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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纵横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进了我所基础研究的发展

郑有川

(中国水稻研究所
,

杭州 31 00 06 )

中国水稻研究所历来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申请和执行
。

多年来
,

我所科研人员基金项 目申报

积极
、

执行认真
、

成绩显著
。

已高水平地完成了一批

研究项 目
,

获得多项科技成果
,

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

的学术论文
,

为我所基础研究处于全 国农 口 系统领

先地位奠定了基石
。

2 0 0 2 年 10 月经国家科技部等

部门批准我所为非营利性农业科研机构
。

近年来
,

我所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数量不断增加
,

资助率在浙江省申报单位中靠前
,

据统计
,

2 0 01 一 2 0 0 6 年间我所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 n s 项
,

获得资助项 目 33 项
,

其中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
,

总资助率为 28
.

7 %
,

资助总

经费为 8 53 万元
。

由于成绩显著
,

我所分管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工作人员获得
“

十五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管理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

1 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我所基础研究成

绩显著

1
.

1 获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近几年来我所基础研究成绩喜人
,

先后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
、

二
、

三等奖各一次
,

获得 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
、

三
、

四等奖各一次
,

获得 国家发明奖四等

奖一次
,

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
、

二
、

三等奖各一

次
。

1 9 9 7 年
、

19 9 8 年
、

2 0 0 0 年和 2 0 0 3 年我所均有

科研成果被 50 0 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

进入全国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

这些

成果大部分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完成

的
。

如
:

程式华研究员主持的
“

超级杂交稻育种亲本

选配的理论研究
”

( 3 9 9 7 0 4 4 8) 和
“

广亲和基 因参与下

的釉粳交 D H 群体的遗传分析
”

( 39 4 7 0 4 40 )等项 目
,

研究结果被评为 2 0 0 0 年十大科技新闻
,

并于 2 0 0 4

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钱前研究员主持的
“

水稻单桑突变体 ( S t
一

1) 的基 因定位及 育种改 良研

究
”

( 3 9 9 7 0 4 71 )等项 目
,

于 2 0 0 5 年获得 国家 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张志涛研究员主持的
“

稻飞虱鸣声通讯

和声诱集
”

( 3 9 1 7 0 523 ) 和
“

稻飞虱生殖竞争的声干

扰行为及其机制
”

( 3 9 4 7 0 4 8 5 )等项 目于 1 9 9 5 年获得

自然科学奖四等奖 ;胡培松研究员主持的
“

利用水稻

核不 育 系 聚 合 籽 粒 高 蛋 白含 量 基 因 的 研 究
”

( 3 9 6 7 0 4 5 6 )和
“

水稻特异种质 D 5 0 品质形成温度钝

感特性遗传研究与利用
”

( 3 0 3 7 0 5 6 5 )等项 目于 2 0 0 6

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李西明研究员主持

的
“

水稻对白背飞虱的抗性遗传分析和 w b p h6 ( t) 定

位研究
”

( 3 9 8 7 0 5 3 5 )项 目研究结果获得 2 0 0 2 年度浙

江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1
.

2 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 0 0 3 年 4 月在 Na ut er 上发表了我所科学家在

生命科学基因理论研究领域第一篇原始性论文
“

oC
n t or l o f t il l i n g in r i e e ( N改t u er

,

2 00 3
,

4 2 2
:

6 18 一 6 2 1)
” ,

这也是浙江 省科学家首次在这一权威

杂志上发表论文 ;我所与 日本科学家合作首次在世

界上克隆出一种增加水稻 穗粒数的水稻高产基 因
,

并据此培育出了既高产
、

又抗倒伏的新型超级水稻
,

这一重大突破性成果发表于 2 0 0 5 年 6 月 24 日出版

的美国 cS i en c 。
杂志上

。

上述两项成果是钱前研究

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水稻单粟突变体

(
S t

一

1 )的基因定位及育种改良研究
”

( 3 9 9 7 0 4 7 1 )和
“

水稻盐胁迫下特异表达基 因的筛选及克隆研究
”

( 3 9 9 7 0 4 0 9) 以及曾大力研究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

水 稻无穗突变体 ( n
叩 1) 的克 隆研 究

”

( 3 0 3 0 0 19 6 )的资助下完成的
。

据中国科技信息中心统计
,

在我 国基础研究方

面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的前 50 个科研机构 中
,

中国

水稻研究所是全 国农 口科研机构中唯一入 围者 ;在

论文被引用量最多的前 50 位科研机构中
,

中国水稻

研究所也是农 口少数入围者之一
。

1
.

