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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洲科学基金会 ( E S )F 的基本情况

欧洲科学基金会 ( E S )F 成立于 1 9 7 4 年
,

它第一

次建立起跨国联合行动的欧洲共同科学平台
,

直到

今天 E S F 仍具有独特的价值 〔’ l
。

当前 由来自 30 个

国家的 78 个 不同研究机构组 成
,

包 括研 究资助 机

构
、

研究执行机构和研究团体三种主要类型
,

目前已

延伸到 欧盟 以外
,

美 国
、

加拿大等也有 机构 参加
。

E S F 发表独立的科学见解
,

促进欧共体丰富研 究资

源的协同
。

《E S F 2 0 0 6一 2 0 10 年战略规划 》的核心是促进
“

科学战略
”

和
“

科学合作
” ,

为欧洲研究领域中的交

叉学科和地域界限铺平道路「“ 1
。

它们将团结欧洲的

研究力量来迎接全球挑 战
,

通过 以下 3 种方式完成

其使命
:

( 1) 科学 战略
:

为科学研究的基础结构和欧洲

重要性的科学政策提供 高水平
、

高质量 的远见和建

议
。

E S F 通过前景展望 ( F o r w a r d L o o k )和探索性研

讨会 ( E x p l o r a t o r y W
o r k s h o p )实现这一任务

,

前景展

望对欧洲成员组织的研究战略做出了主要贡献
。

( 2 ) 科学合作
:

激 励研究者和成员组织间的合

作
,

探索欧洲新的研究方向
。

通过 E S F 研究网络

化项 目 ( E S F R e s e a r e h N e t w o r k i n g P r o g r a m m e S )
、

欧

洲合作研究项 目 ( E U RO C O R E )S 和 E S F 研讨 会实

现
。

( 3) 科学管理
:
E S F 在欧洲行动计划 执行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

协调资金来源和消除合作障碍
,

例

如欧洲青年科学家奖 ( E U R Y I )
、

欧洲科学技术研究

合作 ( C O S T )和欧洲生命科学基金 ( E u r o b i o f u n d )
。

2 0 0 6 年 E s F 公布一系列提议
,

为研究者申请研

究项 目和欧洲范围的合作活动提供机会
。

前景展望

会议使欧洲科学团体在政策制 定者的影响下
,

进行

未来研究发展分析
,

确定研究 日程
。

前景 展望把大

家汇聚一堂
,

进行全球范围的科学预 见和制定基金

的优先资助领域
。

20 06 一20 07 年
,

E S F 将建立成员组织 内部通 讯

网
、

建立和发布新的 E S F 网站
、

在网上发布被 E S F

支持的研究项 目
、

设计新的 E S F 标志和可视化界

面
、

建立监控服务的媒体
、

为事件和展览制定相应的

通信战略
、

重新建立 E S F 通讯组等
,

以进一步加强

信息沟通
,

促进 E S F 与成员组织 间的合作和协调
,

提升欧洲研究者所领导的科学水平和视野
。

E S F 是独立组织
,

通过 成员组织提供资金来资

助科学研 究活动
。

每一个成员组织 向 E S F 一般预

算提供资金
,

资金数量是根据各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

值计算的川
。

此外
,

成员组织还 提供各自参与项 目

的专门预算资金
。

除了 E S F 成员组织外
,

还有其他

欧洲政府资助机构
、

信托基金和私 人基金
、

欧洲之外

的资助机构
、

以及产业对其进行资助
。

<E S F 2 0 0 6一 2 0 1 0 年战略规划 》中提到
,

2 0 0 4 年

有 3 0 个国家 78 个研究机构
,

一般预算超过 900 万

欧元
,

总的直接经费预算接近 4 0 0 0 万欧 元
。

2 0 0 4

年 E S F 通过网络行动调节运作的经费保守估计有

1 3 亿欧元 (直接协调
:

欧洲青年研究者奖 2 5 0 0 万欧

元 /年
,

欧洲合作研究项 目 2 0 0 0 万欧元 /年 ; 间接协

调
:

项 目至少 2
.

