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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华南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广州 51 06 41 ; 2 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
,

杭州 3 10 0 2 7 ;

3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

天津 3 0 0 0 7 1 ;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5)

储氢材料是可再生清洁能源领域的重要基础材

料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材

料科学一处一直关注该领域并给予了长期稳定的支

持
。

为加强从事储氢材料基金项目研究人员的合作

与交流
,

提高项目完成质量
,

促进各单位形成自己的

特色和优势
,

材料科学一处对储氢材料的基金项 目

组织 了
“

储氢材料
”

项 目的集团管理 l[, 2〕 。

在项 目参

加单位和项 目主持人的共同努力下
,

该集团项 目管

理已持续 n 年
,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有力地推动了

我国储氢材料研究的发展
。

自 1 9 9 4 年始到 2 0 0 8

年
,

15 年间已经资助各类项 目 52 项
,

包括 2 个重点

项 目
、

39 个面上项 目 (含两个小额探索 )
、

9 个青年科

学基金项 目和 2 个高技术探索项 目
,

资助金额总计

近 15 0 0 万元
,

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
。

届次 日期 承办单位

(续表 )

备注

7 2 0 0 5 年 4 月 2 5一 2 9 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 04一 20 0 5 年会

议与重点项 目验

收会合并举行

8 2。。 6 年 4 月 27 一29 日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9 2 0 0 7 年 8 月 2 2一 2 9 日 四川大学

10 2 0 0 5 年 1 0 月 s一 14 日 南京工业大学

1 活动概况

“

储氢材料
”

集团管理项 目自 1 9 9 7 年开始实施
,

主要以年度学术交流会的形式进行
,

管理项 目的召

集人先后 为浙 江大学雷永泉教授 ( 1 9 9 7一 2。。 5 年 )

和华南理工大学朱敏教授 ( 2 0 0 5 年至今 )
。

交流会

的主要内容包括
:
( 1) 在研基金项 目研究进展报告

;

( 2) 储氢材料领域国际学术会议情况介绍
;
( 3) 发展

前沿问题讨论
; ( 4) 合作科研课题酝酿等

,

迄今为止

共进行了 10 次学术交流 (见附表 )
,

已经发展形成系

列专题学术研讨会
。

届次 日期 承办单位

1 1 9 9 7 年 2 1 月 9一 14 日 浙江大学

2 1 9 9 8 年 12 月 1 2一 17 日 华南理工大学

3 19 9 9 年 1 2 月 2一 5 日 浙江大学

4 2 0 0 0 年 1 2 月 19一 2 4 日 广西大学

5 2 0 0 2 年 1 2 月 4一 7 日 浙江大学

6 2 0 0 3 年 1 1 月 1 9一 20 日 南开大学

备注

2 主要成效

( 1) 有效地提高了基金项目的完成质量

基金项 目负责人在交流会上详细报告项 目工作

进展情况
、

存在的问题 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

参会单

位一方面可以互相 比较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

增

强了提高项 目研究水平的动力
,

另一方 面通 过共同

讨论发现问题
,

找到新的突破点
,

同时
,

为开 展不 同

单位间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渠道
。

最终促进了

在研基金项 目及时调整研究内容
、

研究进度
,

同时
,

各单位在材料制备
、

测试分析
、

计算模拟等方面开展

合作
,

保证 了储氢材料项 目均以较高的质量完成
。

( 2) 有力地推动了各单位的合作和研究特色的

形成

参与集团项 目的单位都是在研基金项 目的承担

单位
,

虽然每次参会的单位有所变化
,

但从长的时间

周期看
,

有一定的稳定性
,

在集团管理项 目的长期交

流中
,

这些单位逐渐充分深人了解到各单位的优势

与特点
,

同时形成了稳定互信的学术合作关系
,

这样

一方面引导各单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方向形成特

色与优势
,

例如
:

复旦大学和安徽工业大学注重结构

分析
、

南开大学注重低维材料
、

浙江大学注重对储氢

材料多元合金化
、

中国科学院沈 阳金属所注重催化

机理研究
、

华南理工大学 注重非平衡结构
。

另一方

面
,

促进了各单位开展合作
。

例如
:

复旦大学与华南

本文于 2 0 0 8 年 12 月 1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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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合作研究了在介孔 51 0
:

中装填 Na A 旧
、 ;

在参与集团项 目的单位中先后酝酿
、

孵化产生 了两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并实现了重点项 目

在一个研究领域的连续资助
。

其中
,

由浙江大学
、

钢

铁研究总院和华南理工大学共同承担的
“

新型稀土

系储氢材料 的探 索与机理 研究
”

项 目 ( 批 准号
:

5 0 1 3 1 0 4 0
,

2 0 0 2
.

