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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天津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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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天津 30 00 41 )

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的重要源头
,

是 国家创新

体系知识平台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

键性因素
。

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一直以来在稳定和引导基础研究
、

促

进科技进步
、

发现 和培养人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资助多少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 区
、

团队和人才原始

创新能力和水平的一种重要标志
,

对地方基础研究

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

1 天津市 20() 5一 2 00 7 年获资助情况总体分析

地方基础研究的发展需要国家基础研究的战略

指导和引领
,

天津市基础研究发展近年来一直得到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 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

截至 目

前
,

全市约有 2 8 0 0 多名科技人 员从事基础研究 工

作
,

其 中 70 % 获得过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的资

津学科发展
,

为天津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

力的杰出科学家和创新团队
,

营造有利于原 始创新

的良好环境等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

本文仅选取近 3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

用来 阐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在促进天津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

过程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1
.

1 获资助项目数和经费情况

表 1 的数据表明
,

从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天 津市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数和资助金额逐年稳

步增加
。

其 中
,

2 0 0 7 年获得资助项 目 4 0 5 项
,

比

2 0 0 5 年 3 4 0 项增长 2 5%
; 2 0 0 7 年获得资助经费金

额为 1 3 1 9 3
.

4 万元
,

是 2 0 0 5 年 8 1 4 3
.

6 万元的 1
.

6 2

倍
。

这些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全 国范 围内资

助项 目数和资助金额也在逐年稳步增加
。

天津获得

资助项 目数和资助金额随着 国家资助强度的增加 而

逐年增加
,

而且增长幅度略高于全国增长幅度
。

助 ; 全市 14 家 自然科学类高等院校全部得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在促进天

表 1 天 津市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情况 ( 2 0 0 5一 20 07 年 )

年份

天 津总项数 (项 )

天津获得资助总经费 (万元 )

天津获得资助 总经费占全 国%

20 0 5

3 2 4

比上一年度增长 %

l 7

4 5

2 3

2 0 0 7

4 0 5

比上一年度增长 %

8 1 4 3

Z

2 0 0 6

3 8 0

1 1 8 17
.

3

13 1 9 3
.

4

3 ::
数据来源

:
2 0 0 7 天津科技统计数据

,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1
.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

重大研究计划 北
、

广东
、

浙江
、

陕西
、

山东
、

辽宁
、

四川
、

湖南
、

安徽之

项目
、

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情况 后 (该顺序以 2 0 0 7 年数据为依据巨̀〕 )
,

居于全 国第十

( l) 面上项 目情况
。

2 0 0 5一 2 0 0 7 年天津共获得 二位
,

特别是与北京
、

上海
、

江苏差距较大
,

这与天津

面上项 目 8 84 项
,

获得 21 8 84
.

5 万元经费资助
,

项 目 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称
。

从以上数据可

数和资助经费稳步上升 (见表 2 )
,

这表明了天津基 以看出
,

天津市还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

增

础研究的整体实力
,

但始终位于北京
、

上海
、

江苏
、

湖 加科技储备
,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

表 2 夭津 市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情况 《2 005 一2 007 年 )

年份 天津总项数 (项 ) 依托单位数 天津获得资助经费 (万元 ) 占获得资助总经 费% 居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位次

20 0 5 2 6 3 2 4 6 28 1 7 7 1 1

2 0 0 6 2 9 5 2 4 7 2 4 7 6 1 1 1

同期增 长% 12 一 巧 一 _

2 0 0 7 3 2 6 2 5 8 3 5 6
.

5 6 3 1 2

同期增 长% H 一 15 一 一

本文于 2 0 0 8 年 8 月 2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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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通过表 2 可 以看出
,

天津承担国家自然科 科研单位
、

医院和其他机构
,

这体现 出基础研究主要

学基金的依托单位在数量上也没有明显变化
,

这表明 集中在高校的特点
,

也表明高等院校是天津市基础研

天津基础研究队伍相对稳定
; 天津获得资助项 目数和 究的主力军

,

也是国家原始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和生力

资助经费按照 由高至低顺序排列
,

依次为高等院校
、

军
。

其中
,

驻津高校优势地位尤为突出 (见表 3)
。

表 3 各类机构获得面上项目分布情况 (2 00 5一 2 0 07)

单位性质 各单位总项数 (项 ) 各单位总项数占天津总数% 各单位获得资助总经费 (万元 ) 各单位获得资助总经 费占天津总经费 %

驻津高校 6 3 7 7 2
.

1 15 8 8 4
.

