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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对古生物学

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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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2 10 0 08)

古生物学是一门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学科
,

研究

对象是地球发展历史过程中经 自然作用保存于地层

中的生物遗体
、

遗迹
,

以及生物成因的残 留有机物分

子
。

古生物标本中蕴含了地史时期地球生命以及环

境等方面的大量信息
,

对揭示地球的演化过程
,

生命

的起源与演化
,

以及古地理
、

古气候
、

古环境 的变迁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古生物学在历史上曾有力

地促进了进化论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

同

时
,

对地质科学领域诸多重大理论的建立和突破提

供了古生物学的科学证据
。

在 生产实践中
,

特别是

在沉积矿产的勘探开发 中
,

古生物学也得到广泛的

应用
。

( 2 0 0 5 )
、

二叠系长兴 阶
一

吴家坪阶 ( 2 005 )
、

奥陶系赫

南特阶 ( 2 0 0 6) 全球界 线层型 6 条
,

以及上奥陶统底

界界线辅助层型 ( 2 0 0 2 ) 1 条
,

这些界线层型都 已成

为国际地层学研究的标准
。

在理论古生物学研究领

域
,

我们在国家科技部
“
9 73

”

项 目
“

重大地史时期生

物的起源
、

辐射
、

灭绝与复苏
”

的资助下
,

以生物演化

为主线
,

运用古生物学
、

地球化学
、

古气候学
、

古地理

学等交叉渗透
、

综合研究的方法
,

以华南地 区为例
,

开展重大地史转折时期生物起源
、

辐射
、

灭绝与复苏

与环境之间相互演化规律 的探索
,

阐明重要生物类

群起源
、

辐射
、

灭绝
、

复苏的型式和特征
,

成果发表后

引起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
。

1 我国在若干古生物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古生物学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

近年来
,

我国在古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又

获得重大进 展
,

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 响的成果
。

在系统古生物学方面
,

对我国已发表 的古生物属种

逐步进行了历史性总结
,

出版了
“

中国各门类化石
”

系列专著
。

这些古生物学的经典著作
,

将为我 国 21

世纪古生物学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

在地球早期生

命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领域
,

我们对澄江动物群的

研究
,

揭示了 5 亿多年前生命存在的型式和特征
,

证

明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存在
。

这一研究成果被国

际学术界誉为
“

2 0 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
” ,

2 0 0 3 年

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在古生物地层学研究

领域
,

通过我们的研究对国际沿用百余年的
“

国际年

代地层表
”

提 出了新的划分方案
,

在若干断代建立了

新的年代地层框架
,

在我国确立了奥陶系达瑞威 尔

阶 ( 1 9 9 7 )
、

二叠
一

三叠系 ( 2 0 01
,

与地质大学合作 )
、

中

寒武 统
一

上 寒 武 统 ( 2 0 03 )
、

乐 平 统
一

瓜 达 鲁 普 统

2 我国古生物学人才队伍状况

一流的人才是产生一流成果的关键
。

已取得的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
,

要使我国的古生物学在 21 世纪

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

必须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古

生物学科技队伍
。

然而
,

我国古生物学科技队伍严

重萎缩
,

后备人才严重不足
。

上世纪 90 年代初
,

在

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

报考古生物专业的人较少
,

学了

该专业的又 留不住
,

有的出国
,

有的改行
。

古生物专

业留不住人
、

新老科技人员之 间的断层现象十分严

重
。

目前
,

高校本科阶段 又取消了古 生物专业
,

因

此
,

后备力量不足
,

研究生生源少
、

专业分散
、

古生物

学基础差的现象严重
,

这些都对 我国古生物学的可

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

因此
,

如何培养和保持

一支与国家建设
、

国际前沿研究相适应的古生物学
、

地层学科技队伍
,

如何使我国的古生物学
、

地层学在

21 世纪持续发展
,

如何使我国真正成为古生物研究

的大 国
、

强国
,

是我们 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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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对古生物学

