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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工作
。

对于在结题材料中的不规范行为
,

科研

处会严格审查
,

并指出其不妥和不当的表述
,

如有的

教师夸大研究成果
,

把别的项 目成果或没有标注自

己项目基金号的论文都列入结题材料中
,

这样可能

显得成果丰富
,

但不符合规定
。

科研处在认真排查

问题的同时督促项 目负责人严格按照要求结题
,

申

明利害关系
,

从而保证了学校 自然科学基金结题的

规范性
。

十五以来
,

学校有十几项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全部按期顺利结题
。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时
,

学校积极建议并协

助教师充分利用其他依托单位的资源
,

如联合合肥
、

南京等附近的依托单位
,

从而提高了基金项 目申报

的可依托性
。

学校部分教师在其他依托单位读博士

或做博士后期间承担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回

校工作时尚未结题
,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很

多问题
,

影响了基金项目的正常进展
,

学校在了解情

况的同时
,

积极协调
,

提供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

这

几年还成功地帮助几位教师更换依托单位
。

对正常

的结题工作
,

学校也高度视
,

有一次因为要确保教师

按时结题
,

学校的几位校领导召开了专题会议
,

财务

部门
、

审计部门积极配合
,

保证了教师按时做好了结

题项目的经费决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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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人为本
,

促进和谐发展

在和谐管理理论中
,

和谐管理指组织围绕和谐

主题
,

以优化设计和人的能动作用为手段提供间题

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 e[]
。

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

而言
,

和谐管理就是指依托单位围绕基金管理主题
,

优化设计管理手段和科研平台
,

同时充分发挥科研

人员的能动作用
,

使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

手段
、

平台建设
、

科研人员能和谐发展
。

人才培养工作是促进科研工作发展的根本v[]
,

目前
,

学校通过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来支撑

学科
、

科研平台和学位点建设
,

进而促进科研人才的

培养
,

反过来又为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能

力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人才基础
。

学校在针对人才的

问题上坚持以人 为本
,

这主要体现在服务上
。

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在学校享受荣誉

的同时
,

学校又为之提供便利资源和绿色通道
。

如

学校有个别学科一直比较薄弱
,

这些学科的教师在

P RO B L E M AN D M A N A G EM E N T M E T H O D O N T H E N A T IO N A L

N A T U R A L S C IE N C E F U N D IN T H E N EW S I T U A T IO N

Sh u L i s h e n g W
a n g L i lo n g W

a n g W
e i P e

眼 Z e y u n

(块加 rt me
n t of sc 幼 n ce a n d R

~ hcr
,

A n h 。泛NO
r

am l 价 i二 rs i ty
,

W u h u 24 1 00 3 )

·

资料
·

信息
·

我国科学家在地球大气涡旋自组织的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罗哲贤教授等人对台风复杂结构在台风生成
、

强

度突变和路径异常形成中的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研

究
。

研究发现
,

一直被国内外同行忽略不计的半径

小于 50 公里的小涡
,

可以导致台风运动的复杂性
,

进而影响台风的宏观行为和预测的成败
。

在此基础

上
,

他们从自组织的新视角提出了可包含现有国际

著名早期台风增强理论模型的新理论模型
,

通过与

观测事实对比
,

新模型对早期台风增强幅度的模拟

更加接近于实际大气运动
。

同时
,

他们还提出了涡

旋自组织的两类物理机制等
。

研究结果对于台风和

中
、

小尺度强灾害性天气预测理论和防灾减灾
,

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

(摘自基金委简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