5 亿欧元 /年
,

专家委员会影响 10 亿

欧元 /年
,

其中核物理 欧洲合作委员会 4 亿欧元
,

海

洋理事会 1亿欧元 )
,

加上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合作系

统的资源杠杆作用估计达到 200 亿欧元「2 ]
。

E S F 有两类活动
:

基本活动和额 外活动
。

基本

活动由基金会成员组织提供的一般预算支持
,

主要

用来加强信息交流
、

各学科间的沟通
,

以及开展大范

围的方法和结果讨论
。

额外活动是基金会 的科学计

划或其他项 目
,

支持的资金来自专门预算 (成员组织

的 自愿拨款
、

外部拨款和捐赠
、

合同收入
、

E S F 的经

费和预算 )
。

本文 于 20 0 7 年 5 月 9 日收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主任基金项 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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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 s F 地球科学资助模式

2
.

1 欧洲合作研究项目 (E u 以X D团路 P n增 ar n l l l . )

当今许多科研 间题非常复杂
、

涉及的领域很

广
,

仅靠某个有才华的研究人员
、

某个研究机构或

者某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
,

这些问题需用大量的智

力和物质资源
。

E U R O C ( ) R E S 吸引欧洲最优秀的

科学家来促进研究者领导的科学问题合作
,

它通过

有效成本协商把各国研究机构团结起来支持欧洲

范围的尖端科学研究
,

在科学需求的推动下把分散

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
,

形成重要的科学卓越团队领

导世界科学前沿
。

E U R O CO R E S 鼓励高质量
、

创

新性
、

调查驱动 ( i
n v e s r i g a t o r 一 d r i v e n )

、

合作的
、

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
,

每个项 目团体由 7 0一 18 0 名感兴趣

的科学家组成
,

在 3一 4 年里获得至少 10 百万欧元

的资助
。

目前正 在开展欧洲大陆边缘
、

欧洲气候
、

欧洲矿 产科学计划和海洋岩芯研究 4 项地球科学

领域项目 (表 1 )
。

表 1 E u R C℃O R E S 项目在研的地球科学项 目及其研究重点

项目名称 研究重点

欧洲 4
一

D 地形演变

欧洲大陆边缘

( E U R O M A R G I N S )

欧洲气候

( E u r

oc L IM A I
,

E )

欧洲矿产科学计划

( E u
or M i n sc i )

欧洲 4
一

D 地形演变
:

抬升
、

下陷和海平面变化
。

研究地球的深部联系和地球表面过程 ( T O p o
一

E U R O P E )
。

欧洲大陆边缘上被动发生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过程的成像
、

监测和建模
。

过去
、

现在和未来的气候变率和碳循环
,

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海洋岩芯研究

( E u
ro M A R C )

原子水平上研究矿物的结构
、

特性和过程
。

具体领域有
:

① 高温高压矿物行为
;② 无形和不规则材料的结构和特性

;

③ 残缺和微结构 ;④ 原子尺度运输机理 ( T ran
s

po rt m ec h an is ms at ht
e a to m i c le ng ht sc al e ) ;⑤ 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划分 ;

⑥ 矿物表面结构
、

特性和反应
;⑦ 矿物光谱学和光谱的量子解释

。

海洋气候动力和对大陆气候的影响
;
北极和南极海洋控制气候和海洋环流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碳循环

;
深处的生物

圈 ;
气体水合物

;
地球发电机和地球磁场

;
海洋地震列阵和海洋次表层观测台

;
海脊作用

;
孕震区

、

俯冲带
、

造山运动和

侵蚀
;
大陆变形

.

火山和非火山裂谷边缘
。

2
.

2 欧洲青年研究者奖 ( E u ro p e a n v o
un g x n v es t i

·

ga t o r a w a
rd

s ,

E U R Y I )

欧盟委员会支持这个项目
,

提供 5 轮申请与评审

的管理经费 180 万欧元
。

目的是吸引世界各国的青

年科学家到欧洲的研究中心工作
,

组建自己的研究团

队
,

在欧洲进行为期 5 年的独立研究
。

这个奖项面向

全世界的科学家
,

基于候选人的杰出才能和研究项目

的潜力进行选拔
,

研究领域甚至包括了人文学科
,

获

奖者每人将得到 100 一 125 万欧元的奖金
,

被称为青

年的诺贝尔奖
。

由 16 个成员国资助奖金
。

2 0 0 6 年第三次颁奖仪式上
,

对来自 11 个国家

的 2 5 位研究者 (其中有 5 名女博士 )颁发奖金
,

这笔

奖金能帮助他们在欧洲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建立起

关注前沿科学的研究小组
。

25 个奖项中生命科学

领域 12 项
,

几乎占了经费的一半
,

其次是物理科学

7 项 (占总金 额的 2 7
.

