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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

人文奥运
、

科技奥运
、

绿色奥运
”

是北京申办

2 00 8 年奥运会提出的三大理念
。

20 08 年奥运会也

将是展示我国科技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
。

20 0 1 年

科技部牵头十多个部委参加制定了
“

奥运科技

( 20 08 )行动计划
” ,

之后又组建了第二十九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奥科委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

作为
“

奥运科技 ( 20 08) 行动计划 ”及奥科委的成员

单位之一
,

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
“

科技奥运
”

的相关

活动
。

按照
“

奥运科技 ( 20 08) 行动计划
”

总体目标
,

围绕奥运科技行动计划的任务
,

在 20 01 年制定了

自然科学基金委
“

奥运 ( 20 08 )科技行动计划
”

的工

作方案及计划
,

将资助与奥运科技相关领域的研究

内容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之中
,

积极组

织了有关奥运科技科学研究项 目的立项及资助工

作
。

表 1 20 01 一 200 ` 年自然科学基盘委资助科技

奥运项目统计

森森
、 、

翌翌
立项数 资助经费 其中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经费费

(((((项 ) (万元 ) (项 ) (万元 )))

222 0 0 111 1 3 3 3 9 l 3
.

9() 6 8 8 000

2220() 222 1 6 7 4 59 5
.

X() 9 1 2 9 000

222 0 0 333 4 5 1 9 5 5 8 1 17 555

222 0 0 444 2 2 0 0 000

222 0 0 555 2 3 30 2 3 3 000

222 0峨)666 6 8 00 5 7 8 000

合合计计 35 5 1 1 6 1 3
.

9 0 30 4 4 5 555

2 总体资助情况

2
.

1 全面组织好项目的立项工作

围绕 2 00 8 年北京奥运的三大主题
,

根据基础

研究的特点
,

自 2 00 2 年起连续三年通过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每年向社会公布受理与科技奥

运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申请指南 ; 20 05 年结合奥组

委的科技需求
,

又组织了若干重点项 目专项的立项

工作
。

2 00 1一 20 06 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受理了与
“

奥

运
”

相关领域的重点项 目和面上项目
,

资助研究项

目 3 55 项
,

资助经费 1 1 6 13
.

9 万元
,

其中重点项目

30 项
,

资助经费 4 4 5 5 万元
。

各类项目年度资助统

计见表 1
。

资助的学科领域包括
:
环境污染控制及

处理
、

天气预测
、

兴奋剂检测
、

运动医学
、

运动员体

能恢复
、

安全检测
、

交通控制
、

通信
、

视频
、

清洁燃

料
、

大跨度场馆建筑
、

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基础研究
。

2
.

2 根据奥运需求
,

组织 , 点项目

随着奥运准备工作的深入
,

对科技的需求逐渐

明朗和急迫
。

结合奥组委提出的科技需求
,

自然科

学基金委积极配合
,

启动了相关领域专项研究的重

点项目
,

集中我国科研的优势力量
,

研究和力求解决

若干
“

瓶颈
”

和焦点科学问题
。

研究内容包括
“

北京

大气臭氧削减控制关键技术和方案研究
” 、 “

基因兴

奋剂的检测方法研究
” 、 “

兴奋剂
r h E P O 和

r hG H 检

测方法的研究
” 、 “

科技奥运管理机制
、

影响评估与信

息平台研究
” 、 “

奥运科技产业化及基于奥运市场规

则的国际化发展研究
” 、 “

奥运对科技产业发展的影

响研究
” 、 “

虚拟奥运博物馆关键技术研究
”

等
。

通过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
,

储备了相关基础性

的科学成果和知识积累
,

为举办奥运的部分需求提

供了技术保障和理论支撑
,

并凝聚了一批具有专业

知识的科技人员为科技奥运贡献聪明才智
。

3 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及已服务于奥运的

研究项目成果

3
.

1 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

在前期研究积累的基 础上
,

近 几年所资助的

35 5 项专项研究项目
,

已取得了一批成果
,

其中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 项
,

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1

项
,

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3 项
,

省部级科技进 步

奖和其他奖项若干
。

申请国家专利 232 项
,

获得授

权 128 项 ;申请国外专利 10 项
,

获得授权 13 项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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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承担者共参与 1056次国际会议和 65 8次国内会

议
。

大部分学术论文在国际
、

国内核心刊物发表
,

其

中国际刊物有 9 19 篇
,

国内核心刊物 26 85 篇
,

一般

刊物 34 5 篇
。

被 S C I
、

E l
、

IST P 收录的论文数分别

为 1 1 1 2
、

1278 和 229 篇
。

同时
,

还出版了 148 部中

文专著和 30 部外文专著
。

表 2 自然科学签金资助科技奥运项目成果统计

奖项

(项 )

