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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协调研究

— 重点课题组管理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康 沫 狂
(西北工业大学 )

l摘要 1 贝氏体研究
,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分为两个对立的学派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于 19 87 年将我国不同观点的六个单位组织成为一个重点项目组
,

指定西北工业大学为牵头单位
,

柯

俊教授为顾问
。

首次会议确定共同奋斗目标
,

协调研究内容
,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

各有侧重
,

发挥各

自的优势
。

每年举行一次学术交流会
,

届时检查研究计划并调整下年度的进度
。

此外
,

以集团为核

心举办两次全国性的贝氏体学术讨论会
,

在学术交流中以友谊为前提
、

以实验为依据
,

相互充分讨

论
,

求同存异
,

加强协作
,

以继续深人研究
。

几年来的实践
,

使我们在贝氏体转变和贝氏体钢的研究

方面获得不少属于世界前沿的成果
,

并培养出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
。

预计再用 5 年

左右的研究
,

可望基本解决贝氏体转变的争论问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低合金钢贝氏体转变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课题组成立于

198 7 年
,

由清华大学
、

北京科技大学
、

天津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西南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六院校组成
,

基金委员会指定西北工业大学为组长单位
,

柯俊教授为课题组顾问
,

经过 3 年多

的共同努力
,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经 1990 年 10 月基金委员会评议组评议认为 :
“

课题组全部

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内容
,

达到了预期目的
,

取得了许多属于世界前沿水平的成果
” .

各

成员单位也均感满意
,

认为组织起来开展协调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式
,

对于探人开展研

究
、

加快取得研究成果具有重要作用
。

通过 3年多的工作
,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一
、

协调研究计划
,

制定共同奋斗目标是开展研究工作的首要前提

课题组成立之初
,

由于参加成员较多
,

又各有自己的研究设想
,

研究的内容也有重复
,

为

此
,

协调各成员间的研究计划
,

制定共同奋斗目标的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

1 98 7 年 3 月在西

北工业大学首次召开的六成员协调会议上
,

通过汇报和协商讨论
,

确定了
“

在共同奋斗目标下

团结协作
,

各有侧重
,

既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

又应允许适当交叉
”

的原则
。

有了这一原则
,

既

可完成共同目标
,

又可根据自己特长
,

发挥优势
,

调动各成员的研究积极性
。

鉴于贝氏体转变机制是 目前国际上两大学派的争论焦点
,

澄清这一争论不仅对贝氏体转

变理论将是一次重大突破
,

对贝氏体组织和贝氏体钢的应用也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为此
,

”
’

犷 甘了 3 年内共同的奋斗 目标
,

其主要内容是 : 从贝氏体转变的热力学
、

动力学
、

晶体
, “ : 口预贝 氏体转变人手

,

全面系统的进行实验和理论研究
,

最终在贝氏体转变机制上

能有析 皮
,

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

这个 目标是比较高的
,

难度也比较大
,

但分析了组内各成员

的力量和条件后
,

认为经过努力
,

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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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总的奋斗 目标
,

组内各成员作了分工
,

各有侧重
,

发挥优势
。

如西南交大侧重贝氏 {

体转变动力学的研究
,

天津大学侧重贝氏体晶体学的研究
,

上海交大侧重贝氏体形貌学和亚结
:

构的研究
,

北京科技大学侧重有色和黑色金属合金贝氏体的精细结构的研究
,

清华大学侧重贝

氏体转变机制的研究
,

而西北工业大学则侧重贝氏体组织与性能关系的研究
。

3 年的研究实践证明上述作法是正确的
,

达到了预期奋斗目标
,

取得了许多属于世界前沿

水平的成果
。

在贝氏体转变机制上虽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

但有所突破
,

如提出了有实验依据的

下贝氏体台阶生长模型 ;提出了在奥氏体贫碳区以中脊为核胚发生贝氏体切变形核的模型 ;提

出钢中等温贝氏体由前期切变为主转变为后期扩散为主的阶段性机制
,

提出了贝氏体生长的
“

基元块类平衡切变
”

