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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至此
,

经赵柏林教授等不断攀登
,

不断更新换代
,

不仅填补了我国在微波遥感这一领域的

空白
,

而且使我国的这项工作跨人世界先进行列
。

赵柏林教授的《微波幅射计及其环境遥感应

用》专题通过技术鉴定后
,

1986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1987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

此外
,

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和大气物理所
、

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在微波遥感理论

和微波辐射计系统研制上
,

以及对地表特征和海上云雨测量等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

这

些表明
,

我国在这一领域已具有相当的研究实力
。

赵柏林教授在研制微波幅射计系列的同时
,

努力探索遥感大气特性的观测方法和反演方

法
,

用于大气湿度
、

温度
、

位势高度
,

云中含水量
,

云雨过程的研究
,

并采用了 3厘米波段的微波

幅射计和雷达联合测雨系统
,

由微机控制采样和雷达显示 区域性雨强分布
,

提高了测雨精度
,

能连续监测雨区范围
。

1989 年 2 月
,

应日本学者的邀请
,

赵柏林教授等带着最新研制的辐射

计赴日本参加由国际科联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织的
“

西北太平洋云辐射计划
”

观测
。

现今
,

赵教授又向新的目标努力
,

争取世界银行贷款
,

成立
“

国家暴雨监测与预报重点实验室
” ,

开展

对暴雨的专题探测和研究
,

寻求解决暴雨的监测与预报
,

这一我国及世界的重大难题
。

可以预

见
,

我国微波辐射计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理论研究的推进
,

能大大改善和提高灾害性天气的监视

和警戒能力
,

并为发展我国星载微波辐射计和空间微波遥感提供经验
。

微波辐射计的研制成功还将促进我国微波器件的开发和利用
,

为国防科研 (如遥感地物特

征
,

提供导弹制导参数 )
、

电波传播
、

海洋遥感等创造条件
。

北京大学在研制幅射计过程中
,

先后获得我国空军有关部门
、

国家气象局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会及上海仪器厂和北京大华无线电厂在人力
、

物力和财力上的资助
。

(罗小布供稿 管贤士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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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曙光的先导和基础

— 记
“

8 63
”

发展计划成果展览新概念新构思展台

今年 4 月 19 日
,

我国
“

8 63
”

高技术发展计划 5 周年成果展览会在北京揭幕
,

展出了我国上

万名高科技工作者在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
、

自动化技术
、

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 5 个领域
“

七

五
”

期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

我国科技人员在推进高技术研究和发展的技术产业中作出的杰出贡献为世人瞩目
,

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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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国家高技术领导小组为了加快我国高技术的发展
,

增强后劲
,

在理论上和概念上不断有所

创新
,

有所突破
,

决定在
“

8 63
”

计划中拨出一定数额的经费用于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研究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实施
。

为此
,

该委员会组建了精干的工作机构
,

通过发布《项

目指南》
,

指导
、

支持科学家根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目标和方向
,

开展科学思想独特
,

新

颖的科学探索
,

为高技术发展计划 目标的实现提供创新理论和新技术途径
,

跟踪世界科学前

沿
,

为 20 00 年以后的高技术发展提供科学储备
。

“

86 3
”

计划成果展览会设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大楼内
,

走过序厅
,

首先映人眼帘的就是高技

术
“

新概念新构思
”

展台
。

尽管展台场地只有几平方米
,

但参观者却被在这里展出的许多具有

重大科学意义的突破性成果所吸引
,

久久不愿离去
。

国家主席杨尚昆盛赞沈阳农业大学刘荣

秀首创的鸡瘟胚期非注射免疫法是
“

从鸡蛋里挑出了金子
” 。

诱人的农作物增产新途径

用离子束注入水稻诱变育种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
。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

所余增亮副研究员及其研究集体和安徽省农科院承担的
”

离子注人水稻诱变育种生物效应研

究
”

探索离子束诱变育种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运用灵活的运行机制
,

及时

支持其开展探索性研究
,

工作取得进展后
,

科学基金委员会立即组织专家论证评审
,

正式立项
,

列为重点项 目
,

给予了强度较大的支持
,

从而促其迅速取得了开创性的重要成果
。

该项研究结

果表明
、

离子束注人诱变育种效果十分显著
,

育成的三个高产
、

矮杆
、

抗病水稻广亲和新品系通

过了专家鉴定
。

其中的早釉优质
、

抗白叶枯病的高产品系经省区百亩大田试种
,

平均亩产达

46 0 公斤
,

最高亩产达 5 58 公斤
,

比同熟期对照品种增产 13
.