1% )
,

与地球科学有关的有 3

项 (占总金额的 1 1
.

1% )
,

数学
、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各 1 项
。

2 0 0 6 年欧洲青年研究者奖获奖者较多

分布在荷兰
、

法国和德国
。

2 0 0 6 年
,

意大利 3 6 岁的 F r a n e e s e a F u n i e i e l lo 博

士获得 E U R Y I 在地球科学领域的第一项奖金
,

得

到 89 7 50 0 欧元的资助
,

研究项 目是
“

板块汇聚边缘

与地震成因
:

通过统计数据和模拟 确定大地震的危

险性
”

( oC
n v e r g e n t m a r g in s a n d s e i s m o g e n e s i s :

d e f i n
-

i n g t h e r i s k o f g r e a t e a r t h q u a k e s b y u s i n g s t a t i s t i e a l

d a t a a n d m o d e l l i n g )
。

德国马普学会 3 9 岁的 F r a n k

K eP p le r
博士获得 1 16 8 2“ 欧元的资助

,

研究项 目

是
“

全球变化中生物圈气候相关痕量气体的起源
、

命

运及影响
”

( O r ig i n
,

f a t e a n d im p a e t o f b io s p h e r i C c l i
-

m a t e
一 r e le v a n t t r a e 。 g a s e s d u r i n g g lo b a l 。 h a n g e )

,

涉及

地球化学
、

生物化学
、

分析化学和大气物理化学多种

研究方法
。

荷兰 3 3 岁的 w i l le m v a n
w

e s t r e n e n
博士

获得 1 24 9 81 6 欧元资助
,

研究项 目是
“

满月模型
:

月

球内部和早期地球的起源与演化 的新约束
”

( F ull

M oo
n :

N o v e l e o n s t r a i n t s o n t h e o r i g i n a n d e v o l u t i o n

o f t h e l u n a r i n t e r io r a n d t h e e a lr y E a r t h )
,

研究结果将

直接应用于航天任务
,

还有助于了解地球和其他行

星上的火山爆发 [ , ]。

2
.

3 探索性研讨会 ( E x p一o r a t o口 w
o r k s h o p s )

探索性研讨会是为期 1一 3 天的小型讨论会
,

以

开始新的研究方向或者探索初露端倪
、

具有潜力的

科学研究方向为目标
,

是全欧洲广泛参与的会议
,

吸

引着较年轻
、

独立
、

有领导潜能的研究人员和学者
。

研讨会的确定
,

先是常务委员会罗列 出新的探索性

研讨会申请
,

经过国外同行评审
,

最后由执行委员会

主席向常务委员会推荐
。

2 0 0 6 年的资助经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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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
.

5 万欧元 ;最多支持 30 个参会 人员 (包括

会议发言者和召集者 ); 行政管理 费
,

如秘书
、

打印
、

复印
、

电话
、

传真
、

邮件等开 销控制在 10 % 以 内 ;

1 0 % 的经费用于支持出版 ;不购买设备 ; E S F 提供不

少于 51 % 的会议预算经费
。

2 0 0 6 年资助 的地学 方面的研讨会 比较关注生

物气象学
、

农业气候学
、

种族地理学
、

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入侵
、

以及高分辨率的环境模拟等
。

2 0 0 7 年资

助的地学方面的研讨会见表 2
。

表 2 2 0 0 7 年资助探索性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

研讨会名称一览表

会议名称 时间
、

地点

地球时间
:

欧洲对集成高精度的地球年代学

和天文学来校准新生代和中生代的时间表所

做贡献

新能源
,

新景观
:

修正过去
,

构建未来

关于火山活动
、

火山灾害和与火山作用相关

的矿产资源的新视角

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应用于 气候研究

阿尔卑斯山自然灾害管理的激光扫描—
发

展新观念

2 0 0 7
.