国家自然

科学奖
国家科技

进步奖

国家技术

发明奖

省部级自然

科学奖

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其他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0 0 0 5 0 1 3 2 7 9 2 2

发表论文数 (含已录用稿件数 ) 四大检索系统收录情况 专著

sR0
国内核
心刊物

国内一

般刊物
I万 l 尸

2 2 9

酮确919国际
会议

1 0 5 6

全国

会议
愉翁

国内专利(项 ) 成果推广及经济效益 其他成果

月峥

他7其2
专利及

其他

国外专利 (项 )

申请 授权

1 0 1 3

可推广

项数

15 1

已推广
经济效

益 (万元 )

6 2 6 8

软件 /

数据库

新仪器 /

新方法撇128姗232

3
.

2 基盘资助项目成果在奥运建设中的运用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偏重于基础理论研

究
,

大多成果是作为技术的支撑
,

但也有一些成果直

接运用到奥运场馆建设或间接为奥运服务
,

使其成

为科技应用的亮点
。

例如
,

浙江大学罗尧治教授主

持的
“

大型空间结构施工技术研究及建造全过程分

析模拟系统
”

项目
,

已经应用于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

楼 3T A 国内最大单体网架屋盖 (约 18 x 104 衬 )的

建造过程力学分析
、

国家游泳中心
“

水立方
”

结构的

试脸研究和力学分析
,

以及为应用于配合 2008 奥运

会环保要求的华能北京热电厂干煤棚 (跨度 12 0 m
,

长度 21 0 m
,

国内跨度最大 )
、

北京大唐高井煤棚 (跨

度 10 2 m
,

长度 130 m )设计与施工
。

哈尔滨工业大学滕军教授主持的项 目
“

大跨复

杂空间结构风致灾害的智能健康监测系统应用研

究
”

已经和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同在国家

游泳中心
“

水立方
”

钢膜结构健康和安全监测系统实

施项目上进行了重点运用
。

该项目设计并实施的国

家游泳中心风激励下大跨度复杂空间结构的施工监

测与健康监测系统
,

能实时监测屋盖结构的风荷载
、

温度场
、

结构应变和应力以及结构的振动反应
,

在监

测数据的基础上
,

进一步对结构进行安全评定
,

系统

地研究了结构工作状态的智能监测技术
,

钢支撑的

智能监测技术
,

构件焊接裂缝损伤的自诊断技术和

损伤结构倒塌的实时安全评估技术
,

并对危及结构

安全的状态进行预替
,

为国家游泳中心安全运营提

供了有效的保障技术与系统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赵沁平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
“

虚拟奥运博物馆关键技术研究
” ,

已经直接运用于北

京 2X() 8 奥运会虚拟奥运博物馆的建设中
,

这将是世

界上第一个比较全面介绍东西方体育文化异同的虚

拟博物馆
,

在技术上更多地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

展示内容
,

满足了用户参与的需求
。

还有其基于绝对

朝向技术的光学运动捕获数据处理技术
,

被应用于科

技奥运专项成果
“

面向体育训练的三维人体运动模拟

与视频分析系统
” 。

该成果已被体育总局选用于辅助

运动员训练
,

备战 200 8 年北京奥运会
。

北京理工大学朱东华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
“

科

技奥运管理机制
、

影响评估与信息平台研究
” ,

结合

北京 20 08 奥组委的实际工作需求
,

研究建立基于信

息标准化
、

信息模型化和多方决策支持的科技奥运

管理信息系统交互平台
,

对奥组委
、

政府等部门开展

奥运科技的管理
、

组织和评估工作提供理论
、

方法和

手段的支撑
,

并在
“

奥运大讲堂
”

作了题目分别为
“

带

给世界的狂想
:
奥运开闭幕式科技

”

和
“

奥运火炬传

奇
:
点燃自己照亮五大洲

”

的公益讲座
。

同期设立的

由北京工业大学黄鲁成教授主持的重点项 目
“

奥运

科技产业化及基于奥运市场规则的国际化发展研

究
” ,

探讨如何将奥运会之前科技投入所形成的
、

并

被奥运会所成功应用的新兴科技—
“

奥运科技
”

转

换为科技产业
,

继续发挥对国家科技经济的推动作

用
,

并进而借助奥运市场规则实现其国际化
,

为
“

奥

运科技
”