3 7 2
.

6

地方高校 2 0 0 2 2
.

6 4 7 6 9
.

2 2 1
.

8

驻津科研单位 3 1 3
.

5 8 1 9 3
.

7

地方科研单位 9 1
.

0 2 54 1
.

2

医院 4 0
.

4 7 9 0
.

4

其他 3 0
.

3 7 9 0
.

4

2 0 0 5一 2 0 0 7 年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 委员会 7 个 料与工程和管理科学中
,

驻津高校单位资助项 目和

科学部在对 天津市 的数理科学
、

化学科学
、

生命科 资助额都比较高
,

地方高校位居第二
,

而在生命科学

学
、

地球科学
、

材料与工程科学
、

信息科学和管理科 地方高校则位居第一
,

地球科学则地方科研单位位

学 7 个相对 口领域的资助中
,

对生命学科资助最高
,

居第一
,

这充分说明在这两个学科中地方 的高校和

其次是化学
、

材料与工程学科
、

信息科学
、

数理科学 科研单位具有一定优势
。

和管理科学
,

地球学科资助最少
。

在数理
、

化学
、

材

表 4 面上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2 005 一 2 0 0 7 )

学科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材料与工程 管理

项 目总数

资助经费

其中
:

驻津高校占总资助经费%

地方高校 占总资助经费写

驻津科研单位占总资助经费%

地方科研单位占总资助经费%

医院占总资助经费%

其他占总资助经费%

_ _

90

艺艺6 0

5

:::
_

2 2 5

5 6 8艺

4

::
4

;::

8 2
.

3

16
.

5

0

0
.

4

0

0
.

6

::
`

:: :
。

):
9

: ; ::

;
.

;

( 2) 重点项 目情况
。

2 0 0 5一 2 0 0 7 年天津共获得

重点项 目资助 33 项
,

获得资助经费 5 4 9 9 万元
,

主要

集中在天津大学
,

南开大学
,

天津医科 大学
,

天津 中

医药大学和天津药物研究 院
; 学科分布主要集 中在

化学
、

材料与工程
、

数理
、

生命
、

信息和管理
。

年均获

得资助 n 项
,

而且获得资助学科 比较集中
,

这表明

了天津这些学科在全 国具有一定优势
。

( 3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情况
。

2 0 0 5一 2 0 0 7 年天

津共获得重 大研究计划项 目 16 项课题
,

获得 资助

81 0 万元
,

主要集中在南开大学
、

天津大学和天津 中

医药大学
,

涉及材料与工程
、

信息学科
、

化学
、

生命和

数理
。

其 中
,

2 0 0 5 年获得资助 2 项
,

2 0 0 7 年获得资

助 10 项
,

这充分显示天津在解决制约国家经济发展

重大科学问题上攻关 能力 的增强
。

而且在 2 0 0 7 年

天津中医药大学在生命学科 获得资助
,

表 明地方高

校科研实力在若干领域 的优势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

( 4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天津市共有 n 名青年学者获得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

资助
,

累计资助额 2 0 7 0 万元
,

主要集

中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

这充分说 明驻津高校在

引进人才
、

培养中青年学者给予了高度重视
。

其 中

部分获资助者在国家重大研究项 目或重大研究计划

中担任首席科学家或学术带头人
,

在 国内外科技界

产生了广泛影响
。

实践证明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

金对稳定高水平基础研究 队伍
、

吸 引海外高水平 人

才回国服务
、

培养和造就一批活跃在世界科技前 沿

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

培育优秀创新研究群体 以及提

升我市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等都产生 了显著效果
,

目

前已经成为促进天津高层次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

而出的重要途径之一
。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天津基础研究的作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天津市基础研究 的发展
,

发

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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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资助
,

不仅提升了天津整体基础研究水平
、

培

养和稳定了天津市基础研究队伍
,

而且带动了一大批

优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
,

推动了若干研究领域形

成特色和领先优势
,

促进了天津科学家取得了大量科

研成果
,

为天津建设创新型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
。

2
.