模型等
。

这些有创见的研究对贝氏体相变机制的世界性研究起到很大的

深化促进作用
,

对贝氏体组织和新型贝氏体钢的研究
、

应用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

用
。

研制的新型空冷贝氏体钢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

获我国和美国发明专利
,

并已列人国家科

委重点推广项 目
,

正在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3 年中已发表论文 138 篇
,

其中发表

在国际性刊物上有 41 篇
,

国内一级刊物 25 篇 ; 出版专著 2 部 ;培养博士研究生 17 名
,

硕士研

究生 41 名
,

还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
。

二
、

定期举行学术交流和工作检查
,

推动全国贝氏体研究的发展

课题组确定每年进行一次学术交流和工作检查
,

3 年来
,

按原定计划进行了三次学术交

流
、

阶段小结和总结 ( 1988 年 5 月在清华大学
、

1989 年 n 月在天津大学
、

1990 年 10 月在西南

交通大学 )
,

每次会议都形成纪要和总结
,

以推动下一步的工作
。

值得提出的是
,

除六个成员单位参加外
,

还邀请了组外著名专家学者参加
,

如上海交大徐

祖耀教授
,

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孙福玉教授级高工
,

重庆大学徐启昆教授等
,

这些专家都带来

了他们的贝氏体学术研究成果
,

如徐祖耀教授的有色金属贝氏体转变热力学研究
,

孙福玉教授

的形变对贝氏体转变机制的影响及微合金贝氏体钢研制
,

徐启昆教授的贝氏体亚基元及转变

后期的蜕化铁素体等
,

不仅丰富了学术交流内容
,

而且拓宽 了研究视野
,

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

这些专家还对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

对下一步工作给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

通过定期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

交流了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
,

活跃了学术空气
,

同时也是对

研究计划执行情况的一次检查和小结
,

对下一步更深人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

如合金元素对贝

氏体转变动力学的系统影响 ; 马氏体和贝氏体形貌和转变的可比性 ;无碳化物贝氏体的存在及

其影响因素 ; 贝氏体中脊的微观机制以及贝氏体的生长台阶的三维研究等都是在交流讨论的

基础上需深人研究的内容
。

课题组内的学术交流
,

不但促进组内各子课题的研究进展
,

还 以此为核心和纽带
,

推动了

全国贝氏体研究的进展
,

据两次全国贝氏体相变会议 ( 198 7 年 11 月在惠州
,

1990 年 10 月在峨

眉 )的统计
,

全国至少有 30 个单位和 200 人以上的队伍在从事贝氏体转变及其力学行为的研

究
。

从发表的论文看
,

内容相当丰富
,

如工模具钢贝氏体转变及形态的研究
、

奥氏体价电子结

构对贝氏体形态的影响
,

下贝氏体在弹簧生产中的应用
,

贝氏体钎钢的生产与应用等
,

说明我

国贝氏体研究的领域是相当宽阔的
,

水平也是很高的
。

1 988 年 or 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

际贝氏体会议上
,

我国提出的论文数居各国之首
,

获得了会议主席和与会学者的好评
,

展示了

我国贝氏体研究的力量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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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5 篇国际贝氏体会议论文中我国就占有 4 篇
,

会议主席 C o he n 在文集前言中还特别提到

中国对贝氏体组织转变和性能的研究
,

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

三
、

提倡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
,

促进研究的深入

贝氏体转变的研究在世界上分为扩散控制的台阶生长机制和位移 (切变 )机制两大学派
,

两派在学术上的争论由来已久
,

而且争论越演越烈
,

甚至达到互不相容的地步
。

在我国
,

包括

本课题组成员在内
,

也存在两大学派
,

但我们的作法不同于国外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提倡百

家争鸣
,

百花齐放
,

提倡学术争论
,

允许各抒己见
,

求同存异
,

在前后 5 次学术讨论会上
,

气氛十

分活跃
,

争论十分激烈
,

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争相发言
,

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

在作法

上我们注意两点
,

一是仔细的耐心的听取对方发言
,

让别人把话说完
,

二是用实验数据说话
,

以

理服人
。

通过学术争论
,

我们的体会是 :

1
.

