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期 师昌绪 : 自然科学基金推动了我国超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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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科学基金在我国超导研究发展中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为了增强我国在超导

研究中的国际竞争能力
,

促进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着重支持三个领域

内的工作
,

并开展一系列有关的活动
。

19 87 年 是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

中国和美 日三国科学家率先研制 成 功 了

液氮温区的新型超导材料
,

形成了从人类发现超导现象以来 70 多年中最大的一次突破
。

历史的镜头呈示着我国对超导研究工作的重视
。

早在建国初期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就成立了低温物理研究室
,

从研制氦液化器开始
,

开展了低温超导的研究
。

有些大学也成立了

低温物理专业
,

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
。
到了 60 年代

,

产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及其他一些研

究机构也相继开展了超导材料的研究工作
。 1 97 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

,

考虑到我国发展高能

加速 器和磁流发电装置的需要
,

超导材料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
。
由于国家科委进行重点投

资
,

并加强了指导和管理
,

使我国在超导材料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

在超导基础研究方面
,

自然科学基金则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自 19 8 2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
,

一直到高 T c
超导研究取得突破以前

,

由基金资助的课题共 19 项
,

投资近 1 00 万元
。
例如 1 9 8 2

年对南京大学超导器件的资助达 1 7 万元
,

成为当年数理学科中的第 2 号大项 目
。

这一支持使

他们的超导研究组得以装备起来
,

并加快了研究工作
。

在这次高 T 。 超导角逐中
,

成为世界上

最先在高 T 。 超导材料上实现约瑟夫逊结效应的单位之一
,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

他们的研究

成果
,

为进一步研制高 T 。
量子干涉器等超导器件打下了 良好基础

。 1 9 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成立时
,

正值国际上新超导材料探索处于低潮
,

从事超导研究的人员纷纷改行之际
,

基

金委却坚持对超导研究给以一定强度的支持
。

物理所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都

得到了重点资助
。
如物理所的

“ 超导薄膜研究
” 未能列人

“
七五

”

攻关
,

濒临下马
,

但因得到基金

资助
,

使他们的超导研究得以稳定下来
。

因超导研究而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称号的赵忠贤

教授便在这个组从事研究工作
。

更应指出的是
,

中国科技大学张其瑞教授早在瑞士科学家缪勒

等有关氧化物高 T 。 超导文章发表以前
,

就向基金委提出
“
关于新型氧化物超导材料

”
的课题

申请
,

经过评议
,

得到专家们肯定
,

给以重点支持
。

这都 说明基金工作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

19 8 7 年初
,

当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北京大学在高 T 。 超导体的研究相继出现重大突破以

后
,

基金委的领导分别到现场作了调查研究
。
当时不少科技人员反映研究经费十分困难

,

影响

工作的进行
。

同时
,

中国科技大学也送来了要求资助的报告
。

为此
,

基金委经过研究后决定拨

一笔专款
,

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

从这件事可以说明基金工作的灵活性
,

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

作用
,

至今
,

这些单位的科技人员仍念念不忘基金委在他们十分需要经费的时侯所给予的支持
。

在国家超导领导小组建立 以后
,

高温超导研究列为
“

国家七五攻关
”

项 目
,

投资强度远比基

金所能给予的支持强度高得多
。

为此
,

委内外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看法
,

一是既然国家已有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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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
,

基金委就不必再资助这方面的项目 ;二是基金委根据自己的特点
,

自行其事
,

不必受外界

干扰
,

三是与国家超导专家组进行协调
,

各有侧重
,

基金委继续为发展我国高温超导做出贡献
。

经过研究
,

认为攻关项 目具有具体目标
,

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的 ;而基金是支持具有新概念
、

新构思的项 目
,

是面向全国
,

有不受现有体系限制的特点
,

因而决定采用第三方案
。

为此
,

基金

委成立了超导领导小组
,

加强对超导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

同时
,

加强与国家超导领导小组的联

系
,

进行合理分工
。

今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对超导研究资助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

( l) 高温超导机理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

( 2 ) 高温氧化物超导材料的基础问题研究 ;

( 3 ) 高温氧化物超导器件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 ;

( 4 ) 更高温超导体的探索研究
。

为了使我国超导研究有一个比较雄厚的基础
,

保持在国际上已取得的地位和做出更多的

成果
,

基金委将采取以下措施
。

(一 ) 开展学术活动
,

提高现有人员水平

高温超导体的问世为其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但同时又给理论物理界带来了困惑
。
原

有的理论已不够用了
,

各国科学家进行了新的探索
,

陆续提出多种理论
,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

面
。

我国科学家在智力上有很大的优势
,

应该得到发挥
。

为此
, 1 9 8 7 年 10 月基金委在苏州 召

开了第一届高温超导理论研讨会
。

有 4 0 位中青年学者参加
,

包括我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专

家和教授
。
会上共提出报告 14 篇

,

它既反映了我国在高温陶瓷超导理论研究方面已较快地取

得的进展
,

也表明了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

特别是与实验结合不够密切
。
为了使更

多青年科学家对现有超导理论有一个更深人的了解
,

提高研究水平
,

基金委资助中国高等科技

中心理论物理分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 19 8 8 年 1 月举办了超导理论报 告 讨论

会
,

有 80 多名博士或硕士研究参加
,

聘请了国内造诣较深的学者讲课并进行讨论
。

在 19 8 8 年

中
,

还将争取召开一次由基金委资助的国际超导理论讨论会
,

从而使我国几十名具有较高水平

的中青年超导理论家能在国际会议上进行较量
。
同时

,

经与国家超导小组及有关部门协商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将支持少数学者参加国际超导会议
,

从而使我国超导研究水平向全

世界看齐
。

(二 ) 继续支持超导研究课题

在超导热到来之后
,

超导研究发展十分迅速
,

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单位增加很快
,

出现很多新思想
、

新见解和新的实验现象
,

但因缺乏经费而不能继续下去
。
基金委宣布打破正

常申请和审批的程序
,

采取了特殊措施
。
经过超导专家小组的评议

,

较快地确定了一批课题
,

它们与国家攻关课题互为补充
。

今后
,

基金委仍将按照前面所列举的重点进行资助
,

纳入正常申请轨道
。

在将近一年的超导热潮之后
,

目前关于超导的研究已进人稳定发展阶段
。

一方面对已发现

的现象进行深人的研究
,

提出新理论
,

对进一步的发展指出方向 ; 另一方面对已有成果设法达

到实用化
,

寻找切实可行的工艺途径
。
当然

,

与此同时
,

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弃对常规超导材

料的研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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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在京成立

由中国著名科学家
、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担任会长的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 4 月 8 日在

北京成立
。

这个科技促进会将团结国内外的科学家
、

教育家
、

企业家
、

实业家
、

管理专家和工程技术专

家
,

把科技发展和经济振兴密切结合起来
,

促进国内外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合作
,

提高科学技

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将接受国内外政府
、

团体
、

企业
、

个人对科技事业的捐赠
,

并尊重捐赠

者的愿望
,

用于特定的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发展之目的
。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聘请方毅
、

谷牧
、

张劲夫等几位同志为名誉会长
,

由周光召
、

黄辛白
、

张寿
、

郭树言
、

胡兆森
、

张培容同志任副会长
。

为了支持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开展国际咨询运动
,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决定成立 中国

国际科技咨询开发中心
。

4 月 8 日同时宣布正式成立并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

(辛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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