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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合作与交流
·

新西兰科技习已作印象

—
—

国家科学基金委代表团访问新西兰

于永正

—
l

应新西兰政府邀请
,

由常务副主任胡兆森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6 人于 1 9 87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5 日在新西兰北岛进行考察访问
。

新西兰的主要接待单位为政府外交部和科技部
,

代表团到达之后
,

在外交部会见了科工

部
、

农渔部
、

林业部
、

贸工部
、

皇家学会
、

大学基金会
、

能源部
、

外交部等政府高级官员
,

他们分别

介绍了新西兰的有关科技发展状况和各部的科技管理情况
,

对代表团来访
,

表示热烈的欢迎
。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玛西瑞大学工程学院 ( M A ss E Y )
,

科工部帕儿莫斯顿 ( aP l m e sr ot )n 研

究中心
、

化学研究所
、

核技研究所
、

测绘所
、

地球物理所
、

工业加工研究所
、

工程与物理研究所和

奶制品加工厂等
。

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受到各有关单位十分友好和热情的接待
。
通过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两

国 科技界的相互了解
,

广交朋友
,

促进合作
, “
为寻求友谊

,

经验
、

合作而来
”
的 目的

。

访问获得

了圆满成功
。

一
、

新西兰的科技概况

新西兰 ( N
e w z e al an d ) 位于太平洋西南

,

由南 北 两个大 岛 及一 些小岛组成
,

全国面积

26
.

87 万平方公里
,

人 口 3 25 万人
,

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 1
.

2 万元
,

人均每周平均工资 3 n 元

(约 1 67 美元 )生活费用便宜
,

盛产羊毛
,

毛线 (全毛 )大约每公斤 20 一 30 元
,

每周工资大约能买

10 公斤毛线
。

新西兰经济以畜牧业为主
,

畜产品占新西兰 出口 总值的 5 3 多以上
,

森林
、

草原资源丰富
,

地热开发技术先进
。

新西兰政府设有科学和工业研究部
,

这是最大最集中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

在奥克兰
、

克

赖斯特彻奇
、

北帕默斯顿等地区有很多研究中心或实验基地
。

该部主要从事应用研究
,

重点是

农业
、

牧业
、

林业
,

同时也重视资源调查和开发工作
,

及基础科学如生物
、

海洋
、

物理
、

化学
、

原子

能利用等的研究工作
。

科工部主要任务是根据政府的总政策制定并执行科研计划
,

对各工业单位
,

政府各部门及

其它组织的研究机构进行支持
,

为国内外培养科技人才
,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

对国内

外开展科技交流和出版研究报告
、

书刊等
。

科工部下设 24 个研究所和 12 个研究会
,

还有中央管理的情报和联络机构
。

新西兰有一个负责科技方针政策的高级参谋机构— 全国科研顾问委员会
。
它主要是根

据政府关于经济发展 目标的要求
,

对科学技术的方针
、

政策和优先次序提出咨询意见
,

向科技

部长报告
,

由内阁政府审议
。
同时

,

对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私营企业提出要求和建议
,

进行调查

研究
,

提出咨询意见
。
委员会成员由有影响的科学家

、

实业家和三个政府部门 (农渔部
、

科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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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政部 )的负责人组成
,