3 推动了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的发展

依托于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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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室在 2 001年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对 5 6个生命

科学领域重点实验室评估中
,

被专家认定为
“

良好
” ,

于 2 0 0 3 年 4 月批 准建设为国家重 点实验室并于

2 0 0 6 年 12 月通过建设验收
。

在 2 0 0 6 年生命科学

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
,

实验室被评为优秀实

验室
。

实验室的发展进步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密不可分
,

据统计
,

实验室的科研骨干基本上得到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
。

1
.

4 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据统计
,

1 9 9 7 年以来我所获得部
、

省级
“

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称号有 6 人
,

其中 4 人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获得者中
,

有农业部
“

神农计划
”

提名人 1 人
,

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
,

首届浙江省
“

五

四青年奖
”

获得者 1 人
,

入选浙江省
“

15 1 人才工程
”

第一层次 3 人
,

中国农业科学院
“

跨世纪学科带头

人
”

2 名 ;还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
。

1
.

5 带动了一批科研项目

据统计
,

我所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工

作作为基础
,

转入其他课题继续开展研究的有
:

国家
“

9 7 3
”

项 目 (包括 子课题 ) 6 项
、

国家
“

8 6 3
”

项 目 2 6

项
,

农业科技跨越计划 3 项
,

国际合作项目 25 项等
。

1
.

6 促进了重要科技创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和引导下
,

并

以此为孵化器
,

促进我所重要科技创新
,

多项研究成

果居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
。

举例如下
:

超级稻育种理论研究
。

程式华研究员于 1 9 9 5

年和 19 9 9 年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
,

开展了超级稻育种理论研究
,

通过对两系法杂交稻

组合 6 5 3 9 6
、

6 5 0 0 2 和三系法亚种间杂交稻组合协优

9 3 0 8 的试验
,

并结合在云南省 的试验结果
,

提出了

亩产超 800 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理 想株型 为
:

穗粒兼

顾型
、

偏高秆抗倒型
、

功能叶长卷挺立型
、

长穗叶下

禾型
、

后期活熟功能型
。

该研究结果即
“

超级稻协优

9 3 0 8 的选育
、

超高产生理基础研究及生产集成技术

的示范与推广
”

在 2 0 0 3 年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

并获得 2 0 0 4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以该

理论为指导
,

选育出了超级稻新组合
“

国稻 6 号
” 。

稻瘟病菌的遗传及作用机制研究
。

首次运用分

子技术分析了稻瘟菌的菌丝融合菌株及其后代菌株

的 R F L P s ,

结合 D N A 指纹分析和致病性测定
,

从分

子水平上证实了稻瘟菌 (无性 /有性 ) 自身普遍存在

的菌丝融合现象
,

是引起该菌致病性变异的原因之

一 ;于粤
、

云
、

贵稻区获得了稻瘟菌的雌性可育菌株
,

并于稻 田同一植株上获得了两种不同的交配型
。

这

一重大发现
,

不仅为稻瘟菌遗传分析系统的建立创

造了先决条件
,

同时也为其有性态存在于 自然的寄

主或残茬上提供深入探求的线索
。

该项应用基础理

论研究
,

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

其研究成果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2 申报和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体会

2
.

1 良好机制是动力

我所在申报和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作

中取得的成绩
,

首先
,

这是与基金委的良好运行机制

分不开的
,

国家基金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较

为完整
、

相对公开
、

公平的竞争与管理机制是我所科

研人员申请基金项 目的动力
,

同时也是出科研成果

的推动力
。

公平的竞争机制
,

给科研人员一个公平

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
,

容易脱颖而出
。

如钱前研

究员
,

他 19 9 7 年他刚从 日本回国
,

手中基本上没有

科研项 目
,

在 19 9 9 年获得科学基金的资助
,

题 目为

《水稻单桑突变体 ( S t
一

1) 的基 因定位及育种改 良研

究》
,

经过多年研究
,

该研究结果最终于 2 0 0 3 年 4 月

在 Na ut er 上发表
,

2 0 0 5 年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

奖
,

2 0 0 4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其

次
,

我所建立起来的激励机制也大大地推动科研人

员努力去争取科研项 目
,

争取出更多的科研成果
。

如我所规定
,

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的业

绩点分数为 10 分
,

而获得科研经费相当的应用项 目

和开发项 目资助的业绩点只有 5 分
。

又如对重大科

研成果实行重奖制
,

除按业绩点记分外
,

还予 以重

奖
。

同时把基金项目的获得和完成的质量列入科研

考核和晋升职称重要条件
。

2
.

