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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努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

组织和管理工作

林 奕鸿 陈国清
(华中理工 大学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
,

我校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

几年来
,

我校获得基

金资助的课题 (包括原中科院基金资助在内 )总计已达 2 11 项
。

在基金资助的重大项 目中
,

我

校负责牵头 l 项
,

二级项目 4 项
,

三级课题 9 项
,

重点项目 1项
,

国际合作资助项 目 8 项
。

从

1 98 6 年至今
,

资助经 费累计达 677 万元
,

成为我校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的重要来

源
。

有力地推动了我校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

促进了我校的学科建设
,

对于我校教学与科

研的结合
、

教学质量的提高
,

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和高水平科技人员的培养均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

基金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抓住发展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关键技术问题
,

经过认真调查与分

析
,

组织了
“

机械制造的若干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

重大项 目
,

于 19 88 年召开了较大规模的专家

论证会
,

19 89 年立项实施
,

并决定成立了这一重大项目的学术领导小组
,

由我校黄树槐校长任

组长
。

19 90 年 3 月
,

由材料科学部主持
,

邀请了项 目外专家 or 人
,

对本重大基金资助项目的

执行情况
,

进行了年度检查和评比
。

一年多来
,

我们对重大项目的前期准备
,

论证
、

评审及后期

管理
,

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和认识
。

一
、

抓住关键基础技术选择重大项目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支持的项目是为了解决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进行的技术基础研

究
。

这些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不但具有现实意义
,

而且有其长远意义— 为技术发展奠定基

础
。

我们申请的
“

机械制造的若干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

项目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关键技术
。

一是数控基础理论综合技术研究
,

数控技术 N C 的出现和发展
,

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产

品的面貌
。

它作为一种技术密集
、

知识密集
、

资料密集的实用技术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愈

来愈巨大的作用
。

而 N C 技术
,

其本身又是微电子技术
、

计算机科学
、

自动控制科学
、

监控检

测技术与传统机械加工技术深度结合的机电一体化高技术
。

N C 技术的发展对于发展我国科

学技术和传统产业都是十分重要的
。

事实证明
,

数控技术的研究
、

开发与应用可使机械加工装

备实现高性能和多功能
,

提高可靠性和灵活性
,

改善产品设计方法及其结构
,

降低物耗和成本
,

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
,

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N C 技术的应用还会促使机械加工行

业的产品结构
、

生产方式
、

管理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
。

以数控装备为基础进一步向柔性制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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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F MS )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 CI M) s方向发展
,

可成倍缩短产品制造周期
,

使生产成本降

低 4 0一 50 %
,

从而获得更高的综合效益
。

由于 N C 技术有如此特点
,

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

视其基础研究和应用
,

进展十分迅速
,

不断推出新的系统
。

例如 日本
,

19 88 年其加工装备产值

数控化率已达 67 %
,

起步较晚的南朝鲜 ( 19 70 年才开始有机床工业 )产值 N C 率达到 34
.

4%
,

而我国仅 6
.

巧%
,

差距甚大
。

究其原因
,

是我们对 N C 的基础技术研究重视不够
,

对研究成果

如何迅速转化为产品
,

下力气不够
,

在国际合作方面
,

注重引进
,

忽视消化
。

因而使我们与国外

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

为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

冲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
“

禁运
”