6 % 以上
,

展示 了喜人的增产前

景
。

同时经在豆
、

棉
、

蔬菜等多种作物试验
,

都具有明显的抗病
,

早熟
、

高产等优势
。

余增亮等

在世界上首创了一条粮食和其它作物增产的新途径
,

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重视
、

将为农作物的

大幅度增产开辟喜人的前景
。

陶瓷活性人工骨

经基磷灰石生物活性人工骨的问世
,

给骨损伤患者带来了福音
。

这种新型骨修复和替换

材料
,

用于修复破损的脊椎骨
,

已使多年瘫痪的患者康复 ;用于下颊或鼻鞍增高等美容术
,

已使

许多爱美的中青年变得更加俏丽
,

而且不会发生传统材料整容后 出现的材料移位及皮肤发亮

等有损美观的副作用 ;用于制作人工种植牙
,

植人牙槽骨后不再需要塑料牙托或钢丝定位
,

犹

如人的自然牙一样美观舒适
。

这种人工骨的新奇之处是能够和原骨结合成一体
,

形成牢固的

骨性结合
,

这也许就是它的
“

活性
”

之所在
。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
,

这种人工骨竟然是一种陶瓷材料
。

普通陶瓷材料缺乏强度和韧性
,

四

川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的张兴栋教授等对其进行补强增韧的基础性研究
、

由于他们的不懈努

力
,

才使得这种生物活性材料得以问世
。

理想的人工骨材料被称为
“

未来材料
” ,

一直是人类为之努力奋斗的 目标
。

展牌上的成果

告诉我们
,

我国的人工骨材料研究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列
。

鸡瘟的克星

鸡瘟是养鸡业的大敌
。

目前世界上所采用的鸡瘟免疫都是在鸡出生后进行的
。

这就难免

使初生雏鸡接触病源
,

或因注射疫苗产生应激反应而发生生产性能的波动
。

沈 阳农业大学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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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秀副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
,

深人研究鸡胚期免疫发生的基础理论
,

进行鸡胚

卵黄囊造血期血细胞发生
、

分化规律及其形态学观察
,

探索胚期免疫细胞的发生及其免疫应答

规律
。

首先发现了禽类
“

卵黄囊
”

造血期可产生具有免疫功能的 T
.

B 淋巴细胞某些标志的淋

巴株细胞
,

揭示了受体的构型及动态形式
,

并以此为据
,

在世界上首创鸡瘟胚期非注射免疫

法
。

此法简便
,

成本低廉
,

可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疫苗
,

为鸡瘟的有效预防带来了福音
,

可望取得

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治疗肿瘤的新途径

治愈肿瘤
,

仍是医学界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难题
.

目前用于清除体内外肿瘤细胞的药物

大多属于非生理性的
,

外源性的抑制物
。

它们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
,

给机体带来严重的毒副

作用
。

因此
,

发掘内源性肿瘤抑制物是治疗肿瘤的一个重要途径
。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

研究所吴祖泽研究员等首先在胎儿组织中发现了一类影响细胞增殖的低分子天然抑瘤物
,

它

不仅对多种瘤株细胞
,

而且对原代白血病细胞具有选择性的抑瘤作用
。

应用于临床急性粒细

胞性白血病治疗
,

取得了较好的近期疗效
。

从而
,

在揭示胚胎期的抗癌机理的同时
,

对人类肿

瘤治疗将开辟一条新的
、

有希望的途径
。

“

无刀手术
”

建奇功

核科学的发展使核技术在生物
、

医学领域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

放射治疗就是人们熟知的治

疗癌症的有效方法之一
。

但是
,

体外放射治疗对人体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

四川大学周惫伦教

授等从事的
“

川 A t

— 抗 胃癌导向药物研究
” ,

将 : 放射性核素川 A t 偶联到抗胃癌中单抗

3H ll 上制得导向药物
’ ` ’ A t一 3H ll

。

从此把核医学治疗由远距离放射治疗和短程放射治疗推

进到将放射性药物引进体内
,

导向集中在肿瘤部位对癌细胞直接进行放射治疗
,

方法简便
,

安

全
,

疗效高
,

毒副反应小
,

被誉为
“

无刀手术
” 。

实验研究表明该导向药物具有生物免疫活性
,

对

体外靶细胞具有较强的杀伤作用
,

对荷瘤裸鼠有确切的导向疗效
。

这项研究把对恶性肿瘤的

导向治疗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

为核 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为智能型机器人奠基

走进展览大厅
,

人们就会看见那位身高 1
.

