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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

资助工作成效
、

问题与建议

谢焕瑛 郭占昌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

北京 10 0 0 8 5)

冰川学与冻土学
、

地质古生物学
、

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学
、

动物分类学 以及现代考古学等学科具有

较强 的基础性 或公益性 特点
。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
,

由于学科冷僻
,

生源减少
,

经费不足等原因
,

这些

学科大批专业人员流失
,

研究生报考人数和生源质

量急剧下降
,

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现象
,

学科生存

状况岌岌可危
,

被科学界称为
“

特殊学科
” 。

在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连续十年 的资助下
,

特殊学

科点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进展
,

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升
,

研究队伍结构逐渐趋于合理
,

学科

开始复苏并出现了强劲的上升势头
。

1 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工作成效

1
.

1 开展实质性校所合作
,

研究生生源质量稳步提

局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本科招

生专业 目录 中没有相 应的专业 以及学科冷 僻等原

因
,

特殊学科点研究生生源存在着知识结构不合理
、

生源质量较 差的问题
。

为此
,

特殊学科点在国家基

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下
,

充分发挥 自身科学研

究的优势
,

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办学
,

吸引研究型大学

相关专业本科生报考研究生
,

完善生源的知识结构
。

地质古生物学特殊学科点与南京大学开展实质

性校所合作
,

共建古生物学专业理科基地班
,

联合培

养本科生 ;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联合培养对古生

物学有兴趣的三年级学生
,

接受他们来所学习
,

指定

导师指导他们的野外工作及毕业论文写作
,

进一步

加深他们对古生物学的了解和兴趣
。

联合办学 为提

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奠定了基础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特殊学科点先后派出多

位高水平
、

有影响的学者到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直接

为本科生授课并指导本科生的学位论文工 作
,

还 吸

收相关专业学生在假期参加科研项 目的野外工作和

标本整理工作
,

增加了相关专业大学生对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学工作的了解与兴趣
,

帮助他 们树立从

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志向
。

冰川冻土学特殊学科点在人才培养基金资助下

积极建设远程教育 网站
,

实现 网上教学并宣传冰 川

冻土学科的魅力和发展动态
,

报考冰力}学冻土学的

研究生人数持续增长
,

研究生招生质量有 了很大 的

改观
,

研究生生源的专业分布逐渐趋于合理
。

现代考古学不断拓展前沿领域研究方向
,

学科

魅力逐渐显现
,

优秀学生纷纷报考
,

一改过去门庭冷

落无人报考 的尴尬局面
。 “

十五
”

期 间
,

学科点共招

收研究生 21 3 人
,

其中硕士生 15 3 人
,

博士生 56 人
,

外国留学生 4 人 ; 毕业研究生 101 人
,

其 中硕士 77

人
,

博士 24 人 (含外国留学生 2 人 )
。

1
.

2 采取多种形式
,

加强研究生及博士后的培养

地质古生物学特殊学科点通过邀请国内外古生

物学家来所讲学
、

开展研究生野外综合地质实习
、

创

办研究生学术沙龙
、

建立古生物学信息平 台等多种

形式
,

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
,

加强研究生的野外工作

能力
,

培养研 究生对地质古生物学专业的兴趣
。

动物分类学特殊学科点通过研究动物分类学热

点问题
、

调查关键地区动物区系与分类
、

举办动物分

类学前沿问题全国性研讨班
、

编研动物分类学教材
、

建设与更新
“

分子分类学实验室
”

以及与国内外相关

机构开展合作等措施
, “

十五
”

期间为国内研究所和

大学培养了博士研究生 59 人
,

硕士研究生 21 人
,

这

些毕业研究生大多成为了有关单位的教学或科研骨

干
。

动物分类学特殊学科点也逐渐成为我国培养动

物分类学人才力量最强
、

学术最为活跃的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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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学特殊学科点先后共资助

了博士后 9 名
,

博士研究生 20 名
,

硕士研 究生 39

名
。

这些受资助者不拘泥于导师承担的项 目
,

而是

按照 自己的设想进行科学研究
,

在国家基础科学人

才培养基金的支持下
,

逐渐成熟起来
,

先后共发表研

究论文 71 篇
,

其中还有 2 人在 国际著名刊物 从
-

ut er 和 s(
一

ie)
Z
ce 上发表了研 究论文

。

部分毕业研 究

生很快成为 了学科分支的科研骨干
,

如倪喜军 已成

为古哺乳动物学分支学科的青年研究骨干 ;李淳已

成为古爬行动物学分支学科的青年研究骨干 ; 赵文

金已成为古 鱼类学分支学科 的青年 研究骨干
。

此

外
,

还有 6 人获得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的

资助
,

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

1
.