和
“

制裁
” ,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 N C 技术产业
,

进行数控技术的关键核心技术— 数控系统及伺服系统

的基础研究
,

意义十分明显
,

这就是我们选择此项 目的全部出发点
。

二是精密和超精密关键技术的研究
,

它对于国防计算机
、

仪器仪表工业中提高关键精密零

部件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
,

减少废品率
,

提高生产效率
,

降低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

超精密技术

主要包括超精密切削机理及超精密金刚石刀具
、

加工精度在线检测与多因素误差补偿
、

高精度

高频响长行程微位移装置等三项关键技术
。

三是电流变技术
,

该技术在工业上有广泛白匀左用前景
,

对于发展汽车技术中的无磨损离合

器
、

阻尼可控减振器及各种无级调速装置
,

对于在液压系统中取代部分液压电流变液体作为气

体和液体的良好密封材料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而电流变这一新技术与高分子

化学
、

流变学
、

电子
、

机械等学科密切相关
。

因而
,

该重大项 目涉及的多个学科领域和基础技

术
,

是机械制造中若干关键基础技术
。

二
、

做好项目的先期酝酿和研究是申报项目获得批准和顺利完成的重要前提

重大项 目的 申报和研究
,

必须具备先期研究的基础
,

切实保证了申报项 目既有重大意义
,

又具备必要的技术基础
、

物质基础
,

这是项目下达后
,

能顺利进行的前提
。

早在我们申请这个项 目的 19 8 7 年之前
,

就在校内建立了一个跨系的数控技术开发中心
,

其任务是统一协调和领导全校数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中心专职编制 40 多人
,

并建立 了中心

实验室
。

到目前为止
,

已有价值 4 0 多万美元和 30 多万人民币的先进实验设备
。

中心采用灵

活而多层次的运行机制 : 一种是研究题目全部由中心专职人员承担
,

另一种是由系
、

教研室有

经验的教师与中心的青年教师共同承担
,

工作地点在中心 ;第三种是中心提供经费资助
,

并派

出少量人员参加组成课题组
,

工作地点在各教研室
。

通过这三种方式
,

将学校内从事数控的力

量集中成一个整体
,

紧张而有序地研究
。

这样
,

在重大项 目申请前
,

就已研制开发出与数控技

术有关的产品 巧 种
,

其中突出的项 目有卧式
、

立式加工中心
、

C N C 曲轴轴颈高速磨床
、

微机

三座标数控编程系统
、

1250 吨
,

800 吨水压机微机控制系统
、

异步电机矢量控制变频调整装置

等
。

与此同时
,

我们进行有关数控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并还总结与撰写出多篇高水

平的理论文章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

在研究中坚持科研与实验基地建设相结合
。

已拥有

了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数控实验室
、

自动控制实验室和校属机械厂
、

电子设备厂等一批生产实验

基地
。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既有核心又有外围的群体
,

并且出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理论和技

术成果
,

我们才敢于向国家基金会申报项 目
,

在项 目批准后
,

能够迅速开展工作
,

并取得重要进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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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发挥多单位协作优势
,