人才培养的作用

正当古生物学科技 队伍青年 人才外流严重
、

后

备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

金对这一濒危学科给予了支持
,

用一些科学家 的话

说
,

这正是久旱逢甘露
。

我们利用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分层次对青年

古生物学者进行了资助
,

首先对刚毕业留所和海外

学成归来的年轻学者及时
、

适当的资助 (种子费 )
,

帮

助他们站住脚跟
,

为他们继续工作和后期发展作铺

垫 ; 对一些由于研究积累和 申请项 目周期等原 因暂

无经费的年轻人给予一定的资助
,

稳定他们的专业

思想
。

2 0 0 1一 2 0 0 5 年 间
,

我 们先 后资 助 了毕业 留

所
、

归国学者以及暂无经费但有潜能的年轻学者 22

人
,

他们通过本 项基金的资助
,

不仅站稳 了脚
,

而且

在专业上已有良好的发展
,

有些人已取得令 人瞩 目

的成果
。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的第二层次是学术

骨干和领衔人才的培养
,

我们对潜能大
、

优势领域的

年轻人才给予重点支持
。

在早期生命研究领域
,

一

批青年古生物学者在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和其他

经费的资助下
,

已在前寒武纪陡山沱期庙河生物群
、

兰 田生物群
、

瓮安生物群和澄江动物群以及凯里动

物群的研究中取得优异成果
,

在 sc *en c 。 、

尸N A S (美

国科学院院报 )
、

eG ol
ogy

、

J
、

aP l eo , ot l
ogy 等国际著

名刊物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

他们目前 已

成为我国早期生命研究领域 的主力军
,

并形成了一

个在国内外颇具竞争力的研究集体
,

朱茂炎最近几

年成功主持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国际合

作项目
,

取得 良好成果
,

并获得中德双方科学家的好

评 ;袁训来 2 0 06 年获得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

助
。

在早古生代研究领域
,

一些年轻古生物学者在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与其他基金的联合资助下
,

在陆生维管植物
、

华南奥陶纪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宏

演化和全球界线层型
,

以及
“

后层型
”

的研究中取得

优异成绩
,

他们对具有生态独立性和代表性
,

且化石

丰富的笔石
、

腕足类等开展 了进化趋势和进化型式

等宏进化研究 ; 在奥陶系赫南特阶全球界线层型的

研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

同时为我国确立的第一个

金钉子剖面建立 了生物地层学数据库 (
“

后层型
”

研

究 )
。

这些工作对促进我国早古生代生物地层研究

具有重要作用
,

他们也 己成为我国奥陶纪生物地 层

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

在晚古生代研究领域
,

年轻古 生物学者在基础

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共 同资助下
,

开展 了二叠纪生

物地层学和生物事件的研究
,

为乐平统底界全球界

线层型和长兴阶底界全球界线层型的确立作出重要

贡献 ;他们通过地球化学和古生物数值化研究
,

为二

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证据
。

经过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联合支持
,

这一领域的年

轻古生物学者 已形成一个优 秀的科研 团队
,

目前 已

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创新群体基金 的资助
。

沈树忠
、

王向东分别在 2 0 0 4 年和 2 0 0 5 年获得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在中生代研究领域
,