4
.

2 2一 2 4

2 0 0 7
.

6
.

4一 6

2 0 0 7
.

9
.

4一 7

2 0 0 7
.

9

2 0 0 7
.

1 1
.

5一 7

1 5一 1 7

2
.

4 前景展望 ( F o r w a r d L o o k s )

前景展望把基金会成员国的科学家和决策者联

系起来
,

提供长期科学发展观 点和欧洲层次的多学

科议题
,

产生主要报告和行动计划
。

2 001 年 1 月一 2 003 年 12 月
,

开展 了一个地球

科学领域的前景 展望
,

就是
“

地球系统科学
:

全球问

题和全球 科学—
全球变 化研究 中欧洲的未来作

用
”

( G lo b a l P or b l e m s ,

G l o b a l S e i e n e e 一

E u
or p e ’ 5 f u t u r e

or l e in g l o b a l C h a n g e r e s e a r e h )
。

2 0 0 6 年 3 月一 2 007 年 9 月
,

将开展
“

变化世界中

的欧洲食品系统
”

( E u or p
aen F 〔x x 1 s邓 t e nsr i n a

hC 耀
-

ign Wo ir d) 展望
。

食品安全是首要的社会 问题
,

食品

系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

欧洲食品系统受各

种科技
、

政策因素的驱动而不断发生变化
。

该展望关

注欧洲食品系统驱动力
,

平衡各 目标
,

发展新的多学

科议程
,

支持地方
、

国家和欧洲的食品系统政策
,

包括

农业和乡村发展
、

环境
、

渔业和海洋事物
、

健康和 消费

者保护
、

调研
、

区域政策
、

交通
、

能源
、

研究中心的连接

等
,

它是决策者
、

管理者和科学界相互间的密切结合
。

2
.

5 研究 网络化项 目 ( E S F R e s e a
cr h N e t w o r k i n g

P r o g r a m m e s )

研究网络化项 目通过长期的网络行动把成员国

各国被资助的研究团体聚集起来
,

从事重要科学
、

调

研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

项 目要求科学质量 高
,

并通

过在欧洲运行证明其增值价值
。

所有申请都要经过

国际同行评审
,

E S F 把选出的申请项 目呈报给提供

资助的成员组织
。

2 0 06 年申请的项 目最高金 额为

12 万欧元
。

研究网络化项 目把一流的科学家和年轻有 为的

研究者团结起来围绕前沿研究主题开展合作
,

为受

非 E S F 资助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 个在这里分享成

果
、

共同探讨发展新的合作研究计划的机会
。

该项

目合作通常为 5 年
,

它结合各种可被资助的活动
、

创

造最好的机制来建立新的多学科研究团体
。

项 目特

别鼓励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

2 0 0 6 年新增 了地中海

气候变率与预测
、

欧洲的氮
、

海洋勘探 3 个项 目
,

当

前在研的地球科学领域研究网络化项 目见表 3
。

表 3 E s F 研究网络化项 目在研的地球科学项 目及其资助重点领域

项 目名称 重点领域 时期

地中海 气候 变率 与 预测 重建过去的地中海气候
;
地中海和全球气候变率间的联系

;地中海环流和海平面走向的机理研 2 0 06
.

5一 2 01 1
.

5

(M曰 lC l、 A R ) 究 ;
评价全球气候系统中地中海动力可能会有的反应和它对其他区域的影响

,

证明区域尺度上

人类对环境和气候的强烈影响
;
了解和预测地中海气候对气体和气溶胶辐射增强的响应

。

欧洲的氮
:

评估当前问题和 发展不同形态氮的基础科学研究
;环境组成部分之间氮的交互作用

;
建立不同尺度范围的方 2 006

.

3一 20 11
.

3

未来解决方案 ( N
l

nE ) 法
,

从生理尺度
、

板块尺度
、

景观
、

地区分水岭
、

欧洲地 区到整个大陆
;
提高不同时空尺度间信息

关联的方法
;
把 iN旎 分析应用于欧洲所选区域

;
整合不同氮形态

、

交互作用和尺度的评估
,

建

立氮研究的元数据库
。

海洋勘探 研究组 ( iM 唱e l俪 发展创新的科学建议来支持欧洲在海洋勘探计划中的领导地位
,

执行欧洲关于使用钻探平台 20 06
.

