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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科学基金
“

地表柯石英的模拟合成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

项 目的评审
、

批准和研究

的具体 实例
,

阐明基金评审制度改革
,

设立非共识项 目的政 策
,

极大地鼓励和推动 了基础研 究的原

始创新
。

〔关键词 ] 基金评审制度
,

非共识项 目
,

源头创新
,

地表柯石英模拟合成与意义

每当科学上提出一种创新的思想
,

必然会有不

同的意见
,

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意见
,

这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

如果在项 目

评审中
,

采取一票否决
,

那就无异于从政策上宣判创

新思想的
“

死刑
” 。

多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以下简称基 金委 )进行了项 目评审制度的改

革〔’ 〕
,

改变了一票否决的作法
,

提出采取积极措施妥

善处理
“

非共识项 目
” ,

保护和鼓励创新思想
,

并且提

出应该宽容失败的思想
,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宽松研

究环境 〔2
,

3 〕
,

极大地鼓舞了科学工作者的源头创新

勇气
。

与此同时
,

对有些有重要研究基础的个人和

集体所提出的有原始创新性思想
,

同行中认识有分

歧甚至受到反对的项 目
,

设立 了
“

非共识项 目
” ,

给予

经费上的支持
,

因而从制度
、

政策和物质条件上给予

保证
,

极大地扩展 了科学工作者获取 原始创新的大

好机遇
,

也为青年科学研究工作者创造 了原始创新

实践锻炼的良好环境
。

我们从一个长期进行自然科学研 究并在 19 8 3

年就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苏文辉教授的亲身研究经

历中
,

深深感受到基金委这一改革的重大意义
。

19 9 5 年
,

苏文辉教授根据他们发现的脆性钙钦

矿氧化物在高压高温作用下有的缺陷不是消失而是

出现缺陷数量增殖的重要现象〔4一 7」
,

预言将会在认

识地球科学的一些重大问题中
,

如地 震产 生的岩矿

结构
、

能量和质量输运以及触发机制等问题产生重

要的影响
,

因此在 1 9 9 7 年以
“

压致结构缺陷对地慢

钙钦矿物质的微结构及性质影响的研究
”

为题
,

跨学

科申请了项目
。

在学科组评审会上
,

有人以
“

经过地

球上亿年的演化
,

矿物的晶格效应早 已不复存在
”

为

由
,

一票否决了本来已经通过了同行通信评议并列

为推荐资助的创新性项目
。

因为没有申诉答辩的机

会
,

根本无法填平申请者与评审人之间的巨大认识

鸿沟
。

得不到资助
,

研究无法进行
,

原始创新也就无

从谈起
,

从而失去了一次创新的机会
。

2 0 0 3 年
,

苏文辉教授又 以
“

地表柯石英的模拟

合成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

为题
,

联合哈工大凝聚态

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和 吉林大学凝聚态物理系
,

在

基金委数理学部申报了一项与地学有重要交叉的项

目
。

4 位通信评议 人给予很好评价
,

但有 1 位坚决

反对
。

这时正值基金委评审制度改革
,

没有沿用一

票否决的老办法
,

而是以有可能取得原始创新成果

的
“

非 共识
”

项 目立 项
,

给 予 了 经 费 资助 ( N 。

10 37 40 22 )
。

现在研究工作已经进入第三年
,

项 目已

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

地学研究工作者在地表中发现了柯石英
。

柯石

英是
。 一

石英的一种高压相
,

相应于地球深部 90 k m

以上的压力温度条件才能形成
。

人们对地球深部的

物质
,

看不见摸不着
,

而地表上柯石英的发现
,

为研

究其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

成为了解地球
、

认识地球 的一个
“

窗 口
” 。

地表柯石英形成机制的研

究
,

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

因为石

英 (柯石英
、

斯石英 )等矿物
,

在地质学中是作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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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标志矿物
,

研究这些高压变质岩
,

对于了解陆
一

陆碰撞造 山作用的深度广 度
、

地壳物质的埋藏深

度
、

造山带的压力温度分布
、

矿藏的形成条件及其探

测开采利用
,

乃至矿藏的保护和再造等重要 问题都

有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几十年来地表柯石英形成机

制的研究
,

一直是 人们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基础研

究科学命题
。

由于缺乏合适的可以直接检验地表柯

石英形成机制的方法
,

长期以来
,

人们只能根据静高

压合成柯石英的压力和温度的实验室条件进行猜

测
:

地表柯石英是在地球板块首先俯冲入约 90 k m

的上地慢时形成的
,

然后再折返 回地表的过程 中保

持下来的
。

提出这种地球板块折返 假说
,

目的是为

了解释地球板块造山带地表中存在柯石英的事实
。

长期以来
,

地球板块折返假说虽然受到许多质疑
,

但

是始终没有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流 派
,

迄 今仍是唯

一的主导学说
。

然而必须指出
,

作为地球板块折返 假说基础的

静高压实验
,

根本没有反映局域碰撞压力和剪切应

力的因素
。

苏文辉教授考虑了这些 因素
,

把本质上

可反映动态局域高压高温和剪切应力的实验室中的

高能机械球磨碰撞方法引入作为原材料的预处理
,

提出了一种利用高能机械球磨与静高压相结合的
、

可以模拟地表柯石英合成的实验室研究方法 (在材

料科学中利用传统的低能机械球磨进行原料的粉

碎
,

习以为常
,

但未见有将高能机械球磨与静高压相

结合来研究柯石英的模拟合成的 )
,

结果发现 了许多

意想不到的新结果
。

例如
,

发现 了一种由机械碰撞

引起的
。 一

石英中间亚稳相
,

其静高压致晶化成柯石

英的条件为 3
.

O G P a 、

9 2 3 K
、

( 1
.

o m in ;亚稳相的出

现
,

使静高压合成柯石英的条件比传统的合成压力

条件容易得多
,

尤其是合成时间可以小于 l m in
,

(一

般的合成时间要 2一48 h )
,

发现了转变时间 10 5
量

级的石英向柯石英快速高压变质的新现象 ; 阐明了

由该方法合成的柯石英在地质科学 上的涵 义
,

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另一类异于传统地球板块折返假说

的
、

可能出现的多种地表柯石英形成新机制 ; 由该方

法合成的柯石英的 R a m an 峰
,

涵盖了以前得到的夭

然柯石英和人工合成的柯石英的全部 R a m an 信息
,

说明该合成方法更接近天然地表柯石英的形成过程

和特点
,

比前人没有考虑动态局域高压高温和剪切

应力的静高压方法更加反映客观实际
、

更加反映本

质
,

从而也证明了该方 法是一种有效的实验室模拟

地表柯石英形成的方法 ;所提出的地表柯石英形成

新机制
,

可以解释地球板块折返假说所不能解释的

许多问题
。

上述结果
,

如能进一步获得证实和认同
,

国际权威杂志许多论文的相关分析和推论将需要修

正
,

许多问题将受到更大的挑战
。

上述研究结果已撰写成一组有关柯石英的论

文
,

陆续投到国内外学术杂志
,

其中
“

一种由
。 一

石英

到柯石英转变的新途径
”

等文已在国内 ( 自然科学进

展》〔“ ]
、

《高压物理学报 )[
9 ]上发表

,

有的评审意见认

为
“

研究方法和技术途径正确可靠
,

结果的可信度很

高
。

是有重要原始创新的科学发现
,

将会对固体地

球物 理 学 说产 生 深 远 影 响
。 ”

在 美 国 权威 杂志

《hP ys ica z eR
v ie w B )[

’ “ ]上发表的论文
,

评审意见认

为
“

论文的实验结果对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物理具有

广泛的兴趣
,

对地学观测的解释也会有启发
。

实验

的质量和阐述坚实可信
,

论文根据合理
” , “

论文的主

题令人感兴趣的是提 出了观察天然柯石英的新思

路
。

因为天然柯石英的应力
一

温度
一

时间的历史无疑

是难于复制的
,

作者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

其实验可

以提供一种亚稳的途径
,

利用它对柯石英可能在地

表中形成做出新的阐述
” ;另一评审意见指出

, “

所提

出的是一篇很好的
、

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独辟蹊

径的论文
” 。

研究结果获得了很好的学术评价
。

在地表柯石英的研究中所提出的思想
,

如研究

整体变化时还应考虑局部的变化 ;在考虑静高压作

用时还应考虑局部动高压的影响 ;在考虑静水准静

水高压作用时还应考虑非静水压特别是有剪切作用

的影响 ;在地学超高压变质研究中
,

应特别关注剪切

带中的亚稳相局部高压变质现象和作用机制 ; 在复

杂的地学问题中
,

同一结果往往可能是由多种原 因

引起的多解问题等思想
,

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最近
,

随着研究继续深入
,

新的结果不断出现
。

开始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

特别是
,

还得到国内外地

学领域著名教授和院士 的支持和鼓励
。

目前
,

本项

研究 已 经 获 得 科 学 基 金 的 进 一 步 资 助 ( N .o

1 0 6 7 4 0 3 4 )
。

显然
,

如果没有基金评审制度的改革
,

是不可能

取得上述原创性成果的
。

非共识项 目的设立
,

大大

扩展了获取原始创新成果的机遇
,

给我国基础研究

的源头创新带来了新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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