有近 10 位青年古生物学者

在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和其他经 费的资助下
,

开

展了中生代植物
、

轮藻
、

双壳类等多门类化石和相关

地层的研究
,

特别是对我国东北地区侏罗
、

白奎纪非

海相
一

海陆交互相地层作了详细研究
,

发现了包括早

期被子植物在 内的重要化石 门类
,

纠正了一些地层

的地质时代
,

取得显著成果
,

为我国中生代非海相地

层的对比研究和生物演化的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依

据
。

他们通过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和合作研

究
,

目前也已形成了一个研究集体
。

分子古生物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

分子古

生物实验室的青年工作者在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的联合资助下
,

开展了活化石水杉和化石 叶肢介古

D N A 的研究
,

同时开展 了实验室模拟条件下 DN A

降解的分析研究
,

取得较好的实验数据和成果
。

她

们利用 D N A 序列数据和一些具较好化石记录的生

物中得到的分子生物钟初步数据
,

运用这些数据推

算一些未知的生物分化事件的发生时 间
,

为研究地

史时期重要生物事件增添了新的数据
。

在对活化石

水杉的研究中
,

首次从分子水平获得现生水杉 自然

群落中的遗传多样性
,

对重建水杉植物的进化和地

理变迁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

对 推动我国分子古生物

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

在实施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的中
,

我们

鼓励
、

资助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

特别设立了

国际合作和交流经费
,

用于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来所

交流和资助青年科研骨干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

2 0 0 2

年
,

我们资助多位年轻专家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

首届国际古生物学大会 ; 2 0 0 3 年
,

资助 4 位青年专

家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 15 届国际石炭系
一

二叠系地

质大会 ; 同年
,

资助 4 位青年专家出席在阿根廷召开

的第 9 届国际奥陶系暨第 2 届国际志留系大会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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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轻学者大多在国际会议上作 了学术报告
,

展示

自己的研究成果
,

并 已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崭露头角
。

目前 已有部分青年骨干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

其 中李

军
、

沈树 忠
、

王向东分别成 为国际地 层委员会奥陶

系
、

二叠系
、

石炭系分会的选举委员 ; 有 3 位青年学

者担任各门类 化石的国际学会的理事
,

如 张元动为

国际笔石工作组组织委员
,

王向东为国际化石刺丝

胞学会理事
,

王启飞为国际轮藻学会理事等
。

另外
,

在
“

第七届国际寒武系再划分野外现场会议
” ,

以及
“

扬子区寒武纪大爆发时期环境与生命过程综合研

究
” 、 “

二叠纪乐平世地层和事件
”

等国际会议上
,

朱

茂炎
、

沈树忠等一批年轻学者担任了会议副主席或

秘书长等职务
。

在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资助下
,

青年科技

工作者迅速成长
,

他们中已有 1 人担 任所级领导
,

9

人走上室主任和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
,

40 人次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其 中 3 人获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1 人担任
“
9 73

”

项 目首席科学家
,

5 人担任

国家
“
9 7 3

”

项目的二级课题负责人 ;3 人担 任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负责人 ;3 人获中国科学院
“

百

人计划
”

基金
,

5 人担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

要方 向项 目首席科学家
。

以青年科学家为主体的晚

古生代科研组在 2 0 0 3 年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创新群体项目的支持
。

一大批青年学者已参与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

9 73
”

项 目
、

中国科学

院重要方向项 目等重大项 目中
,

正发挥着重要的领

导和骨干作用
。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不仅稳定了青年科学家

队伍
,

同时也使青年科学家做出了良好成果
,

受资者

中有 6 人分别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
、

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1 项
、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项
。

他们已成为我所科研工 作的生力军
,

并且保持 着良

好的发展态势
。

综上所述
,

基础科学 人才培养基金对稳定我所

青年科技队伍
、

培养学术骨干和领衔人才
,

改善青年

科技工作者条件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促使古生

物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进入一个 良好的发展轨道
,

形

成了一支有层次
、

有创新活力和发展态势 良好的青

年科研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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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蒋华良研究员出任美国化学会

J
.

凡J ` d
.

c he m
.

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 院上海药物所蒋华 良研 究员于 2 0 0 6

年 9 月接受 美 国化 学 会 <药物 化 学 》 ( J
.

M e’ l
.

hC
e m

.

)杂志主编 P
.

5
.

P or t og he s e
教授的邀请出任

该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

任期五年
。

该杂志主

要报道有关生理活性分子的设计与合成以及从分子

水平评估此类分子的作用机理
。

该杂志 目前的影响

因子为 5
.

0
。

这是继我 国学者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江桂斌研究员 出任美 国化学会 《环境科

学与技术 》 ( E n v 艺or n m e n z a z S e 艺e n c 。 & eT
c人n o zog 夕 )

杂志副主编
,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洪 茂

椿研究员出任《晶体生长与设计 》 ( c ysr
t al G or 、 ht

& eD is gn )杂志副主编及清华大学李亚栋教授
、

中

国科学院理化所吴骊珠研究员出任 (无机化学》 ( I n -

。

gar 爪。

hC 。 , ist yr )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之后 又

一位中国青年学者参与美 国化学会所属出版物的管

理
、

领导和咨询工作
。

(化学科学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