

感 队伍
。

促成了冰川冻土延伸的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二级学科博士
、

硕士授予点的建立
。

初步组建

了普通冰川和积雪研究的复苏研究小组队伍
。

引进

了肖笃宁教授
,

拓展了寒区生态学的发展
,

促成了生

态学博士
、

硕士学科点的建立
。

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
,

以人才促进 科学发展也

是整体提升研究队伍科研素质
,

强化团队攻坚意识
,

形成团队精神的良好途径
。 “

十五
”

期间我们从战略

角度出发
,

将团队建设作为人才培养 的一个重要方

面来实施
。

为此
,

首先在青藏铁路项 目中开展 了试

点
,

为青藏铁路项 目培养领军人物和攻坚 团队
。

人

才基金项 目专门支持 了青藏铁路项目管理系统
,

采

用了国际项 目管理 ( PM )I 和知识管理 的思想
,

建立

了知识库
,

开展 了团队内部知识共享
、

组织学习
、

主

题讲座
,

开展了五项修炼学习与实践活动
。

开展项

目
、

课题
、

专题负责人项 目管理知识的学习
,

促使青

年人才在做好 自己课题的同时
,

成长为具有领军作

战的团队领导人
,

同时也将青藏铁路项 目队伍建成

具有攻坚能力
,

适应现代管理的学习型 团队
。

五项

修炼在青藏铁路项 目团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
,

项

目团队精神风貌 日益突出
,

积极组织学 习
,

团队自我

超越意识增强
。 “

九五
”

期 间的支持为马巍
、

吴青柏

奠定了成为项 目首席的基础
, “

十五
”

的支持使他 们

成为优秀的领军 人物
。

他们领导的核心攻坚队伍
,

赢得了 2 0 0 1一 2 0 0 2 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创新贡献

奖
,

2 0 0 2 年中国科学院
、

国家人事部的
“

先进集体
”

称号
,

2 0 0 2 年度 中国科学 院创新文化 建设 先进 团

队
,

2 0 0 3 年共青团甘 肃省委
“

青年文明号
”

称号
,

2 0 0 5年获全国
“

青年文明号
”

称号
。

以项 目带动人才培养
,

以人才促进学科发展的

人才培养战略思路
,

创造了将帅人才成长和提升研

究人员综合素质的环境
,

培养了具有发展潜力的学

科带头人
。

培养的人才
,

成功地促成了新 的学科点

的建设
,

延伸了冰川冻土学科的研究领域
,

加强 了交

叉学科的融合
,

形成了解决青藏铁路
、

黑河流域等重

大项 目关键问题的新思路
,

形成了跨学科集成研究

的创新点
,

开辟了冰川冻土学研究的新局面
。

3 铁打营盘
,

形成共享
,

成为引导集成研究

人才成长的环境

为了使更大范 围的从事冰川
、

冻土和延伸领域

的研究人员受益
,

形成广泛的共享基础研究平台
,

在

建立铁打营盘的思想指导下
,

人才基金支持了张耀

南
、

韦五周
、

张智慧等一 支从 事应 用技术的研究人

员
,

构建 了高性能计算环境
、

移植集成 了 A N S Y S
、

A L) I N A
、

F l u e n t
、

S M E
、

C C M 3
、

M M S
、

V I C
、

S S I B 等一

批冰川
、

冻土以及延伸领域研究必须的有限元分析
、

气候模拟
、

空间建模与模拟环境以及寒区生态研究
、

冰川气候研究
、

水文研究等模拟和仿真环境
。

在人

才项目的牵引下
,

开展了综合集成研究的交流
、

专题

讲座
、

环境建设以及相关技术的培训
,

为
“

黑河流域

交叉集成
”

研究培养了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
,

形

成了以程国栋院士为核心
,

以李新
、

康尔洒
、

徐中民
、

张耀南等为骨干
,

开展水文模型
、

生态模型以及山区

无资料地区水文
、

气温
、

辐射
、

降雨等资料反演研究
、

建设与应用的队伍
,

为流域综合交 叉集成研究奠定

了初步基础
。

该环境 已经使 1 00 多人受益
,

成为青

藏铁路
、

黑河流域
、

冰川与气候
、

冻土与气候
、

积雪与

气候
、

流域生态
一

水文过 程研 究团队培训的环境
,

初

步形成了综合集成研究必备的共享支持环境和支撑

队伍
。

目前人才项 目培养的李新
、

徐中民等所主持

的前沿布局项 目
“

黑河交叉集成研究
” ,

重点开展的

黑河流域生态
一

水文过程研究
,

已形成寒旱区综合集

成研究的创新点
。

4 有序推进
,

奠定冻土腾飞基础
,

重建雪冰

复苏团队

“

十五
”

期间按照先解决国家和学科急需人才
,

后安排学科发展人才的先急后缓指导思想
,

有序推

进人才培养项 目
,

特别强调对一般青年研究人员和

博士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
。 “

十五
”