1米的双足步行机器人
。

它一伸腿一投足与人

没有两样
,

可前进
、

后退
、

侧行和上下阶梯
,

真可谓身怀绝技
。

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付佩深教授

领导的研究组长期从事智能型双足步行机器人机理的深人研究的
“

产儿
” 。

他们在动力学研究

方面分析和建立 了二足步行过程的教学模型
,

综合出静态步行的步态规则及多种控制算法
。

在控制器方面
,

采用主从式三级计算机控制
,

配有通讯接 口
,

因而实现了多功能控制
。

每秒运算 4 00 0 万次的快速图象处理机

在
“

新概念新构思
”

展台上
,

天津大学电子系研制的快速图象处理机令参观者止步
。

它

象一台普通的 电视机
,

但是本领超群
。

它是由四片 T M s3 20 C 25 组成的多指令多数据流图

象处理机
,

其图象尺 寸为 25 6 x 2 56 毫米
,

精度 8 比特
,

冻结时间 20 毫秒
,

处理速度为每秒

4 0 0 0 万次运算
。

此机可以与 BI M 一 P C 微机相连
,

由微机控制它的运行
、

编辑
、

汇编
、

装人
,

存储及调试程

序
。

也可以将程序固化在 E P R O M 中
,

脱开微机也可单独运行
。

四片 T M S 320 C 25 并行处理

图象的四分之一
,

各区存贮器间有 16 行
,

图象由硬件重迭存储
,

以保证分块图象交界处的正确

处理
。

四片 T M S 320 C 25 之间设置有双端口存储区
,

串行 口
,

及 I / 0 口等通信方式
。

脱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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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有一片 T M S 3 20 C 52 作为主片
,

负责系统的管理
.

软件系统由调试诊断
、

管理程序及图象

处理软件包组成
。

此机可用于工业监测
、

交通
、

公安
、

军事
、

机器人视觉等实时处理场合
,

也可用于科研
、

教

学
,

是现代化工作与生活的好助手
。

机器人的顺应控制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机器人来做
,

如航天
、

核工业
、

排险等
。

因此
,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想攻克机器人顺应控制技术的难关
,

试图使自己的机器人具有更多的人的

本领
。

不仅可以在设有障碍物和外力作用的环境中得到成功应用
,

而且在受到环境约束时也

能操作自如
。

从 19 8 8 年 9 月开始
,

华中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黄心汉教授等进行主动式机器人顺应控制

技术研究
,

仅仅 2 年时间
,

就向人们展示了可喜的成果
。

他们于 1990 年完成了一种实用型高

精度六维机器人腕力传感器及其信号处理系统的研制工作
,

并 已将该传感器安装在

M vo e m as et --r E X 小型通用工业机器人操作手上进行了半年多的应用性实验
,

获得成功
。

该

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是没有采用传统的十字梁和竖梁结构
,

而是采用非径向三梁结构
,

从而克服

了竖梁结构在 X一 Y 轴向的应变效果差和十字梁结构存在应变梁径向效应的不足
。

该传感

器采用机载模拟信号处理
,

从而提高了信号处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

稳定性和可能性
。

实用型高精度六维机器人腕力传感器的研制成功
,

为进一步开展机器人力控和顺应控制

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

在此基础上
,

他们在机器人顺应控制技术方面采用刚度控制方式
,

即由

腕力传感器检测操作手末端执行器坐标原点的六个力分量
,

经柔顺矩阵转变为对应的位置偏

差量
,

并由它控制操作手作相应的运动
。

由于刚度控制是全方位的
,

它不需要对外部环境的描

述和提供外部环境的信息
,

从而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黄心汉教授等提出的机器人腕力传感器自动标定的方法比传统的标定方法省时
,