2一2 0 10
.

2

w o r ks ho p 段 r ies ) 的建议
,

确保有效把握勘测时机
。

太古代环境研究
:

早期生命 研究太古代时期大气和海洋的成分
、

温度
;太古代大陆的自然状态

;太古代地表水
、

海洋地壳
、

2 005
.

10 一 2 0 10
.

10

的生活环境 (瓜
e l正 11访 I刀 1 1

) 大陆地壳之间的交互作用
;寻找早期生命的踪迹

。

生物圈
一

大气圈系统中挥发 ① v o c 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的大气化学与物理性质
; ② 生物性反应中 v o c

S ; ③ 植物
一

环境 20 0 4
.

3一2 。。 9
.

3

性有机化合物 (切 l 卫AS ) 关系中的 v o c S ; ④ v 《X !生物合成
; ⑤ v o c 建模

。

对流层多学科研究
:

从实验 ① 建立气相
、

粒子表面和凝聚相过程的反应率和 光化学参数评价数据库
,

用理论方法做预 2 0 04
.

1一 2 00 8
.

12

室到全球变化 ( I N T R O )P 测 ; ② 根据最新获取的知识改进化学传输模型 ( c T M s )
,

为决策者提供大气中的化学成分信

息
; ③ 从欧洲先进的大气化学实验室获取新的动力参数

,

发展
、

应用多相模拟工具来解译欧
洲大试验场的测量结果

,

从中最大化的获取信息
。

陆地碳平衡中土壤的作用 研究欧洲陆地碳平衡中土壤的作用
。

2 0 02
.

7一2 0 0 7
.

6

( R S I
,

C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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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领域资助模式分析 3 1 9

2
.

6 E S F 学术会议 ( E S F C o n fe er n e e s
)

E S F 学术会议又 称研讨 会 ( R e s e a r e h oC
n f e r -

e n ce s )
,

有世界性讨论会
、

科学研讨会和寒暑假学 习

班等形式
。

E S F 研讨会为领衔科学家和年轻的研究

者们提供讨论他们研究领域最新进展的机会
。

它是

创造贯穿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新联系的催化剂
,

主要通过确定 E S F 与国家和 国际机 构 (包括大学 )

长期的合作关系来发展
。

E S F 学术会议覆盖了 8 个

领域
,

其中全球环境变化研讨会即 E S F
一

v R
一

F O R
-

M A S 讨论会
,

主要 由 E S F
、

瑞典国家研究协会 自然

科学基金 ( v R )和瑞典环境
、

农业科学与空间计划研

究理事会 ( F O R M A )S 负责组织
。

20 07 召开的与地

球科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见表 4
。

表 4 2 0 07 年 E s F 资助地球科学类学术会议列表

会议名称 时间
、

地点

气候骤变中的海洋调节

全球环境变化
:

北极地区的作用

物理
、

化学和生物中的水界面
:

一种多学科方法

2 0 0 7
.

5
.

19一 2 4

2 0 0 7
.

10
.

13一 1 7

2 0 0 7
.

12
.

8一 1 3

2
.

7 科学网络项目 (封 et w o kr )

19 8 5 年 E S F 响应欧洲科技部长的要求开始启

动科学 网络项 目
。

这一资助项 目对研究进行讨论
、

设计
、

创新
、

分析或者协调
。

发展和开展欧洲层次的

研究
,

常常引发其他 E S F 活动
,

如科学研究项 目或

欧洲研讨会等
。

目前
,

科学 网络有灵活的单阶段体

系
,

每个阶段为 3 年
。

表 5 中列 出与地球科学有关

的当前科学网络项目及其重点研究领域
。

表 5 科学网络关于地球科学的项目

项目名称 重点领域 时期

寒区环境中

沉积物源一汇通量

( S E D I F L L」X )

通过加速器质谱法进行同位素

分析以支持地球与环境科学 ( I
-

A A M S )欧洲科学基金会 网络

不同寒区环境中沉积物聚集
;主要收集监测和运行数据

,

开发更加标准的方法
,

为正

在变化的寒区环境的未来研究和发展模式提供了可靠基础

2 0 0 4
.