转化为奥运科技产业并实现 国际化提供理

论与方法
,

为国家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决策支

持
。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张立 主持的
“

北京

科技奥运中的数字体育
” ,

参与了国家队系列管理软

件
、

国家队专用器材购置管理系统软件开发研制与

应用科研项目活动
,

组织研发了
“

系列国家队信息管

理系统
”

软件 ;组织研发了
“

国家队专用器材购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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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
”

软件 ;参与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弱电系统工

程顾问咨询 ;研制了
“

社会体育健身指导员管理系

统
” ;最主要的是成功监制研发了新型篮球计时记分

系统设备—
LX D球类计时记分设备

,

已经广泛运

用于全运会等比赛
。

北京邮电大学钮心忻主持的
“

信息伪装与信息

检测算法与应用研究
” ,

入围 2008 年证件防伪技术
,

作为惟一的数字水印技术
,

增强了奥运防伪技术
,

有

效防止证件换头伪造
,

在 2 006 年奥运会测试赛青岛

奥帆赛作为证件技术使用有效
,

并使用该技术检测

出两名伪造证件者
。

该技术在中国一些部门已作为

文件
、

证件防伪技术使用
,

目前印数超过 500 0 万
,

产

品效益 10 00 万元以上
。

清华大学刘民教授主持的
“

面向奥运工程的复

杂项目智能优化调度算法研究及其应用
” ,

其研究成

果已成功应用于承担 20 08 年奥运工程并取得了显

著的应用成效
。

清华大学刘加教授主持的
“

语音识别可信测度

和拒识新算法研究
” ,

其成果研发的语音识别芯片
,

已经用于奥运会的
“

福娃
”

产品中
,

福娃具有简单的

语音识别和 口语对话功能
,

该产品样品已经得到奥

运会管理部门的肯定
,

多种相关产品将投入市场
。

其语音芯片在玩具和学习机中已经投入应用
,

并形

成小规模的产业化生产
。

4 开展促进科学研究与奥运需求结合的多

项活动

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应用推进历来是一难点
,

结合奥运对科技成果的需求多
、

要求高
、

时间紧的特

点
,

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主动加强与奥科委
、

奥组

委
、

奥运场馆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

国家体育总局及相

关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

先后举办了
“

科技奥运项目

及奥运场馆建设关键技术
” 、 “

科技奥运兴奋剂检测

领域项 目
” 、 “

科技奥运运动疲劳恢复及损伤领域项

目
”

和
“

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领域
”

等多次交流研讨

会议
,

增强了研究方与应用方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

促

进了科学研究服务于奥运的技术转移机制的形成
,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

使基金研究成果服务于奥运
。

同时从奥运需求中也凝练了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
。

具体举办的活动介绍如下
:

( 1 ) 20 04 年 7 月 22 日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奥科

委共同组织了奥运场馆大跨度结构及材料的相关科

学问题的交流研讨会
,

会议共组织了 14 个大会报

告
,

承担自然科学基金相关项目的专家和奥指办
、

奥

运场馆代表 70 多人参加了会议
,

大会报告涉及我委

资助的重点项目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面

上项目
。

研讨会针对奥运场馆建设关键技术中的科

学问题
,

进行了学术报告和讨论
,

为研究专家与技术

需求方互动交流与研讨提供了平台
。

( 2 ) 20 05 年 5 月 30 和 3 1 日
,

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组织了以
“

运动疲劳恢复及损

伤
”

和
“

兴奋剂检测
”

为主题的奥运科技项目研讨会
。

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
,

体育的竞争逐渐表现为科技

的竞争
。

运动员为提高自身的运动能力
,

取得优异

的运动成绩
,

必须进行超生理极限的训练
,

因此
,

能

否及时解除训练造成的疲劳和损伤将成为训练成败

的关键
。

而滥用兴奋剂是现代竞技运动领域的一大

病疾
,

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扭曲和袭读
。

为了使

20 08 年北京奥运会上
,

中国在运动疲劳恢复和损伤

及兴奋剂检测等方面有所建树
,

在 200 4 年之前自然

科学基金委就支持了 16 个运动疲劳恢复及损伤的

项目研究
,

经费共达 2 84 万 元 ; 支持了 13 个兴奋剂

检测项目研究
,

资助经费高达 452
.