1 促进了重点学科建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稳定基础研究队伍
,

加强

重点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

截至 目前
,

天津市

共有 62 个国家重点学科
,

基因组学
、

纳米科学
、

能源

科学
、

光电子学
、

环境友好化学等前沿领域的研究工

作
,

基本上是率先得 到国家和天津市 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和孵育
。

比如
,

以陈永胜和李亚利 为学术带

头人的南开大学在单壁碳纳米管的宏量制备及其在

电磁屏蔽和隐身材料方面处于国际一 流
,

尤其是在

可溶性单层石墨的低成本
、

大批量制备
、

透明导电磁

性薄膜
、

光伏器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 国际领先成果
。

相关成果 已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

在国际著名杂志如

A d y
M

a t e :
、

A C S N an
。 、

A 尸L 等发表
。

经过连续支

持
,

天津在纳米技术
、

太 阳能电池
、

燃烧学与内燃机

技术
、

血液学
、

生物技术
、

肿瘤与免疫
、

三维编织复合

材料
、

飞秒激光技术等领域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

成为全国在这些学科领域的排头兵
。

2
.

2 推动了知识创新体系建设

依托于天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精密测试技术及

仪器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 2 0 0 7 年国家科技部组织 的

信息科学领域重点实验室评估中
,

被专家认定
“

优

秀
” 。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天津新增 9 个 国家部委级重

点实验室
。

截 至 目前全市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5

家
,

国家部委级重点实验室 25 家
,

市级重 点实验室

60 家
,

基本覆盖 了全市理
、

工
、

农
、

医等相关学科
,

这

些实验室实行开放
、

流动
、

联合
、

竞争的运行机制
,

已

发展成为能代表天津学术水平
、

实验水平 和管理水

平的实验研究基地和学术活动中心
,

造就和培养了

一大批适合天津国民经济发展 需要 的高级科技人

才
;
承担和完成了一批国家及天津市重大基础研究

课题和项 目
,

在凝聚队伍
、

承担重大项 目以及学科建

设中已发挥 了积极作用 ;同时
,

作为知识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天津还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框架体

系
,

目前全市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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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3 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

近 3 年
,

全 市获得 国家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 19 1

人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 11 人
,

创新研

究群体科学基金 2 个
,

60 多位科学家获得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85 个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了大批处于学科前沿领域

的研究工作
,

一大批科技人才在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

中成长起来
。

截至 2 0 0 7 年
,

全市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5 人
,

中国工程院院士 18 人 ; “ 9 7 3
”

项 目首席科学家 5 人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获得者 37 人 ; “

长江学者
”

6 7 人 ; “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人选 1 61 人 ;优

秀创新团队 3 个
; “

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
”
73 人

;

以两院院士
、

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为核心
,

目前天津已经形成 了一批 活跃在科学

前沿
、

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创新研究群体
。

2
.

4 支持了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连续支持
,

近 3 年来

天津地方院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 目达

2 0 0 项
,

年均增长 27 % ;获得 4 76 9
.

2 万元资助
,

年均

增长 32 %
,

两项均高于天津市整体获得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水平
。

从地方高校整体科研实力来讲
,

获得资助的项 目

在生命
、

化学
、

材料与工程
、

信息
、

数理
、

管理和地球各

学科均有涉及
,

但地方高校的整体研究能力仍然 比驻

津高校弱
,

学科综合科研水平不强
,

只在若干领域 占

有一定优势
,

例如
,

天津医科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

在生命学科领域 ;天津工业大学在材料与工程学科领

域
,

天津师范大学在地球学科领域 ; 天津财经大学在

管理学科领域等
。

而且市属大学在重点项 目申报获

准上也有所突破
,

2 0 0 6 年和 2 0 0 7 两年天津中医药大

学
、

天津医科大学分别在生命科学领域有一项获得资

助
。

这充分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极大地促

进了地方高校学科的发展
,

形成了原始创新的强大动

力
,

不仅提高了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
,

而且也间接提升了全市科技竞争能力
。

2
.

5 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科技论文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支持
,

2。。7 年 4 月

天津科学家在 Na ut er 发表了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突破

性成果
,

这是世界上首次绘制完成的一株转基因经济

作物全基因组图谱
,

成为我国继人类基 因组计划
、

水

稻基因组计划之后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取得 的又一

重大突破
,

这一研究成果对农作物育种
、

农业生产和

人类对转基因植物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20 0 7年 7 月
,

天津科学家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

学会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C勺 s at l G or wt h & eD
-

s i g n ,

2 0 0 7
,

7 ( 10 )
,

20 0 9一 2 0 1 5
.

( IF
:
= 4

.