共同攻关

要完成理论难度大
,

综合性强
,

涉及多学科的课题
,

必须联合有关单位共同攻关
。

基金会

材料与工程科学部的负责同志
,

亲自深人到清华大学
、

华中理工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国防科

技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
,

察看前期工作及队伍情况
。

认为 : 哈工大在超精

密切削
、

金刚石刀具方面 ;清华大学在精密砂带磨削
、

汽浮导轨与微位移装置方面 ;国防科技大

学在加工精度
、

在线检测和误差补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果
,

于是请这三个单位联合

承担超精密加工关键技术的研究
。

北京理工大学与中科院化学所在电流变研究方面具备一定

的理论
,

技术与设备基础
,

可以承担电流变技术的研究
。

而我们华中理工大学多年来发挥多科

性大学的优势
,

进行了数控基础理论与综合技术的研究开发
,

在计算机通用数控系统
,

新型交

直流伺服驱动系统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取得了许多成果
,

可以承担数控基础技术的研究
。

于是
,

决定由我校牵头
,

联合了在不同方面各具优势的哈工大
、

清华
、

国防科技大
、

北京理工大

学及中科院化学所等 6 个单位
,

共同承担这个课题
,

形成了完成课题的综合优势
,

并且经过协

商
,

成立 了本重大项 目学术领导小组
,

从而为完成这一重大项 目提供了组织保证
。

四
、

组织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

完成这项重大课题
,

不仅要发挥有关单位的优势
,

协同攻关
,

而且各单位在承担各课题中

必须有一支老中青结合
、

专业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
,

特别是挑选不仅在业务上是骨干
,

而且组

织能力强
、

作风民主
、

又能以身作则的人作为核心领导成员和子项目负责人
。

我校在这项研究中承担了两个子课题 : 一是
“

通用数控系统
” ,

二是
“

新型交流驱劝及其控

制系统
” 。

以校数控技术中心为核心组织了机一系
、

机二系
、

自控系
、

电力系
、

计算机系等有关

专业参加
。

这两个子课题中有教授 4 人
,

副教授 13 人
,

讲师 6 人
,

助教 3 人
,

博士生 1人
,

技术

人员 l 人
。

从年龄上看
,

60 岁 l 人
、

SG一 5 5 岁 10 人
、

4任一4 9 岁 7 人
、

3 0 岁以下 10 人
,

从而形

成了不同专业
、

不同层次组成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强有力的科研梯队
,

在课题组内
,

根据各人的

特长
,

合理分工
,

团结合作
,

齐心协力
,

发挥了群体优势 ; 同时
,

通过科研带出了一批年轻的业务

骨干
。

五
、

定期检查评比
,

进行动态管理

对每一个子课题
,

在项 目开始时
,

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进度是远不够的
,

为了保证项 目

能顺利执行
、

还应定期的进行汇报
、

交流
、

检查
、

评比
。

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

项目执行中的好经

验
、

存在的问题 ;交流所取得的技术进展
,

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 ;评比各课题在过去一段时间的

活动情况
,

取得的成果情况
,

下一阶段安排等
。

对工作抓得紧
、

成绩突出
,

按计划进度执行好

的
,

给予奖励 ; 对工作抓得不紧
、

成绩不理想的
,

分析其原因
,

提出补救建议
,

发挥整个项 目成员

力量
,

及时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
。

199 0 年 3 月
,

材料科学部聘请了项目以外的 or 位专家进行了第一次检查
,

由各子课题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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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研究工作进展及取得突破
,

项 目外专家对其理论和技术进展
,

进行认真的评审
,

无保留地提

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

最后专家们根据各子课题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排序
、

评分
,

学术领导小组

根据评定结果报请学部
,

从项 目动态管理费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增拨经费
,

以资鼓励
。

此次评

议
,

由于专家们熟悉各子课题内容及发展动向
,

关键技术
,

因此评审会实质上成为一次生动活

泼的学术讨论会
,

技术方案讨论会
,

使七个子课题负责人明确方向
,

增强信心
。

大家认为定期

评议
,

动态管理是促进项 目开展的好方法
。

我们拟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于 199 1 年上半年评议

时
,

重点放在技术深度及技术总结方面
,

使每次评议都有新的目标
、

内容
。

六
、

引入竞争机制
、

鼓励并支持创新

重大项目具有既面向实际
,

同时又具有基础性研究的探索特点
,

因而在研究中必然会有不

同理论
,

方法的争议
。

对不同的意见
,

不应压制
,

而应鼓励探索
,

正确引导
,

引人竞争机制
,

以增

强活力
。

我校承担的交流伺服系统子课题
,

校内有自控系和电力系两个科研组都在开展研究
,

他们各有特长
,

校领导没有采取支持一个压一个的做法
,

而是两个课题组都给予支持
,

在研究

过程中定期组织交流
,

评比
,

鼓励竞争
,

其结果两个科研组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
,

取得了可喜成

果
。

自控系科研组伺服系统采用数字式结构
,

硬件简单
,

软件灵活 ; 电力系科研组伺服系统采

用模拟式结构
,

与现有系统容易替换
。

这两个系统都是当前交流伺服研究的重点
。

现在我们

已把前者成果转移到校办电子设备厂进行中试生产
,

1990 年的产量将达 30 套
,

预计 1991 年

生产 200 套
。

这样
,

我们实际上已把此项研究推进到产品化阶段
。

我们深深体会到在研究中

引人竞争机制
,

只要引导正确
,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

就会加速研究工作的进展
。

正是由于我们在重大项 目的实施中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

联合有关单位联合攻关
,

组成了

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

形成了合理的研究梯队
,

实行动态管理
,

引人了竟争机制
,

并鼓励创新
,

因

而项 目进展较为顺利
,

我校承担的两个子课题在年度评议中均获得好评和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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