3 资助青年学者
,

发挥青年科学家成长
“

助推器
”

的作用

地质古生物学特殊学科点鉴于研究积 累和申请

项 目周期等原因
,

利用人才培养基金及时
、

适当地资

助处于科研起步阶段的毕业研究生和海外学成归来

的年轻学者
,

为他们继续工作和后期发展奠定基础
。

2 0 01 一2 00 5 年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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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

及时的小额资助
,

这些年轻学者在专业上 已有 良好

的发 展
,

有 些 人 已取得 令 人瞩 目的 成果
。

2 0 01 一

2 0 0 5 年期间受资助者 已有 4 0 人次获得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项 目资助
,

其中获得重点项 目的有 3 人
,

获得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2 人 ;另有 5 人获得 中国

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 向项 目 ; 以青年科学家

为主的晚古生代科研组在 2 0 0 3 年获得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优秀创新群体项 目基金的支持
。

一批

青年学者已参与到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

973
”

项 目以

及中国科学院重要方 向项 目等重大项 目中
,

有的已

在这些重大项 目中担任二级课题的负责人
,

正发挥

着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作用
。

人才培养基金项 目的持续支持
,

在冻土学学科

发展最困难的时期为学科发展和青藏铁路建设培养

和储备了关键人才
,

这些人才在后来的青藏铁路研

究项 目中起到 了领 导
、

攻坚
、

拓展新领域 的关键 作

用
。

人才培养基金项 目
“

九五
”

期间支持的马巍
、

吴

青柏以及
“

十五
”

期 间支持的何平
、

俞祁浩
、

盛煌
、

李

新
、

牛富俊
、

吴子建
、

张建 明
、

凌贤长
、

张学富
、

王大

雁
、

赵淑萍
、

南卓铜
、

温智
、

俞文兵等成为青藏铁路重

大项 目的关键研究 人员
。

他们提出了
“

主动冷 却路

基
、

主动保护多年冻土工程措施来确保工程稳定性
”

的思想
,

实现了青藏铁路 由静态设计 向动态设计的

理念转变
,

采用概率的方法来科学地预测气候变暖

的不确定性
,

利用工程可靠性评价冻土 的稳 定性
。

从气候
一

工程
一

冻土相互作 用以及含盐冻土
、

列车动

荷载
、

地震荷载
、

雷暴等方面开展必要的研 究
。

针对

具体的冻土工程 问题
,

开展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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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保温材料等筑路技术研究
,

为青藏铁路建设提供 了

理论依据和设计参数
。

他们积极
、

主动地将研究成

果转化为设计
、

施工的决策依据
,

提出了具体的冻土

工程措施
,

在具体设计和施工中得到应用
,

并通过努

力
,

将这些设计原则和工程措施写入有关冻土工程

的《暂行规定》和国家标准 (规范》中
,

使其成为法规

性文件应用于冻土工程中
。

1
.

4 以人才培养为突破 口
,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

不

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考古学在我国历来被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
,

隶属于人文科学领域
,

但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
、

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而言
,

已远远超 出了人文科学

的范畴
。

现代考古学特殊学科点充分发挥文理 交

叉
、

相互渗透的特点
,

以人才培养为突破 口
,

利用 自

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

不断调整
、

充实和完善学科体

系和结构
,

充分体现 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

特色
。

在原有的体质人类学和古 D N A 研究方 向的

基础上
,

增加了牙齿人类学
、

颅骨小变量和骨骼微量

元素食谱分析等国际前沿领域 内容
,

还将动物考古

与分子考古学相结合
,

开展 了古 动物 D N A 的研究
,

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
,

取得了一系列科研 成

果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

昆虫分类学特殊学科点通过人才培养
,

拓展 了

新类群的研究领域
,

开始探求和解决若干重要生物

系统学基础理论问题
。

他们开展了我国重要昆虫类

群的分类区系
、

物种 多样性
、

系统发育和进化
、

动物

地理学研究
。

科研工作的地理 范围和研究材料
,

已

经从国内扩大到亚洲以及全世界
。

在研究领域方面

涉及蟀蟒 目
、

蜻蜓 目
、

直翅 目
、

半翅 目
、

同翅 目
、

鞘翅

目
、

鳞翅目
、

双翅 目等多个不同类群
,

填补 了我国昆

虫分类学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
。

2 问题与建议

2
.