简便
,

对

机器人腕力传感器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

据了解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高技术新概念
、

新构思探索课题
,

在取得了一批重要

成果的同时
,

培养了一批高科技人才
。

在课题组成人员中
,

中青年占 58 %
,

博士后
、

博士和硕

士研究生占 2 4%
。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历史告诉我们 : 基础性研究是发展高技术的源泉
,

是实施
“

863
”

计划

的先导和后盾
。

高技术的发展
,

又对基础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

带动基础研究的发展
。

据了解
,

“

8 6 3
”

计划中的许多课题都是从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基础性研究逐步发展起来的
。

在
“

七五
”

期间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运用科学基金的运行机制
,

定向资助了 19 个省
、

自冶

区
、

市和 18 个部门的 101 个单位的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研究项目 576 项
。

这些项 目包括

了生物
、

航天
、

信息
、

激光
、

自动化
、

能源
、

新材料技术的基础性学科领域
。

从这次展览会展出的

成果表明 : 获得资助的科学工作者学术思想活跃
,

经过顽强拼搏
,

已取得了一大批独创性的成

果
,

提出了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新概念新构思
,

有的在科学前沿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

获得和积

累了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 有些研究项目已先后转人
“

863
”

相关课题
,

有些项 目即将转人
“

863
”

计划 ; 还有更多的成果已从不同方面推动和促进了
“

863
”

计划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
,

从学术和

基础技术上配合和支持了
“

863
”

计划的实施
。

人们参观了
“

863
”

计划成果展览会走出展厅时
,

精神大为振奋
。

纷纷议论 : 如果说 :
“

8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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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成果使人们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

那么基础性研究
,

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研究
,

则是

引来新世纪曙光的先导和基础
。

(胡 剑 郑永琴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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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撞承担的基金项目研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

使我所的科研工作呈现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

化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黄志幢

研究员领导的
“

含氮及硫的杂环化合物的合成与反应
”

研究组从科学基金实施至今
,

共有 4 个课题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

其中已圆满完成 2 个基金项目
。

今年在研的 2 个基金课题也取得较好进展
,

尤其是
“

内

酞胺并杂环化合物的合成
”

项 目
,

两年来已合成约 140 个新化合物
,

并对其波谱进行了测试和研究
,

已发表论

文 11 篇
。

据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受国家科委的委托
,

对美国的《S C I》 ((( 科学引文索引))) 19 89 年收录的我国

科技论文情况调查统计
,

黄志幢先生因发表杂环化学方面基金项 目的论文多而被列为 19 89 年被收录论文数

最多的我国前 10 名作者之一
。

黄志镬先生承担 的 3 个基金项 目 (不计今年刚开始执行的 1项 )
,

已在国内外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7 篇
。

据不完全统计
,

上述论文发表后先后接各国同行来函索取单印本 55 件
。

自 1985 年至今
,

他们先后参

加了在加拿大
、

德国
、

新加坡及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9 次
。

应国外同行的邀请
,

黄志锉先生等曾先后赴德

国
、

奥地利
、

比利时
、

瑞典
、

日本
、

朝鲜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或研究所讲学
。

他们的工作赢得了国外同行

的好评
,

随之同国外的协作与联系也 日益增强
,

如 1986 年该组为美国杜邦公司农化部提供样品作杀虫剂
、

防

霉剂
、

除草剂等的筛选之用
,

三年协议期满后又续订三年协议
,

至目前为止已提供样品约 2 00 个
。

19 88 年 日

本大少家制药株式会社要求提供该公司作药物筛选之用
,

目前也己提供样品约 200 个
。

同年
,

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所 (N IH )的 N at in n al C a n ee r Ins it t ut e 来函要求提供样品作治疗爱滋病及抗癌药物筛选之用
,

现已提供样

品约 60 个等等
。

共与国外 5 个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
.

在培养科研人才方面
,

该研究组已招收硕士研究生 7 名
,

其中 6 名已获硕士学位
,

招收博士研究生 15 名
,

其中 10 名获博士学位
,

通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完成毕业论文
,

提高了科研水平
.

1989 年
,

该组

有一位研究生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

199 0 年度
,

该组又有 3 位研究生获化学所优秀青年论文奖
,

他们的工作

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
。

(中科院化学所科技处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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