1一2 0 0 6
.

1 2

该网络是在欧洲建立加速器质谱法 ( AM )S 设施
,

建设这些设施的
“

喂料
”

实验室
,

加 2 0 04
,

1一 2 006
.

12

速 A M S 测量同位素在许多学科和领域的环境研究中用作判断指标
,

包括气候变化

研究
、

古气候学
、

火山学
、

表面裸露 ( s u arf
c e e x

osP 盯e)
、

大地构造学和地形学研究
。

具

体有 A M s 样品准备
、

AM s 仪器 钊气乒住S 测量校正与和谐
、
A M s 应用领域

3 E S F 的特点及其启示

3
·

1 E S F 的特征

( 1) E S F 的组织成员来自 30 个 国家的 78 个研

究机构
,

具有跨国界
、

跨洲际的特征
,

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基金会组织形式
,

它高于某一个国家的利益
,

把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科研力量团结起来迎接全

球挑战
,

提升欧洲研究者所领导的科学水平
,

保持和

提高欧洲在世界科研中的领先地位
。

(2 ) E S F 有着庞大的参与机构
、

诸多的项 目种

类
,

并且以打破学科和地域壁垒为己任
,

是有效的规

章制度
、

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使其运转井然有序
,

它

还 随着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科学政策的动态

变化不断调整 自身结构
。

( 3) E S F 的经费主要依靠成员组织提供
,

按照

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 D P )提供基金会 的一般预

算
,

用于 日常开支
,

而开展项 目的经费根据参与活动

的比例由成员组织或第三方资助组织提供经费
。

这

是典型的吸纳成员组织 的资金来集中办大事的模

式
。

E S F 的项目经费不多
,

但使用极其严格
,

每笔经

费使用都有明确规定
。

( 4 ) 项目高度开放
。

项 目的提 出采取自下而上

和 自上而下方式
,

既有 自由探索的成分
,

又有围绕国

家战略需求开展的优先领域 ;项 目不局限于一个研

究团队
,

而是高度开放
,

允许所有感兴趣的科研人员

参与进来 ;不存在学科间的障碍 ;成果共享 ;对利益

相关者和参与者透明
。

( 5) 充分利用 网络通信技术开展合作与交流
,

以网络合作和会议为主
,

表现出科研团队大
、

涉及人

员多的
e 一 S ic e n c e

科研活动的特点
,

能够开展共同感

兴趣的
、

国际型的
、

多学科交叉的大型研究
。

( 6)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欧洲水平

的科学问题
。

前景展望在国际科学家和决策者的讨

论中确定长期科学发展观点和欧洲水平的多学科议

题 ;学术研讨会进行高水平的学术前沿和热点专题

交流 ;探索性研讨会以探索初露端倪
、

具有潜力的科

学研究方向为 目标 ;研究 网络化项 目为受非 E S F 项

目资助的科学家们提供在此分享成果和共同探讨发

展新的合作研究计划的机会
。

( 7) 特别关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

欧

洲合作研究项目以支持高质量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为

目标
,

研究网络化项目特别鼓励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

小型探索性研讨会以开始新的研究方向为 目标
,

欧

洲青年研究者奖帮助青年科学家在欧洲大学和其他

研究机构建立关注前沿科学的研 究小组
。

《E S F

2 0 0 6一2 01 0 年战略规划》中提到将进一步调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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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来寻求新的合作以满足更多交叉学科的需求

和确定新的研究领域
。

3
.