2 良好环境是基础

良好的科研条件是基础研究的基础
。

基础研 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是我所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

我所

为基础研究工作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工作

环境
,

投入了大量的人
、

财
、

物
,

以加强基础研究的发

展
。

如经过多年的努力
,

依托 于我所的农业部水稻

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

终于在 2 0 0 6 年建设为国家重点

实验室 ; 国家水稻改 良中心也于 2 0 0 3 年通过验收
,

国家水稻改良中心二期
、

长江中下游地 区水稻 区域

技术创新中心
、

浙江省水稻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等项

目获准在我所建设
,

这些都为开展基础研究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我所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
,

积极促进与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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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学术交流
,

广泛邀请国内外科学家来作学术

报告
,

同时大力支持科研 人员去兄弟单位开展合作

研究
,

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

尤其是参加国际会议和进

行国际合作
,

以了解学科发展趋势
。

所内也建立定

期学术研讨会制度
,

促进内部的学术交流
,

鼓励发表

新思想
,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思维
。

2
.

3 科技创新是根本

创新是设计项目的灵魂
,

创新是出成果的先导
,

也是基础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

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

代
,

科学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
。

同时科技竞争也 日趋

激烈
,

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

科技创新是根本
,

这 也要

求我所科研人员要有全新的理念
、

思路
、

方法去思考

问题
,

解决问题
,

特别是在设计科研项 目时必须突出
“

新
” 。

如针对两系杂交稻育性不稳而 尚无有效解决

办法
,

我所构思出用转除草剂基因办法将假杂种剔

除的思路
,

这一新技术具有唯一特征
,

而受到有关部

门大力资助
,

其研究成果被 500 院士评为 ( 1 9 9 7 年

度 )十大科技进展
。

2
.

4 精心组织是保障

组织工作旨在按设计思路进行人力资源的合理

配置
,

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

同时组织工

作也是做到
“

优中争先
”

项 目类申报的关键环节
。

我

们在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时始终按全所

利益最大化原则
,

推出最有实力的带头人并配置相

对合理的研究队伍去申报
。

遵守谁出思路谁牵头申

报项 目的原则
,

积极鼓励创新
。

同时我们在项 目申

报时
,

坚持 3一 4 审程序
,

即科研处初审和复审
、

学术

委员会评审 (重点和重大项目 )
、

领导终审
,

以此保证

申报材料的质量
。

2
.

5 强强联合是捷径

实行强强联合
、

优势互补是基础研究出成果的捷

径
。

多年来我所一直重视开展合作研究
,

包括所内合

作和所外开展合作
,

有国内合作又有国际合作
。

如我

所重点实验室与浙江大学
、

清华大学
、

南开大学
、

中国

农业大学
、

南京大学
、

南京农业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

中国科学院等高校
、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究
。

为了有效开展 中日间的合作
,

还专门成立 了办

公室
,

多位 日本科学家长期住在我所工作
。

2 0 0 3 年

4 月在 Na ut er 上发表论文就是与中国科学院多年

合作的成功杰作 ; 2 0 0 5 年 6 月 2 4 日在美国 S c i e n e e

上发表论文就是与日本科学家多年合作的成果
。

2
.

6 人才培养是关键

我所在申报课题
,

承担任务
,

培养研究生
,

发表

论文
,

参加重要学术会议等方面
,

力推年轻人走上第

一线
,

促进他们的成长和扩大其在同行中的影响
,

使

年青科研人员产生荣誉感
、

成就感和责任感
,

创造人

才脱颖而出的优良环境
。

我所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去国外一流科研机构和

著名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或进修
,

派遣年轻人多次 出

国参加重要学术会议
,

以利于青年骨干扩大视野
,

提

高工作水平
。

为在全所范围内形成一个识才
、

用才
、

爱才的良

好氛围
,

大力实施人才强所战略
,

2 004 年所党委召

开了人才专题工作会议
,

并做出了
“

关于大力实施人

才强所战略的决定
” ,

会议的成功召开和一系列具有

我所特色
、

有一定含金量的人才培养
、

引进
、

使用新

举措的出台
,

在所 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

我所设立了
“

中国水稻科学发展基金和所创新

引导项 目
” ,

面向全 国 35 岁以下的年轻科研人员
,

每

年资助 7一 10 个项目
,

每个项目执行期 2 年
,

资助额

2一 3 万元
,

以培养国内青年学者的创新性
,

引导产

生更大的研究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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