3 3 9 ) 上
,

并

被该期杂志作为封面文章
,

这是中国研究人员首次在



第1 期 陈养发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天津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

该杂志本领域上发表的论文被选作封面
。

高水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被 国内外同行接受
,

促进了天津市学术水平的提高
,

也推动着天津市基

础研究工作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

2 0 0 5一 2 0 0 7 年
,

发表的科技论文被 S C I 收 录论 文 9 41 5 篇
,

被引用

5 1 0 0 篇
;
被 E l 收录科技论文 7 6 3 9 篇

;
专利申请量

4 0 71 1 件
,

授权专利 12 7 8 8 件
。

天津科技工作者发

表的学术论文中有 30 篇影 响因子在 10 以上
,

分别

发表在 N a t u r e g e n e t i c s
、

N a t u r e S t r u c t u ar l & 初b
-

l e c u l a r B i o l o g 夕
、

C i r e u l a t i o n 、

H
e P a t o l o g 夕

、

B l o o d
、

a n g e w a n d t e c h e m i e
一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d i t i o n
等国外知

名期刊
。

2
.

6 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了大批处于学科前沿领

域的研究工作
,

取得一批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重

要成果
,

孕育了许多具有发展前途的新思想
,

一些学

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的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

一批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持续资助下的研究项 目取得

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

促进了天津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
。

“

并联机床精度设计与误差补偿关键技术基础
”

项 目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连续支持下从并联构型装

备的精度设计与运动学标定技术开始研究
,

将研究

理论与方法用于并联装备开发
,

取得了多项创新
,

其

研制成功的
“

并 ( 混 ) 联 机械手
”

出 口到英国 W ar
-

w ic k 大学
,

创我国整机机器人出口英国的首例
。

“

结构工程
”
和

“

防灾工程
”
两个重要领域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取得 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

其

成果在天津市丽苑小区钢结构住宅 和湖北省长江大

学综合教学楼等工程 中得到 了成功应用 且效果优

良
,

被 《天 津 市 钢 结构 住 宅 设计 规 程 》 ( D B 2 9
一

5 7
-

2 0 0 3) 采纳
,

获得了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

项
、

二等奖二项
,

并获得了
“
8 6 3

”

计划资助
。

承担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分子基磁

性材料的基础研究
”

从磁性分子人手
,

在
“

非正 规 自

旋太
”
及

“

磁轨道正交
”

等理论模型指导下
,

通过选择

不同类型桥基
、

金属离子 自由基和共配体等调 节配

位环境
,

合成出具有高自旋基状的配合物分子
,

进而

组装成三维晶体
。

经过结构与磁性关系的 比较
,

研

究调控分子间磁相互作用 的规律
,

并筛选出具 有较

高临界温度 的分子基磁 体
。

该 项 目已 申请专利 1

项
,

发表论文 14 篇
,

其中有 10 篇发表在 E ur
.

J
.

I n -

o r g
.

C h e m
. 、

J
.

M d l
.

S t r u c t
. 、

J
.

C o o r d
.

C h e m
. 、

C h i
-

n e s e J
.

S t r u c t
.

C h e m
. 、

A c t a
.

C r夕 s t
.

S e c t i o n E
、

I n -

or .g hC
e m

·

C o m m u n
. 、

2
.

A on
r g

.

A “ 9
.

C h e m
.

等国

外知名期刊上
,

有 1 4 篇被 S C I
、

E l
、

I S T P 收录
。

据统计
,

天津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作为基

础
,

带动了一批科研项 目
,

相继获得国家其他课题继

续支持
,

2 0 0 7 年获
“
97 3 ”

计划资助 25 项 (包括子课

题 )
,

获得国家资助经费 1
.

8 亿元
。

3 思路和建议

3
.

1 加大研究开发投入资助力度
,

增加科技储备
,

持续提高创新能力

近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额度逐年增长
,

已经成为地方开展原始创新活动 的重要渠道之一
,

同时也带动了地方政府科技投人的增长
。

例如
,

近

3 年天津市财政对 R & D 投人累计 52
.

1 亿元
,

市财

政对基础研究的投人 1
.

6 亿元
,

仅 2 0 0 7 年比上 2 0 0 6

年市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人又增长 20
.

6%
。 “

十一

五
”

期间
,

国家将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人力度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今后 5 年的投人总量将超过

2 0 0 亿元
,

比
“
十五

”

期间的 10 5 亿元多出一倍 〔 2 ]
,

因

此
,

天津市应在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指导下
,

结合自

身实际
,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
,

以增加科技储

备
,

提高争取国家级基础研究项 目的能力
。

3
.