6 万元
。

为了把

基础研究的成果与体育运动结合起来
,

使奥运科技

研究项目更好地服务于奥运会
,

北京大学
、

清华大

学
、

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及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

研究所的专家学者
、

各个专业运动队的相关专业人

员及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共 4 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

其中
, “

运动疲劳恢复及损伤
”

研讨会 10 个大会报告

和 7 个小组交流报告
, “

兴奋剂检测
”

研讨会 9 个大

会报告和 7 个小组交流报告
,

并编辑印制了交流研

讨报告的论文集
。

这两个主题会议的成功召开
,

为

研究方与技术需求方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
,

促进

了奥运科技项目与需求方的结合
。

(3 ) 200 7 年 9 月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奥科委共

同组织召开
“

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等领域
”

的交流研

讨会议
,

我委汇集了有关水
、

大气
、

噪声等环境保护

及污染控制
,

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

组织

15 个大会报告
,

约 50 篇交流报告
。

北京大学
、

清华

大学
、

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等 30 多个单位的专

家学者与奥组委
、

相关部委及北京相关企业等技术

需求部门进行了交流研讨
。

( 4) 自然科学基金委认真宣传科技奥运理念
,

邀请了科技 日报
、

科学时报
、

光明 日报等多家媒体

对上述的交流研讨会进行了及时宜传报道
。

为让

广大的科技管理人员了解科技助奥运
,

奥运促科技

的成效
,

在北京市奥科委和北京市
“
20 08

”

工程建

设指挥部办公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

基金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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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助项目依托单位— 国内有关高校
、

科研院所

的领导
、

科学家及科研管理人员等 1 0 0多人
,

参观

了奥运场馆展示厅以及建设中的奥运会主场馆鸟

巢和水立方 ;通过现场参观学习
,

结合基金委 已资

助的项目及部分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

专家们也

进一步认识到基础研究要与国家重大需求和国家

目标紧密联系
。

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奥运科技行动计划和奥科

委的总体部署
,

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

究的优势
,

围绕
“

科技奥运
”

的需求在许多科技领域

资助相关的科学研究项目 ; 自然科学基金委注重与

其他部门的协调和合作
,

积极促进科学研究与
“

奥

运
”

科技应用的结合 ;科学基金资助的奥运相关科学

研究项目已经形成一批成果直接用于 奥运
,

并培养

了一批人才服务于奥运
,

为奥运提供了相关的技术

咨询
。

自然科学基金为实施奥运理念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

同时也通过奥运的需求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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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我国对先进电子制造中的重要科学

技术问题研究
”

取得突出进展

由于基础薄弱
,

我国电子制造水平与发达国家

相比
,

存在很大差距
,

特别是在关键技术装备方面
,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
,

市场完全被国外所垄断
,

由于涉

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竞争
,

西方国家严格限制最尖端

的电子制造技术和装备向我国出口
。

从制造原理与工艺角度看电子器件制造属于半

导体物理和材料科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
,

但其中存

在着大量机械学科的研究课题
,

而在我国电子制造

与机械装备制造两个领域的研究相互脱节
。

为此于

200 2年底设立了重大项 目
“

先进电子制造中的重要

科学技术问题研究
” ,

将
“

超精抛光中纳米粒子行为

和化学作用及平整化原理与技术
” 、 “

磁头
、

磁盘表面

润滑规律和超薄保护膜的生长机理 及技术
” 、 “

面向

芯片封装的高加速度运动系统的精确定位和操纵
”

和
“

芯片封装界面制造过程多参数影响规律与控制
”

列为其中的四个重要研究课题
,

旨在针对硬盘驱动

器 (存储器 )和 IC (芯片级 )制造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
,

建立起面向下一代

先进电子制造的理论体系和原型系统
。

项目由上海

交通大学
、

清华大学
、

中南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华中

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承担
。

经过 四年

的努力
,

于 200 7 年 8 月在上海通过了结题验收
。

4 年间
,

项 目组开展了系统
、

深入的研究工作
,

取得了突出的理论和技术进展
。

项目实施期间
,

项目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

流
,

与有关企业进行了产学研合作
,

研究成果初步应

用于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

中微半导体有限公

司等微电子企业
,

并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该项目得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联合资

助
,

其中结合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承担的光刻机研

制项目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已于 20 07 年 4 月通过了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上海市科委联合组织

的结题验收
。

这种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
,

与地方

政府联合资助
、

企业和高校联合承担基础性研究项

目是一种创新模式
,

促进了国内电子制造交叉研究

团队的形成
。

该项目拓展了传统的制造学科领域
,

促进了我

国电子制造研究水平的提升
,

使电子制造成为了制

造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该项目的实施促进 了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成长
,

培养了一批从事电子制

造工艺及其装备研究的专门人才
,

建立 了若干有实

力的实验基地
,

形 成了良好的电子制造学术研究环

境
。

(摘自基金委简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