主席由政府任命
。

新西兰政府的科研经费分别由政府几个部门掌握
,

这些部门都向科工部负责
,

有时也向内

阁负责
。

新西兰目前正在制定一些政策性措施
,

旨在减少政府的开支
,

使科研单位的研究方向

能更集中地服务于工业单位
。
目前科研单位对这个思想还不能完全接受

。

科研工作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研究所
,

在一些领域
,

特别是与本国资源有密切关系
,

居子世

界领先地位的领域
,

如农业方面
,

园艺技术
、

地震学研究
、

地热利用
、

森林开发技术
、

南极研究
、

草原
、

优种羊
、

奶制品技术等
。

新西兰对外开放
,

欢迎国际合作交流
,

积极引进适于本国特点的国外技术
。

中国的称猴桃

在新西兰有很大发展
,

鹿茸
、

苹果
、

梨等都在引种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

新西兰的科技 目标非常明确
, “

要用科学工作为新西兰发展做贡献
” ,

即促进科学与技术为

新西兰发展服务
,

他们的方针是
: “
发展

、

保持和应用科学为新西兰的经济社会发展利益服务气

对于一般科研项 目质量是通过同行评议组织系统决定的
,

有些项 目也取决于委托单位
。

经

费管理比较严格
,

用电脑管理
,

主管部门有权根据情况逐年进行调整
。

一般项目经费都有两个

来源
,

即自筹的经费及政府资助的经费
,

政府资助的一般都是三年
,

每年平均下降 5 外 ;工业资

助的项目占 35 多
。

一般政府部门都有一项科技发展计划
,

决定各部门的资助重点
。

大学的科研是由大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
,

全国共有 7 所大学
, 7 万名大学生

, 3 0 0 0名教师
,

大学教师有 30 一钧 外时间搞科研工作
,

研究生要参加研究工作
。

大学的科研经费有三种来源
:

1
.

大学 自筹 ;

2
.

与工业界签订研究合同 ;

3
.

政府提供资助
。

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与大学商谈研究课题
,

每 , 年与政府谈判一次
,

为大学争取经费
,

为

全国 7 所大学分配基金
。

对大学的研究课题申请者
,

委员会都要进行面谈
,

同一个学校有几个申请者
,

所在单位领

导要提 出意见
,

排队选优
,

一万元以下的项目不予考虑
,

对较大项目
,

要求大学内的委员介绍情

况
,

资助的设备归大学所有
。

委员会鼓励大学自己找经费来源
,

提倡联合资助
,

分享成果
。

一般都是大学先向公司寻求

经费支持
,

如不够
,

则再向委员会申请
。 19 8 6 年共有 2 06 个申请项 目

,

申请经费 7 40 万元
,

批

准 1 6 0项
, 3 5 0 万元

。

皇家学会是最高的学术机构
,

有 58 个集体会员
, 1 8 0 0 0 名会员

,

下有学部
,

主要是搞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
。

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发展科学
,

评选会员
,

承认科学家的成就
,

评奖
,

资助青年

科学家初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请国外专家讲学
,

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联合研究
,

组织国际研讨

会等
,

还出版刊物
。

二
、

科技工作结合本国资源优势成就显著

新西兰利用本国资源作长期
、

大量
、

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
,

对发展本国经济做出了特殊的

贡献
,

现举例说明
。

农渔业
:
这个领域的科技方针十分明确

,

即防护— 保证新西兰农
、

牧业不受国外 疫病感

染
,

加强防疫研究 ;质量— 保障出国产品符合进 口国的要求 ;提高生产效率
,

办示范农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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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关于土壤微量元素的作用研究导致新草种的发现
。
如具有固氮性质的三叶草

,

对发

展畜牧业作出了具体贡献
。

草原研究所利用分子遗传学
、

分子生物学不断培育适应新需要的

草种
。
根据植物营养学研究土壤中元素是怎样被植物根吸收并促进植物生长的机理

,

解决种

草需要肥料的问题
。

此项成果导致黑麦草改用豆科三叶草
,

每年增加的效益相当 20 亿元
。

这

个所对草有极深人的系统的研究
,

设有草原基因库
、

种子库
,

为使农 民了解研究工作
,

大约为 7

个农场
、

种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

每年接待 12 0 0一 1 5 0 。人到研究所参观
,

他们想的是
,

怎样使

服务对象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
。

参观中我们发现
,

不同用途
、

不同地区
,

都有相应的草种适宜
。

( 2 ) 开斯米羊毛 ( C
a hs m e )