1一 2 0 0 4
.

1 2 ) 已于 2 0 0 5 年初通过项

目验收
,

取得 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
另一项由华南理工

大学
、

浙江大学及南开大学共同承担的
“

新型金属储

氢材料及 其储氢机 理
”

项 目 (批 准 号
: 5 0 6 31 0 2 0

,

2 0 0 7
.

1一 2 0 1 0
.

1 2) 正在按计划进行
。

上述两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在该领

域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 3) 壮大了我国储氢材料领域的研究队伍
,

提

高了研究水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支持和相关研究单

位的不懈努力下
,

参加本集团管理项 目的成员单位

已由 1 9 9 7 年的 4 个增长到 2 0 0 8 年的 12 个 (每年有

进有出)
。

通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实施 和本

集团管理项目的汇报交流活动
,

培养和造就 了一大

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
,

其中包括 2 位教授 (朱敏和

陈军 )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被聘为
“

长

江计划
”

特聘教授
,

潘洪革
、

孙大林
、

陈立新
、

高学

平
、

欧阳柳章等 5 位教师入选教育部
“

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
” ,

王平
、

孙立贤两位教授人选 中国科学

院
“
百人 计划

” ,

陈军教授获 M H
一

2。。2 会议 W ick e

青年学术奖等
。

这批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二十一世纪

我国储氢材料领域的骨干研究力量
。

通过集团管理项 目的推动和各参与单位的努

力
,

各项 目成员单位的研究水平明显提高
,

近年来发

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
,

使我国在该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

例

如
:

利用 气相沉积 法
,

制得 了直 径分别为 30 一 50
、

8 0一 20 0
、

1 5 0一 l s o n m 的 M g 纳米线
,

理论与实验研

究相结合
,

发现 M g 纳米线直径的减小可有效提升

可逆吸放氢容量和速率
,

降低可逆吸放氢活化 能
; 又

如
,

定量分析纳米 晶结构 M g 基储氢合金 的高界面

能对储氢反应热力学的影响
,

指出纳米 晶的界面能

显著改变吸 /放氢反应温度
; 又如

:

首次 阐明了卤族

阴离子的催化作用
,

采用纳米催化相复合
、

功能性阴

离子掺杂
、

纳米结构调制等方法 /技 术显著改善了

IL B H
;

可逆储 /放氢性能
。

我 国储氢材料研究在国

际储氢材料界具有重要的学术 影响
。

例如
:

参与集

团项 目管理的项 目近来在 A d va cn e d 人翻 t er ial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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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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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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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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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I n t
.

J
.

H y d r o g e n E n e r g y
,

S c r iP t a 八4泛t e r
.

,

J
.

A l l o 夕5 a n d oC m P o u n d s
等重要

学术刊物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

陈军
、

朱敏
、

王平等

教授应邀为 J
.

M改t er
.

R es
.

j 夕d t er oT d “ y
,

A P IP
.

尸h ys
.

A
,

D al ot 。 T ar sn
.

等期刊撰写储氢研究的综

述论文
。

参加集团项目管理的多位教授应邀在多个

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

有关研究成果获天津

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南开大学 )
、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
。

开展基金项 目的集团管理

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储氢材料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
,

例如
:

项 目参与单位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国际储

氢材料系列会议 ( M H
一 x x x x)