真理愈辩愈明 学术上的问题通过争论有的是可以渐趋一致和统一的
,

如大多数人参

与讨论后承认贝氏体中亚基元的存在和中脊的存在 (上海交通大学
、

天津大学
、

重庆大学
、

西北

工业大学均有实验结果 )
,

贝氏体转变前期有无碳化物贝氏体出现 (西南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

大学均有实验结果 )
。

.2 求同存异
,

继续试验 两个学派在学术争论中各持己见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
,

如对实

验中观察到的
“

台阶
”

问题的认识
,

扩散派认为台阶就是扩散长大的证据
,

而切变派则认为台阶

不一定 由扩散形成
,

切变也可以形成台阶 ;对于贝氏体的过饱和碳的问题
,

也存在着两种认识
,

切变派认为过饱和碳是切变转变的前提
,

而扩散派则认为过饱和不一定产生切变
,

类似这种学

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
,

应允许充分发表
,

同时也允许求同存异
,

继续试验研究
,

这样对繁荣和发

展科学
、

对培养人才都有好处
。

至于贝氏体转变的途径和方法
,

有的主张研究贝氏体转变的前

期
,

有的主张研究其生长期
,

有的则主张研究其后期
,

从各个角度来看各有理由
,

应允许分别研

究
,

互相补充
,

互相促进
。

3
.

学术上要争论
,

彼此间要友谊 在学术争论中
,

无论会上会下虽然争论热烈
,

但彼此间

都十分友好
,

互相请教和探讨
,

大家都出于一个共同的良好愿望
,

即繁荣学科
,

达到世界前沿水

平
,

如徐祖耀教授在参加几次学术争论中一再强调
“

我非常同意学术争论和保持友谊的观

点
” 。

方鸿生教授非常诚恳的对一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教授说
: “

你一退休
,

我立即请你作为我

们的顾问
” ,

话虽不多
,

却体现了友谊的珍贵
。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
,

组织不同学派开展学术争论
,

加强友谊和团结
,

是繁荣学科
,

发展贝氏

体研究的极好方法
。

四
、

对贝氏体转变研究的下一步设想和建议

当前
,

国际上有关贝氏体转变的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

据 1988 年国际贝氏体会议及去

年《五了` t
.

rT
a ns

.

》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看
,

两派的研究仍无重大突破
,

我国的贝氏体研究

虽也分两派
,

但就几次会议论文和讨论看
,

正如前述
,

已有一些渐趋一致的看法
,

如贝氏体组织

中具有亚基元的观点 ; 下贝氏体转变有切变可能性的观点
,

均是比较接近或一致的
。

此外
,

我

国对马氏体和贝氏体转变的可 比性研究
,

贝氏体生长台阶的三维观察
,

合金元素对贝氏体转变

动力学的影响的研究
,

无碳化物贝氏体的研究
,

贝氏体中脊的研究等均属世界前沿的研究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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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是有发言权的
。

我国对贝氏体钢的应用研究也引起国外学者和企业家的注意
,

贝氏体

钢和具有贝氏体组织的材料有可能成为下一代高强度结构材料的主要类型之一
。

特别是我国

已具备了不少的先进研究手段和分析仪器
,

如高分辨率和超高压电镜
、

场离子显微镜和原子探

针
、

能量损失谱仪
、

穆斯堡尔谱仪等
,

基本上能满足贝氏体转变机制研究的需要
。

与此同时
,

通

过近年的研究工作
,

已培养了一批博士
、

硕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
,

形成了一支强大而又团结的

有关贝氏体研究的队伍
。

客观的发展需要和主观的条件
,

是进一步深人研究贝氏体转变的良好时机
,

为此
,

建议将
“

贝氏体转变机制的研究
”

再次纳人基金委员会的重点课题
,

预计再经 5 年左右时间的深人研

究
,

可望基本解决贝氏体转变的国际争论
,

使我国在贝氏体转变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
。

同

时
,

使贝氏体钢和具有贝氏体组织的材料作为下一代主要结构材料的目标成为现实
,

在国民经

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因此
,

建议在基金委员会领导下立即组织有关人员
,

尽快制订贝氏体转变重点课题研究的

主要内容和选题指南
,

以利于贝氏体研究者的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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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 h e P r a e t ie e fo r

y e a r s , s o m e e o n t e m P o r a r y a e h ie v e m e n t s o n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a v e b e e n o b t a i n e d a n d a lo t o f

P o s st t u d e n t s o f Ph
.

D
.

a n d m a s t e r d e g r e e a n d y o u n g t e a e h e r s h a s b e e n t r a i n e d
。

1 w i ll P r e d i e t t h a t a

h e a t e d a r g u m e n t o n b a i n i t e m a y b e s o l v e d i n C h in a a b o u t if v e y e a r s i f t h i s s u
bj

e e t c a n b e

c o n t i n u o u s ly s u PP o r t e d b y N S F 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