。
这种毛很细 70 一 8如

,

是最贵最流行的品种
。
由于新西兰

气候潮湿
,

一般羊毛较粗
。
研究发现一种激素

,

在冬天不剪毛而进行疏理
,

可产这种细毛 ;但产

量很低
,

每只羊每年只有 1 00 克 ;进而又研究出两种羊杂交
,

培养出一个新的羊种
,

叫 C as h g o r a

产量提高到 1公斤
。

( 3 ) 无性组织繁殖— 微型培养技术
。

这一科学技术用于林业特别有效
。
新西兰原始森

林资源所余不多
,

本土树种生长很慢
,

难于管理
,

满足不了要求
。

所以 20 世纪初开始引进树

种
,

人工造林
,

经多年试种优选出美国辐射松
,

从 1 9 19 年到 19 3 5 年人工造林 30 万公倾
,

解决

当前国家对木材的需求
。

现在人造林提供木材量 占全国的 95 多
,

而种植面积只 占全国的 4 多
。

辐射松从种植
、

管理
、

加工变为产品
,

都是新西兰研究的
。

现在年产 1 0 0 0 万 M
, ,

有 40 多供出

口
,

预计到 2 0 0 0 年产量将翻一番
,

现在已开始寻找国外市场
,

中国是 目标之一
。

林业研究所从

对天然林进行调查开始
,

研究木材产量对生态结构的影响
。
无性组织繁殖

,

是把有价值树种进

行细胞培养
,

坯胎繁殖
,

长出枝叶后移栽土壤中
。

坯胎繁殖技术每 4 天增加一倍
,

一个坯胎培

养一年相当于六吨种子的产量
,

一个培养皿一年可产 1 6 0 0 万株树种 ; 一个幼芽放一个营养皿

中就是一个人工组织培养源
,

可 以冷藏保存一年
,

采用这种技术大大加快了人工林的繁殖
。

(钓 汽车燃用压缩天然气
。
新西兰正逐渐 以天然气合成汽油和压缩天然气直接作为汽车

燃料
,

可降低成本 40 并
。

现在 已有 11 多的汽车用压缩天然气
,

全国有 20 沁 的加油站可以灌

装压缩天然气
。

汽车从燃油改为燃气改装费用很低
, 6 个月即能回收改装费用

。

(约 地热发电并从地热水中提取黄金
。

新西兰全国地热发电量占 4 一 , 多
。
罗托鲁阿地

区有一个 9万 K W 的地热电站
,

这个电站有 60 口地热井
,

每小时出热水 5 0 0 0 吨
,

其中 20 多

蒸汽 ; 热水中含金 10 P P B ,

通过减压膨胀在减压口 处沉积
,

沉积物中含金 , 务
、

含银 20 多
、

2 0务铜
,

一 口井 4斗天出金 1 50 克
。

地热发电比煤电成本降低 25 多
,

地热电站建设成本与水

电站相当
。

( 6 ) 防震技术
。

新西兰火山多
,

地震频繁
,

在防震研究上有独到之处
。

如震前监测仪器
,

建

筑物防震技术
,

隔震措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
他们采用三种途径增加建筑物的柔性

。

① 隔震措施 ;

② 加强结点结构 ;

③ 阻尼装置
。

工程物理研究所开发的专门抗震技术有
:

i( )
`
柔性垫 (纯橡胶垫 ;加层胶垫 ;加层胶垫中间加铅 )一般 放在柱基下面

。

( ii) 滑动防震

ii( 均 摆动隔震— 踏步式用于质量集中于上部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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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长柱隔震— 用于基础上层
。

(见图 1 )

图 1 N s F c 代表团参观基础隔震技术研究装置

( 7) 超导材料
。

工程物理所已研制出液氮温度下超导材料
,

磁学及电磁切割效应
,

计划两

年之内达到实用
。

( s) 食品加工
。

特别是奶制品加工
,

技术高
、

成本低
,

适应世界各地市 场需要的品种
,

羊
、

牛饲养科学化
,

不同的发育时期给予不同量的饲草
,

供给不 同的营养
。

水果蔬菜保鲜等都有很

先进的技术
。

三
、

几 点 体 会

新西兰的科技工作很有特色
,

访问中给我们的突出体会是
:

1
.

新西兰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 “
促进科学与技术为新西兰的发展服务

”
和中国的经济建

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一致的而且已付诸实施
。

2
.