,

以参与集团管理项 目

的单位为核心
,

自 2 0 0 5 年起每年组织一次中日储氢

材料双边学术会议
,

组织了中欧储氢材料交流会等
。

2 几点体会

该集团管理项 目能够长期坚持并取得丰硕的成

果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

( 1) 参与单位高度重视
、

项 目负责人积极参与

在研项 目负责人的积极参与是这个领域集团项

目学术交流活动得以长期坚持下来的重要前提
,

在他

们的努力之下
,

这个集团项目管理成了学科历史上最

长的一个
。

同时
,

集团管理项目汇报会在各参加单位

轮流举行
,

各单位科研主管部门和领导都比较重视
,

也起到了推动这些单位的储氢材料研究的作用
。

( 2) 宽松深人的学术交流和前沿研讨

集团管理项 目在学术交流的安排上采取平等宽

松的形式
,

各单位重点汇报主要进展 和存在问题
,

然

后进行充分的讨论 (包 括在会 上和会后 的 自由时

间 )
。

由于交流时间充分
,

又是共同的领域
,

讨论 非

常细致深人
,

起到了很好 的互相学习
、

提出解决问题

的思路
、

启发新学术思想 的作用
。

每次交流汇报会

还安排半天时间进行前沿问题讨论
,

请参加国际会

议的教授介绍 国际上的动态
,

同时进行前沿问题的

讨论
,

并就各单位的研究工作进行研讨
,

酝酿新 的研

究方向
,

这对于各单位提出新的课题
,

进一步形成各

自的特色
,

开展研究合作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

( 3) 注重发挥老
、

新专家的作用

集团管理项 目已历时 n 年
,

参与的单位共有近

2 0 家 (近几年每次会议有十余家单位参加
,

每次参加

(下转 1 0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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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关键技术的专业人员一定要有
。

如进行蛋白质

组学研究
,

课题组 内要有蛋白质组学背景的人 员
。

实验条件应围绕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给出必需的实验

仪器和设备条件
,

无需大小设备一一 罗列
,

面面俱

到
。

如个别工具和手段本课题 组所在单位 尚不具

备
,

应明确课题立项后设备如何获取等情况
,

特别是

关键仪器设备
。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对 申请书的常见 问题和原

因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

对如何把握关键环节
,

写好

申请书进行了初步探讨
。

只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

度
,

坚强的科学意志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
,

通过科

研人员和管理部门的不懈努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申请书的质量定能更上一层楼
。

参 考 文 献

徐冠华
.

关于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若干看法
.

中国科学基金
,

2 0 0 1 ( 3 )
:
1 2 9一 1 3 4

.

江虎军
.

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选题及如何写好申请书
.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

2 0 0 6
,

2 2 ( 3 )
:
2 6 2一 2 6 6

.

王翔宇
,

姜红
,

黄锦培等
.

从同行评议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申

请书的常见问题
.

中国科学基金
,

2 0 0 7 ( 4)
:
2 42 一 2 43

.

谷瑞升
,

张飞萍
,

李永慈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议状况

评估初探
.

中国科学基金
,

2 0 0 5 ( 5 )
:

29 .8

李大鹏
,

茹继平
,

刘定燕
. “

3 + x’’ 评议方式的实践与认识
,

中

国科学基金
,

20 0 6 ( 2 )
:
11 0一 1 1 2

.

车成卫
,

靳达申
.

如何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质量 (第二

版 )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 4 年 10 月
.

A S T U D Y O N CO M M O N P R O B L EM S O F U N FO U N D E D A P P L IC A T IO N

FO R N A T IO N A L N A T U R A L S C IE N C E F O U N D A T IO N F R O M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P E E R R E V I E W

Y a n g Z h e n X u R u i e h e n g

C h a S i n a

H e B i n g M a Y o n g W
a n g Y i f e i

Z h a n g Y o n g l i a n g

( S c i e 、 c e a n d R e s e a r e h D e P a t e m e n t o

f M e d i c a l C o l l e g e o
f hC i n e s e P e o P l e

’
5 A r m e d P o l i e e F o cr e ,

T i a nj i n 3 0 0 1 6 2 )

(上接 1 0 3 页 )

会议的单位按承担基金项目情况有所变化 )
。

集团

管理项 目注重形成培养一支相对稳定的核心队伍
,

特别是发挥了雷永泉
、

袁华堂等几位我 国储氢材料

研究领域的老专家的核心作用
,

使得集团管理项 目

的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

在老专家退居二线后
,

又及时

发挥朱敏和陈军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

作用
,

同时
,

仍坚持邀请老专家与会
,

参与交流讨论
,

对集团项 目管理进行指导
,

保证 了集团项 目管理长

期稳定开展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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