2启示

( ) 1加强国际合作
,

开 展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

目
。

关注国际组织
、

政府机构及私人基金等的资助

导向
,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 国外智力
、

设备等
,

汇集

全球数据资源
,

把世界 上杰出的科学家吸引到中国

来
,

建立起以中国杰出青年科学家为核心或领衔的

前沿科学和基础学科的国际研究团队
。

( 2)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术研 讨会
,

发 展
e 一

cS i
-

e n c e
科研活动方式

。

例如
,

召开国际型战略研讨会
,

并邀请决策者参加
,

共同确定未来资助的优先领域

和重大项 目
,

组织探索性研讨会讨论新的研究方向
,

为科学家提供分享成果和共同探讨发展新的合作研

究计划的机会等
,

促进科研信息充分
、

快速的交流
。

( 3) 地球科学研究要更加关注与人类生存发展

密切相关的资源
、

灾害
、

环境
、

生态问题的研究
,

关注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问题
,

促进多学科的交叉
,

以地球系统的思维分析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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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学家发现大熊猫的
“

小祖先
”

中国和美国科学家 2 00 7 年 6 月 18 日发表报告说
,

他

们通过研究发现
,

在中国南方发掘出的距今大约 2 00 万年的

一种大熊猫头骨化石
,

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熊猫祖先
。

报

告说
,

根据化石推断
,

这种大熊猫
“

个子
”

可能只有现代大熊

猫一半大小
,

堪称
“

侏儒
”

大熊猫
。

有趣的是
. “

侏儒
”

大熊猫

基本已是
“

素食主义者
” 。

这一研究项 目由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

艾奥瓦大学资助
,

研究者包括中国科学院学者金昌柱
、

董为

和刘金毅
、

艾奥瓦大学古人类学者拉塞尔
·

乔昆等
。

他们的

研究成果 18 日发表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
。

报告

称
,

在中国广西首次发掘出距今药 20 0 万年的一种大熊猫头

骨化石
,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大熊猫祖先
。

负责这一研究项 目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的金昌柱教授向记者介绍了
“

侏儒
”

大熊猫化石的发

现经过
。

2 001 年
,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在广西乐业县考察著名

的喀斯特地质奇观
“

天坑
”

时
,

附近有乡亲告知
,

他们那里也

有
“

奇怪
”

化石
。

考察人员把发现的化石带回北京后
,

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金昌柱和刘金毅惊喜地发现
,

这是一

块完整的古代大熊猫头骨化石
。

这块化石保存完好
,

尽管只

有现代大熊猫头骨约一半大小
,

但具有大熊猫头骨的所有特

征
。

在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后
,

他们相信
,

从头骨的形态功能

看
,

这种生活在 2 00 万年前的大熊猫就是现代大熊猫的
“

直

系祖先
” 。

报告说
,

现代大熊猫身长可达 2 米
,

据此推测
, “

侏

儒
”

大熊猫身长约 1 米
,

跟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差不多
。

这块

珍贵化石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
。

“

侏儒
”

大熊猫正式名称叫
“

小种大熊猫
” ,

是目前人类所

知最早的大熊猫先祖
。

美国学者乔昂说
,

在 1 9 85 年到 20 0 2

年间
,

古生物学家也曾发现一些
“

小种大熊猫
”

的牙齿或其他

部位化石
,

但由于过于零碎
,

未能推断出
“

小种大熊猫
”

的个

头大小
。

他说
,

这次发现的头骨保存完好
,

牙齿完整
,

据此可

以认为
“

小种大熊猫
”

是现代大熊猫的
“

缩小版
” ,

这表明现代

大熊猫这一支已经进化了好几百万 年
, “

独立于 熊类家族其

他物种的进化进程
” 。

金昌柱教授说
,

迄今发现的大熊猫化石基本分布在中国

境内
,

年代从约 四五十万年前到 200 万年前不等
。

他认为
,

这次发现 的
“

小种大熊猫
”

头骨化石
,

填补了大熊猫进化谱系

上的空白
,

也证实了古生物学者长期以来的推测
,

即现代大

熊猫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
。

这次发现另一饶有趣味之处在于
,

早在 2 00 万年前
,

大

熊猫就基本是
“

素食主义者
”

了
。

与现存熊类家族其他动物

相比
,

大熊猫是唯一完全素食的物种
。

不过
,

很久之前
,

大熊

猫是食肉动物
,

后来才逐渐进化成以 吃竹子为主的
“

素食

者
” 。

金昌柱教授说
,

根据头骨化石上的牙齿磨损痕迹和 咀

嚼特征
,

可以推断
, “

侏儒
”

大熊猫的 日常饮食已基本以竹子

等素食为主
。

这么看来
,

大熊猫的素食习惯可 以追溯到 2 00

万年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