2 树立人才培养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
,

积

极引进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人才
,

实施人才超前优

先培养

发展基础性研究
,

人才是关键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有利于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

梯队的形成
。

许多青年学者在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面上项 目
、

重点项 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的资助
、

人选教育部
“

长江学者计划
”
或中国科学

院
“

百人计划
”
后

,

成为各个领域 的学术带头人
。

因

此
,

天津市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

要加强基础研究领域

各层次青年人才引进和培养
,

特别是吸引海外归国人

员充实本市的基础研究队伍
,

保证基础研究 队伍的源

头供给
,

并鼓励青年科研人员积极申报各类基础研究

项目
,

尤其是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形成 国家

与地方 自然科学基金的联动效应
,

促学科发展
、

人才

培养互动的良性循环
,

逐步构建一支强有力 的学术梯

队
,

造就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一流科学家
。

3
.

3 加强重点学科与特色优势学科建设
,

推进学科

创新
,

优化知识创新体 系

重点学科建设水平能反映一个区域的整体科研

实力
。

搞好重点学科建设不仅有利于形成天津市的

学科特色与优势
,

而且对其他学科建设具有很强辐

射作用
,

可以带动整个地方学科建设
。

因此
,

要充分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0 9年

发挥驻津高校
、

科研单位和地方高校
、

科研单位在学

科建设上已有基础
、

特色
、

优势和学科发展 的趋势
,

积极引导和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和发展 目标
,

继续

整合基础研究资源
,

突出学科优势
,

做到
“

有所为
,

有

所不为
” ,

科学定位
、

合理布局
,

在具有国内领先的学

科领域加大资助
,

确保天津优势学科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龙头带动作用
。

其次
,

学科均衡协调是实现 重

点跨越的基础
。

建设 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
,

是实现

交叉与融合
、

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的重要前提
,

天津市要立足现有学科优势
,

同时注重新兴学科
、

交

叉学科的建设
,

逐步优化知识创新体系布局
,

为基础

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
。

3
.

4 加强对地方单位基础研究工作的支持
,

不断提

高天津市整体科技实力和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一个 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动力
,

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
。

高等院校是基础研

究的主要生力军
,

是人才培养基地
,

在基础研究领域

中具有独特优势
;
科研单位作为科学研究 的中心

,

对

基础研究有长期积累
,

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具有较明显

优势
。

地方单位尽管在数量上远远多于驻津单位
,

但

基础研究能力相对不强
,

只在某些特色学科上 占有一

定优势
,

对争取组织实施重大和重点基础研究项 目不

利
。

因此
,

今后应以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项 目
”

与
“

人才
”

的方式
,

加强地方单位基础研究工作
,

同时

鼓励地方与驻津单位建立合作联盟
,

带动地方单位的

基础研究工作
,

促进天津市各单位
、

各领域基础研究

的均衡发展
,

提高天津市整体原始创新能力
。

3
.

5 营造良好环境
,

宽容失败
,

鼓励科研人员积极

开展基础研究

营造宽松环境是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保障
。

基

础研究具有厚积薄发
、

探索性强
、

进展难 以预测等特

点
,

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科学家的创造精神
,

支持

广大科技工作者学术上 自由探索
,

百家争鸣
,

强化原

始性创新
,

保护科学家
“

细听蝉翼寂
,

遥感雁来声
”

的

科学敏感阁
,

引导科学家发扬
“
宝剑锋从磨砺 出

,

梅

花香自苦寒来
”

的精神
,

勇攀科学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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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制的润滑材料进行
“

神七
”

真实空间环境试验

2 0 0 8 年 9 月 2 7 日
,

我 国
“

神舟七号
”

航天员成

功进行了舱外活动
,

在此期间在太空进行了约 44 小

时暴露试验的固体润滑材料被成功取 回
,

并于 9 月

2 8 日随返 回舱 回到地面
,

之后 于 10 月 1 日被移交

给
“

神舟七号固体润滑材料空间环境试验
”
项 目负责

人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固体润滑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刘维 民研究员
。

此次进行 的材料试验共选择 了 4 大类 15 种材

料
,

累计 80 片样品
。

其中固体润滑材料主要包括物

理气相沉积润滑薄膜
,

粘结固体润滑涂层
,

聚合物复

合固体润滑材料
。

前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群体研究

基金项 目
“
空间润滑与技术研究

”

及中 国科学院
、

国

防科技工业委员会
、

国家科学技术部等资助下
,

固体

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进行了地面模拟空间环境

摩擦学试验装置的建立
、

新型润滑材料的制备和性

能研究
、

模拟空间环境下润滑材料 的行为与性能研

究等工作
,

为开展
“

神舟七号固体润滑材料空间环境

试验
”

奠定 了重要基础
。

(工 程材料科学部 王 国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