1 继续保持适度规模
,

力求稳步发展

由于特殊学科点研究对象具 有明显的资源优

势
、

特殊学科点的科研优势以及国家需求等特点
,

特

殊学科点研究工作对于国家经济
、

社会发展及国家

安全具有长期而重要的意义
。

但特殊学科点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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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础性
、

长期性等特点 以及我国资助基础研究

工作的格局
,

又决定了科学基金是特殊学科点科学

研究及人才培养获取持续支持 的主要渠道之一
,

特

殊学科点队伍应该继续保持适度规模
,

而不应该盲

目膨胀
,

追求研究队伍的
“

大而全
” 。

因此
,

在 国家基

础科学人才培 养基金的长期支持下
,

通过人才培养

优化队伍结构
,

保持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
,

进而积极

争取科学基金其他类别项 目的稳定支持并力求稳步

发展
,

是特殊学科点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基本策

略
。

2
.

2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促进学科发展

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工作应该以全国人才工作

会议精神为指导
,

认真贯彻落实
“

以人为本
、

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 ,

找准定位
,

把握方向
,

明确

任务
。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学科发展
、

科学研 究和 人

才培养之间的辩证关系
。

要在保持适度规模的基础

上
,

依托科学研究优势
,

注重学科发展内涵
,

着力提

高人才培 养质量
。

通过 人才培养不 断优化队伍结

构
,

从而优化学科结构
,

增强科学研 究实力
,

促进学

科发展
。

不仅要为本学科点也要为其他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培养和输送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

2
.

3 鼓励强强联合
,

促进实质性合作

由于隶属关 系及条块分割等原因
,

虽然特殊学

科点与高等学校相关院 系
、

研究领域相近的特殊学

科点之间开展 了一些合作
,

但原有的各自为政的格

局尚未突破
,

实质性的合作研究以及合作培养 人才

的机制尚未完善
。

因此
,

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基金资助下
,

特殊学科点之间寻求共同感兴趣的方

向
,

强强联合
,

取长补短
,

取得双赢是一项紧迫而又

艰巨的任务
。

从宏观管理上促进实质性合作一是要

引导特殊学科点之间开展合作
,

二是搭建沟通与交

流的平台
,

促进特殊学科点之 间的实质性合作
。

特

殊学科点也应该积极研究探讨在人才培养方面合作

的途径
、

形式与机制
,

力争有所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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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磨耐蚀梯度纳米合金镀层研究取得新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支持下
,

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薛群

基院士和
“

百人计划
”

获得者张俊彦研究员领导的研

究小组
,

通过纳米电沉积和循环热氧化的方法
,

制备

出了具有优异润滑抗磨与耐蚀性 能的功能梯度 N i
-

C o/ C o o 纳米合金镀层 (简称 F G D s )
。

近期
,

研究工

作的进展结果发表于国际纳米科技领域的著名期刊

《纳米技术》上
。

摩擦磨损
、

腐蚀与疲劳过程主要发生在材料的

表面
。

利用表面镀层或涂层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材

料的磨损与腐蚀
,

延长使用寿命
。

由于纳米晶金属

和合金镀层具有较高的硬度和优异的耐磨性能
,

使

其在材料的功能防护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然

而
,

纳米晶材料 由于大量晶界的存在形成了大量腐

蚀微电池
,

从而加剧了腐蚀的发生
,

制约了纳米晶镀

层的实际应用
。

因而
,

如何制备具有抗磨
、

减摩以及

耐蚀性能的多功能纳米镀层或涂层是近年来表面工

程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

该研究工作创新地将功能梯度材料 ( FG M S )的

设计理念应用于润滑抗磨镀层的设计 与制备
,

通过

有效控制电沉积过程中合金成分
,

晶粒尺寸及 晶体

相结构
,

成功制备 了 iN
一

C。 基纳米结构梯度合金镀

层
。

与普通的 iN 以及 iN
一

oC 合金相比
,

该纳米梯度

材料具有优 良的润滑抗 磨特性
,

在酸性和碱性介质

中表现出良好的耐蚀性能
,

有望作为一种先进的纳

米表面技术应用于材料表面功能防护
。

同时该设计

途径为纳米镀层或涂层在苛刻环境和条件下的使用

提供 了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

(宣传处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