新西兰利用本国资源做了长期的
、

大量的
、

系统的研究工作
,

对发展新西兰的经济作出

了很好的贡献
。

充分利用气候温和
、

温差很小
、

雨水充沛
、

南北半球的季节差别
、

大量发展了新

西兰的特产
。

在畜牧
、

农
、

林等方面精益求精
,

新品种
、

新指标
、

既有长期的设想
,

也有短期的安

排
,

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

我们接触到的范围内科研与生产结合
,

为生产服务非常明确
。

科研的

动力
,

一种是来 自市场的推动
,

一种是主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二者都很重视
,

来自市场的需求

更重要
。

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作了很大的努力
,

各研究所分工明确
,

专业性很强研究单

位之间很少重复
,

为了共同的 目标互相衔接的很好
。
我国在科研方面重复是很大的问题

,

尤其

是低水平的重复是不必要的
。

3
.

新西兰非常重视出口 贸易
,

现在已达到每年人均 2 0 0 0 美元
,

而且还在增加
。

这关系到

新西兰的生存问题
,

靠科技提高产品水平
,

提高竞争能力
。

我国现在执行开放搞活方针
,

也必

须立足世界市场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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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新西兰的研究单位很注意信息交流
。

许多研究所都与世界联机
,

国内形成网络
,

出版物

很多
。

有针对科学家的论文期刊
,

有针对教师面向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的通俗读物
,

有专供公

众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
,

也有专供新闻广播用的宣传材料
。
因此科研工作

,

科研成果
,

新技术

等很快得到了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

这对争取科研经费是大有好处的
。

5
.

科技管理工作效率高
,

后勤支持条件好
。

有的研究所设备不是很好的
,

历史也不长
,

但

成果很多
,

设备利用率高
。

6
.

对几项很有特色的科学技术工作我们很有兴趣
,

如 “
草的研究与牛

、

羊的饲养和奶
、

肉品
生产紧密联系一条龙

” , “
培养新品种

” , “
人工森林

” , “ 抗震技术
” 、 “
地热利用

” 、 “

南极考察
” 、 “
园

艺
”
等都很先进

。

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可以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

特别是新西兰草原所
、

愿为北京绿化培育一种合适的草坪
,

双方约定下一次到北京进一步

商谈
。

I M P R E S S I O N O F N E W
一

Z E A L A N D
’

5 5 & T W O R K

—
T H E D E L E G A T I O N O F N S F C V I S I T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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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高 T 。 超导技术攻关取得可喜成果

天津大学自 1 9 8 7 年 4 月组织起全校跨系
、

跨学科的高 T c 超导攻关组以来
,

在学

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与支持下
,

在超导攻关人员的齐心努力下
,

该校的高 T c

超导技术攻关已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
。

天津大学承担的全国超导中心
“
高温超导

单晶生长及超导机制研究
”

课题已全面开展工作
,

并探索到单晶生长的一些必备外

界条件和合成单晶生长材料的一些内在的影响因素
,

为尽快生长出高温超导单晶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

另外在高 T c
研究方面

,

自 1 9 87 年 5 月份以来
,

先后烧制了一系列零电阻温度为

9 1 K ,

93 K稳定的 Y 一 B a 一 C n 一 。 系超导体材
。 19 8 7年 8 月初烧 制 出 稳 定 在 97 K 的

E u 一 B ` 一 c u 一。 超导体材
。

( 8 月初校内测 1 0 1K 并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存放
,

二个半

月后 11 月 30 日到中科院物理所复测
,

零电阻温度为 97 K ) 今年元月 12 日烧 制 的

零电阻为 9 8
.

8 K 的 E u 一

aB
一 c u 一 0 超导体材

,

经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测定表 明 T 。
和

M ies
s en :

效应两项特 性 指 标 均 达 国 内最 高水平
。

与此同时
,

学校还有重点有分工地开展了
“
改善超导材料内部组织间的弱联接

的研究
” , “ 进行超导体内部组织结构界面分析与研究

” , “ 利用渗杂或其它元素取代

方法提高超 导 材 料 T c , T c

的研究
” 、 “
进行实验室条件下的超导技术应用基础研究

”

等众多的研究项目
。

如薄膜材料
,

各种异型超导材料的制备
、

超导轴承
、

超导电机
、

非

晶态超导材料
、

超 导材料焊接
、

超导电子器件等研究工作
。

有些已取得初步进展
。

(天津大学科研处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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