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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定标准

的初步探

里班二 }
[摘要 ]准确评价学术水平和恰如其分地确定奖励等级是自然科学奖评定工作中的两个关键间题

。

本文通过分子遗传学几个实例的分析
,

讨论了自然科学的评奖标准
,

并且提出了对评奖工作几

点有益的认识
。

对杰出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奖励
,

既体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尊重

知识
,

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

也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

在这一工作中
,

准

确评价学术水平的授奖等级是个关键
。

国家自然科学奖 励 委员会 关于 1 9 8 7 年申报
、

评选 《国家自然科 学 奖》 通 知 的 附 件之

五— 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参考标准中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

一
、

科学理论 突破性进展属一等奖
,

重要进展属二等奖
,

较大进展属三等奖
,

一定进展

属四等奖
。

二
、

对学科的推动 推动本学科的发展者属一等奖
,

推动本学科或本分支学 科 者 属二
、

三
、

四等奖
。

三
、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开拓新领域者属一等奖
,

未开拓新领域者属二
、

三
、

四等奖
。

四
、

学术水平 国际领先者属一
、

二等奖
,

国际先进者属三
、

四等奖
。

五
、

对人类社会进步或国民经 济建设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有重大作用者属一等奖
,

有重

要作用者属二等奖
,

有较大作用者属三等奖
,

有一定作用者属四等奖
。

六
、

系统性 有系统者属一
、

二等奖
,

比较系统者属三
、

四等奖
。

在这些标准中有两条标准规定得比较明确
,

可以用来区分一等奖和二
、

三
、

四等奖
。

第一
,

一等奖有开拓新研究领域的作用
,

二
、

三
、

四等奖不要求有这一作用 ; 第二
,

一等奖对本学科有

推动作用
,

二
、

三
、

四等奖只要求对本分支学科有推动作用就够 ;规定把重要
、

重大
、

较大
、

比较
、

一定等等列为标准
,

显然难以掌握
。

本文仅讨论如何判断某一研究成果是否开拓新的领域以

及推动了本学科或分本支学科的进展
。

在评奖标准 中并没有列出对特等奖的规定
。

按照前述两

个标准来看
,

特等奖一般还应推动本学科以外其他学科的进展
,

它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当然也

应更大
。
那么怎样判断呢 ? 我认为

“ 比较
”
是一个好办法

。

自然科学奖代表国家的水平
,

所以

应该和国际上同类工作的水平相比
。

关于推动本学科或本分支学科的进展这一标准
,

参考标准中并没有说明本学科是指哪一

级学科
。

姑且把它定为二级学科
,

而且以遗传学为例
,

那么本学科应是指遗传学
,

分支学科指

细胞遗传学
、

群体遗传学
、

行为遗传学
、

分子遗传学等等
。

下面用分子遗传学 中的两项研究成果为例
,

分析一下它们对于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

乳糖操纵子模型的科学理论意义之一是它指明了基因有两类
:
决定遗传性状的基因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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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些基因活动的另一类基因 ;它指出
,

一个细胞里具有决定某一性状的基因并不保证这一细

胞呈现这一性状
。
必须使它处于活动状态

,

这一细胞才呈现该一性状
。

这显然是一个适用于

一切遗传学分支学科的普遍规律
。

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只是对于本分支学科
,

而且对于其他分

支学科
,

也等于说对于本学科有推动作用
,

所以按照这一标准
,

它至少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然而
,

它的科学意义还超出了本学科
。
例如在生理学方面

,

现在认识到某些激素的作用在

于使某些细胞中的某些基因处于活动状态 ;又例如在发育生物学方面
,

现在认识到由一个受精

卵发育成为包括许多种细胞的个体的过程便是各个细胞中不同的基因分别处于活动或不活动

状态的结果
。

这些认识显然是在乳糖操纵子模型的启发下取得的
。

由此可见
,

它的影响超出

了遗传学而涉及生理学
、

发育生物学等学科
,

所以按照同一标准
,

应该认为它符合于特等奖标

准
。

再举一个例子
,

是重组 D N A ,

即便是把两种生物的 D N A 分子连接起来
,

使它在细胞巾

进行独立自主的复制
,

并且通过细胞分裂而世代相传
。

这一研究成果所发展起来的技术
,

已在

遗传学和遗传学以外的许多生命科学学科中被普遍地采用
,

而且以这一新兴技术为基础的遗

传工程
,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
,

所以同样可以认为它符合于特等

奖标准
。

如果这两项研究成果符合于特等奖标准
,

那么什么研究成果符合于一等奖标准呢 ? 姑且

列出三类
:

(一 ) 特等奖工作所赖以取得成就的研究成果
。

重组 D N A 是在限制酶研究成果 和 质粒

研究成果上发展起来的
,

所以这两者的发现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二 ) 特等奖研究成果这一主题的一些变奏可以认为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例如

,

乳糖操纵

子模型是负控制模
,

正控制的发现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乳糖操纵子模型属于转录控制模型
,

翻

译控制的发现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乳糖操纵子通过蛋白质 (阻遏蛋白 )的构形改变而控制基因

的运动
,

通过核酸的构形改变的基因调控机制的发现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三 ) 特等奖研究成果中某些关键性机制的阐明应认为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例如

,

在乳糖

操纵子中的阻遏蛋白的作用机制的阐明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在这里无非是说明怎样通过
“ 比较