前期重点支持国

家急需的冻土以及集成研究人才 队伍建设
, “

十五
”

后期着重组建冰川与积雪恢复的研究队伍
。

本着这

一指导思想
,

人才项 目前期为形成以程 国栋院士 为

主管
,

以马巍
、

吴青柏研究员为首席技术专家的青藏

铁路研究项 目科学家小组奠定了基础
,

也促使张学

富
、

王大雁
、

赵淑萍
、

吴子建
、

俞文兵等 12 位年轻学

生成长为青藏铁路重大 项 目的骨干队伍
。

提 出了
“

主动冷却路基
、

主动保护多年冻土工程措施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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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稳定性
”

思想
,

形成 了青藏铁路 由静态设计转向

动态设计的理念
,

及利用工程可靠性评价冻土的稳

定性等学术思想
。

开展了块石路基
、

通风管路基
、

块

石 + 碎石护坡
、

遮阳板护坡
、

边坡防护
、

热棒 + 保温

材料等筑路技术研究
,

为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理论

依据
、

设计参数
,

具体的冻土工程措施
。

为冻土工程

的《暂规》和国家标准 《规范》成为法规性文件应用于

冻土工程中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

由于抓住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
,

人才项 目凝聚的人才在青藏铁路研究项

目中起着领导
、

攻坚
、

拓展新领域的关键作用
,

将冻

土工程研究推进到中国冻土研 究历史上 的辉煌 时

代
。

人才项 目培养和支持的研究人员所主持
、

参与

的
“

青藏铁路工程冻土路基筑路技术与示范工程建

设
”

荣获 2 0 0 5 年中国科学院
“

杰出科技成就奖
” 、 “

寒

区公路与隧道冻害预报和综合防治关键技术
”

荣获

2 0 0 5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

高原冻土道路隧

道冻害预报和综合防治关键技术
”

荣获 2 0 0 3 年甘肃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

青藏公路冻土环境与路基稳

定性研究
”

荣获 2 0 0 3 年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的好成绩
。

通过人才培养项 目设立的
“

区域冰川对气候变

化响应规律及对水资源影响研究
” 、 “

冰 川及其相关

观测方法与规范
” 、 “

雪水文过程与气候变化之间相

互作用研究
” 、 “

雪水文过程
” 、 “

我国季风温冰川代表

性区域积雪 内稳定 同位素的时空变化研究
”

等项 目

的引导
,

初步组建了以王宁练
、

刘时银
、

李忠勤为主
,

张勇等 5 个硕士
、

博士参与的普通冰 川研究小组
,

组

建了以何元庆
、

王建
、

高艳红为主
,

庞宏喜等 6 位博

士生
、

硕士生组
.

成的雪研究小组
。

初步挽救了 已岌

岌可危的普通冰川和积雪研究学科
,

形成普通冰川
、

冰川气候
、

积雪分布
、

雪化学
、

积雪与气候的研究队

伍
,

正在恢复和建立冰川物理和积雪研究的后备 队

伍
,

取得了复苏雪冰研究的初步成效
。

s 成绩显著
,

任重道远
,

冻土研究偏重工程
,

雪冰研究还需加强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对冰 川冻土学科的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为该学科的发 展培养

了一批优秀人才
,

使冰川冻土学科走 出了濒危学科

的阴影
,

队伍趋于稳定并有显著发展
,

形成了一支基

础扎实
、

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
。 “

九五
”

期间
,

人

才培养基金项 目在
“

稳定在职人才
,

吸引外来人才
,

储备后备人才
”

方面对冰川冻土学的开拓性发展起

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

为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寒区技

术
、

工程
、

经 济和 生态 问题研究提供 了人 才保障
。

“

十五
”

期间
,

实施以项 目带动人才培养
,

以人才促进

学科发展的整体战略
,

形成了将帅人才培养和全面

提升人才素质的环境
。

人才培养基金项 目对冰川冻

土学科的推动
、

深化和延伸
,

起到了积极作用
。

人才

培养取得的成果
,

在解决工程问题的同时深化了冰

川冻土的研究
、

拓展了冰川冻土研究的领域
、

促进了

冰川冻土学 自身的发展以及与交叉学科的融合
。

人

才培养取得的成果体现在
,

首次提 出采用交叉集成

的方式开展对全流域的研究
,

利用新技术开展模拟

模型集成
,

从流域科学和流域管理 两个层面来回答

科学问题和决策支持 间题
,

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

同时促成了马巍
、

吴青柏两人成为青藏铁路项 目的

首席专家
,

赖远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2 位

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

2 位 成为创新研究群

体的骨干
,

3 位获 中科院院长奖学 金特别奖 的好成

绩
。

但冰川冻土学 的人才培养还不均衡
。

通过
“

九

五
” 、 “

十五
”