”
来判断某项研究成果的水平

,

并不希望定 出一些可以

机械地运用的标准
。
例如

,

不能认为特定奖研究工作内容的关键性机制的阐明列为一等奖
,

那

么一等奖研究工作内容的关键性机制的阐明便应列为二等奖
。
应该列为一等奖或二等奖完全

决定于它本身的科学意义
。

以上的讨论侧重于对于学科的推动作用这一标准
。

现在再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标准来看
,

上面所举乳糖操纵子模型和 重 组 D N A 这两

项研究成果
,

开拓了基因调控和遗传工程这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

它们都是分子遗传学的开拓

者
。
同样地

, D N A 双螺旋模型的发现也是分子遗传学的开拓者
。

由于分子遗传学在现代生

命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

所以它们所开拓的领域已经超出分子遗传学
。
这一论点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说明
: ( l) 重组 D N A 等分子遗传学研究手段已经为许多生命科学学科所采用

。

( 2 )分

子遗传学概念已经渗透到其他生命科学学科中去
,

已经 出现冠以分子两字的许多新兴学科
,

例
.

如分子免疫学
、

分子进化生物学等等足以证明这一点
。

所以就它们所开拓的领域之深度和广

{度来讲
,

它们都符合于特等奖标准
。

分子遗传学这一分支学科
,

又可以划分为许多次一级的研究领域
。
例如

,

基因调控
、

D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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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损和伤基因突变
、

D NA复制和重组
、

转录和翻译
、

转座因子和基因组结构
、

分子进化等等
。

每一领域都又有它自己的若干开拓性的工作
,

它们也应该被认为符合于一等奖标准
。

学术上的成就既不能称
,

也不能量
,

也无法说它值多少钱
,

难以用十分
、

很
、

比较
、

稍
、

一定

等词来区别等级
,

甚至难以打分
。

本文只是企图用一些实例为标准
,

对于参考标准 (特别是其

中开拓新领域和对学科的推动作用这两个标准 )做一些注释工作
。
如果对于特等奖和一等奖

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形象
,

那么二
、

三
、

四等奖就可以依次类推了
。

开拓性和对于学科的推动性这两点
,

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创造性
。

创造来自

勤奋
,

但勤奋得来的不一定是创造性的成果 ; 许多创造性的成果来之不易
,

但难度大的工作不

一定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
所以除了进行比较以外

,

在评奖过程中
,

还有一些界线必须划分清

楚
,

才能对学术水平做出恰当的评价
。
当然各种学科的特殊性也须顾及

。

还需要指出的是
,

上面提到的三项认为可以列为特等奖的工作—
乳糖操纵子 模 型

、

重

组 D N A 和 D N A 双螺旋模型的作者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

这是毫不奇怪的
,

它正好说明

把对于学科的推动作用和新领域的开拓这两点作为重要的评奖标 准 来考 虑 是 合适的
,

而且

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概括了除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外的另外三个标准
,

即科学理

论
、

学术水平和系统性
。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
,

对于学科的推动作用和新领域的开拓这两点

有时在短时间内较难估价
,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标准就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
不过即使这样

“
比

较
”

的原则仍是适用的
。

那就是说
,

认为一项科学理论是突破性的
、

或重要的
、

或较大进展
、

或一定进展的
,

必须和国际上同类研究成果去比较
,

才能准确判断 ; 学术水平是国际领先
,

或

国际先进
,

同样也须通过比较才能下结论
。

附
: 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文件

国家自然科学奖复审参考标准

国家自然科学奖分为四等
,

可根据科研成果的创造性
,

先进性
、

系统性
、

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

评审划分
。

一等奖 : 科研成果为重大的科学发现
,

或在科学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能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

开

拓新的研究领域
,

或对人类社会进步或国民经济建设有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

学术上为国际首创或领先
,

研究工作有系统性
。

二等奖 : 科研成果为重要的科学发现
,

或在科学理论上有重要的发展
,

能推动本学科或其分支学科的发

展
,

或对人类社会进步或国民经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

学术上为国际领先
,

研究工作有系统性
。

三等奖 : 科研成果在科学理论上有较大的发展
,
对本学科或其分支学科的发展

,

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

或

在一定的范围内
,

对人类社会进步或国民经济建设有较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

学术上为国际先进水平
,

研究

工作比较系统
。

四等奖 : 科研成果在科学理论上有一定的发展
,

对本学科或其分支学科的发展
,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

或

在一定的范围内
,

对人类社会进步或国民经济建设有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

学术上为国际先进水平
,

研究

工作比较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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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揭晓

国家 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 3 月 巧 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

宣布 1 9 8 7 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评选揭晓
。

共有 1 79 项 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 面 的 成 果

奖
,

其中一等奖 n 项
,

二等奖 39 项
,

三等奖 89 项
,

四等奖 40 项
。

这是我国 继 19 5 6 年

和 1 9 82 年 10 月以来
,

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成果进行的第三次最高

奖励
。

据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介绍
,

获奖项 目分布在全国 28 个部门
、

省
、

自治区和

直辖市所属的 107 个单位
。
获奖项 目的主要研究者共 8 74 人

,

其中具有高级 技 术

职 称 的 63 2 人
,

有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7 1人
。

以这次获奖人员看
,

我国科技人 员

出成 果 的 年 龄 明 显 趋 于老化
。

在获奖成果中
,

有不少是长期研究工作的积累
,

许多科学家为此付出了毕生精

力
,

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 出了杰出贡献
。

据介绍
,

本次获奖的所有项 目
,

均属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优秀研究成果
,

有很高

的学术水平和创造性
,

有些项 目在科学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

域
,

为世界科学界瞩 目 ;有些项目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或广泛的应用前景
,

将会对人

类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奖励项目自公布之 日起两个月内为 异 议 期
,

今 年 7 月份将 召开

授奖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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