的持续支持
,

冻土工程人才基础可以说

已经比较扎实
。

但由于 工程项 目的牵 引和趋利作

用
,

原来从事普通冻土和冻土机理研究的基础研究

人才
,

也转移到冻土工程 项 目中去
,

弱 化了普通冻

土
、

冻土物理等基础研究
,

对冻土学的长远发展极为

不利
。

从全球气候变化
、

生态环境来看
,

冻土对气候

的贡献
,

冻土对生态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

因此
,

必

须加强普通冻土和冻土物理机制的研究人才培养
。

普通冰川和积雪对气候变化
、

水资源贡献影响巨大
。

由于冰芯研究的热潮
,

再加上客观原 因造成的
“

九

五
”

支持人才的流失
,

使得普通冰川研究逐渐减弱
,

普通冰川和积雪 的研究基本消亡
,

人才大量离所或

转移到别的研究课题上
,

情形十分严峻
。 “

十五
”

后

期强化了冰川和积雪研究队伍的恢复组建支持
,

但

相对冰川物理
、

积雪研究发展 的需要
,

还相差甚远
,

必须加大支持力度
,

尽快培养关键人才
,

完善研究队

伍
。

总之
,

鉴于我国大学里没有设置冰川冻土专业

以及冰川冻土学科的独特性
,

冰川冻土学科的持续

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基金来源
,

来支持人才

培养和结构调整
,

使得冰川冻土学科的研究人才保

持稳定和结构合理
,

提升综合研究能力
,

有序地培养

出领军的学科带头人
。

尽管这几年冰川冻土学科有

了很大的发展
,

后备人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

但无

源之水的困扰仍然存在
,

目前冰川冻土学科 的人才

主要围绕项目的支持在发展
,

还没有真正做到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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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未来需求和发展来规划和培养人才梯队
。

一旦

项目支持减弱
,

将很快重新面 临人才 断档 的局 面
。

因此
,

人才基金项目的持续稳定支持
,

对冰川冻土学

科的可持续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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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海内外青年设计与制造科学会议召开

由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美国吴贤铭

基金会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
,

广东工业大学承

办的第七届海 内外青年设计与制造科学会议
,

6 月

1 9 日至 2 2 日在广州松园宾馆成功召开
。

这是近年来在国内召开的机械制造科学的最大

型
、

学术水平最高和参加人数最多的国际学术会议

之一
。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院长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雨祥院士等 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
。

与会代表包括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日

本
、

南非
、

韩国
、

德国
、

新加坡
、

英国
,

香港和台湾地区

的 6 0 多名学者
,

国内近 3 00 名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的知名学者和企业家等近 800 人
。

路甫祥院士作 了题为
“

中国制造科技的现状与

发展
”

的主题报告
。

他介绍了当前国际上制造科技

发展状况
、

美 日等国家制造业政 策与战略
,

指出了

我国在制造业及 其科技领域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

战
,

认为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刻不容缓
。

德 国柏

林工业大学 G ue nt he :
se h ge r 教 授

、

美 国西北大学

K o ir E hm a n n
教授 分别作了题为

“

可持续制 造现

状
” 、 “

全球微制造研究现状
”

的大会邀请报告
。

此后
,

在 4 个分会场
,

国内外 17 名知名专家就
“

可持续设计与制造
” 、 “

未来制造与优先领域
” 、 “

仿

生机械与生物制造
” 、 “

微纳制造系统
” 、 “

产品创新设

计
”

和
“

制造技术创新
”

等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情况

作了专题报告
,

并与与会人员进行了专业讨论
。

国

内外 10 名专家还就
“

新机构及其机器系统
” 、 “

高档

数控加工装备
” 、 “

微纳加工
”

和
“

全球制造系统
”

等专

题作了专题邀请报告
。

会议还同时在 5 个分会场
,

进行了 18 个 专题 的技 术讨 论
,

涉 及的专 题包括
“

M EM S ” 、 “

制造中的模 拟与仿真
” 、 “

光 电子微电子

产品制造
” 、 “

现代设计方法
” 、 “

生产设计与并 行工

程
” 、 “

机械系统的设计与控制
” 、 “

基于网络的智能制

造技术
” 、 “

制造质量
、

测量和测试理论与方法
” 、 “

高

性能与高速加工
” 、 “

复杂机械系统的设计与控制
” 、

“

并联机构
” 、 “

成型技术
” 、 “

微纳测量
” 、 “

纳米
、

超精

密与精密加工
” 、 “

机器的故障诊 断
、

监测
、

智 能维护

与再制造
” 、 “

激光加工
” 、 “ R P 与反求工程

” 、 “

材料的

制造新技术
”

和
“ 5 1

,

E P
一

N C 技术
” 。

大会首次成功 同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企业论坛

活动
,

美国 M a p p G l o b a l I P 执行总裁 M r S
.

A n l a n d a

L e e 、

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新亚等七名知名企业家

作了邀请报告同国内外学者和近 50 名企业人员
,

对

大学制造技术研究与企业的结合等多方面的问题进

行了热烈交流
。

(机械学科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