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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各式各样思想
,

要及时给予支持和鼓励
。

当发现在科研上有新的苗头或

进展时
,

要加以肯定和鼓励
,

并提出更高要求
; 当他们科研工作遇到困难时

,

容易产生畏难情

绪
,

就要给予具体指导
,

与他们共同分析讨论
,

并指出
:

科学上没有平坦道路
,

愈是重大课题
,

难

度就愈大
,

要有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
,

只要坚持下去
,

就能突破
; 当深入研究到某一阶段时

,

学

生往往会废寝忘食
。

我对他们说
,

这说明你已钻进去了
,

这是突破前的正常现象
,

一旦突破了
,

你会感到
“

其乐无穷
” ,

这种滋味只有付出艰苦劳动 的人才能尝到
,

并提醒他们应当适 当注意

身体
,

增加一些营养
。

导师是最受研究生的尊敬和信任的
,

只要能与学生互相尊重
,

互相信任
,

寓思想工作于谈

心之中
,

导师是最有条件发挥教书育人作用的
。

( 4) 创造条件和机会
,

大力支持他们在学术上开花结果
。

博士研究生和刚留校青年博士一

般都怕评不上
,

不愿主动申请国家对青年科技人员设立的各种奖励
。

导师对他们研究成果的水

平了解最清楚
,

应主动鼓励和支持他们提出申请
,

并为他们推荐
。

我培养的几个博士生获奖都

是这样取得的
,

甚至有的因本人出差而 由我代为填写申请表
。

对博士研究生和刚留校的青年博

士
,

因为他们 自己没有科研经费
,

我都鼓励他们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
,

去参加在 国内召开的国

际会议
、

全国性会议或投寄国内著名刊物上去发表
。

会务费
、

资料费
、

旅差费及发表论文版面费

等均 由我提供
。

我所有节余的科研经费都没有上交提成
,

全部留作支持博士生和刚留校工作的

青年博士参加学术交流和发表论文的费用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央领导经常指出
: “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 , “

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
,

发展教

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
” 。

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
、

科技人员
,

对教育事业是如此地重视
,

认识是如

此的深刻
,

使我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

我今年 已 78 岁
,

在有生之年
,

我还要在培养高

层次青年科技人才方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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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基金资助下成长

顾晓松
`

( 南通医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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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 9 8。 年毕业于江苏省南通医学院
。

1 9 8 3一 1 98 7年在南通医学院攻读研究生时期
,

正逢

出国潮起
,

许多在校的和毕业的大学生以多种途径踏出国门
。

我立志
:

一定要在国内干出成绩
,

` 1 9 94 年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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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科学家的身份
,

让外国人请我去讲学
。

1 9 8 7 年
,

在出席全 国外科学术会议期间获悉
:

鉴别神经束内的感觉与运动神经纤维是 当

今世界生物医学中尚未解决的难题之一
。

经系统的文献检索发现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国际医学

界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但是一直未能获得新进展
。

我们提出了以生化技术分

离感觉特异蛋白
、

采用杂交瘤技术制备能识别感觉神经的单克隆抗体
,

从而达到区分感觉与运

动神经纤维的科研设计
。

研究课题确定之后
,

正逢我国科技体制改革
,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

近成立
,

变过去科研经费的平均分配
、

大锅饭为实行公开招标
、

公平竞争
、

专家评审
、

择优资助

的科学政策年代
。

1 9 8 7 年
,

我这样一名普通高校年轻助教 申请的项目
,

获得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
。

从此
,

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培养下
,

在学校的支持下
,

立足国内
、

顽强拼

博
,

在科学生涯中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向科学领域中的空 白区进军
,

向世界性的难题冲刺
,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

其中的艰

辛只有我与同仁们知晓
。

在课题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
, “

免疫组化法鉴别感觉与运动神经纤

维
”

这一课题于 1 9 90 年如期完成
,

经专家鉴定和国际联机检索
,

该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

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

有关这项成果的论文发表后
,

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广泛关注
。

不久
,

日本方面来信邀请我出席在 日本召开的显微重建外科国际会议
,

日方提供会议期 间的一切费

用
。

没有国际路费怎么办 ? 我想到了基金委员会
,

就鼓起勇气写了 申请报告
。

很快得到批复
,

基金委员会拨专款资助我赴 日本参加学术会议
。

在 日本
,

当大会主席向各国学者特别介绍说
:

这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派来的青年学者时
,

会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

我以中国专家学者

的身份
,

站在国际科学讲坛上
,

宣讲科技成果
,

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

我的报告被特许延长了 15

分钟
,

会后又被邀请去几个大学作学术演讲
。

国际学术交流
,

开阔了眼界
,

增强了为国争光 的信心
。

通过这样的机会使我走向了世界
,

进

人了国际学术界的舞台
。

中国人不 比外国人差
,

不 比外国人笨
。

如果说差
,

差在设备与条件上
。

只要我们抓住改革开放
、

国际交流的机会
,

充分利用 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
,

一定会有更多的科

研成果产生
。

回国后
,

我更加发奋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
,

不久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

1 9 9 2 年系列研究课题
“

感觉蛋白的应用基础研究
”

新项 目
,

又获得了科学基金的资助
,

使

我们这个方 向的研究得以向更高层次发展
。

同年
,

德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发来了正式邀请信
,

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作客座研究
。

这是一次拓宽视野
,

进一步了解
、

学

习和掌握国际同行先进技术 的极好机会
。

在德国期间
,

我与德国教授合作研究的
“

睫状节神经营养因子
”

课题获得了新的成果
。

第二

次出国
,

充分显示了中国科学家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的实力
。

回国后
,

德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来信称赞在德合作研究的成功
,

并希望我能就感兴趣的课题再与德国教授展开卓有成效的合

作
。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我们的学科建设得以长足发展
,

培养研究生人数逐年增多
,

研究工

作中首次发现了脊神经感觉特异蛋白
,

对其结构与功能展开了深入研究
;
攻克了快速鉴别感觉

与运动神经纤维这一世界难题
。

不断有高质量的论文在 国内
、

外刊物上发表
,

成果中获国家发

明专利一项
,

科技产品
“

感觉蓝
”

获中国
’
95 高科技博览会金奖

。

国际间的科技交流 日益增多
。

为了进一步拓宽科研思路
,

博采众长
,

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发挥作用
,

为了在世界著名教授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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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一

下
,

在国际一流的实验室中开展学科前沿的探索性研究
,

1 9 9 3 年 6 月
,

我接受了英国解剖学

会和伦敦大学的联合邀请来到伦敦大学做高级访 问学者
。

早在本世纪初
,

神经科学的创始人

C aj al 提出了
“

神经诱向生长
”
的科学假说

:

即在神经发育与再生过程 中
,

靶器官具有明显的诱
一

导神经轴突定向生长的现象
,

其可能的机制是从靶器官释放出某些可溶性分子起着重要作用
。

但因一直未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
,

从而在神经科学界为这一假说能否成立
,

一直争论不休
,

长达近一个世纪
。

此次赴英做访问学者
,

其目的是借助先进的设备和条件与国际著名教授一

起
,

对这个难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

经半年多的努力
,

我们终于发现了
“

神经诱向因子
” ,

并完成
“

神经再生中化学诱向生长
”

的研究课题
。

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取得
,

使我国神经再生方面的研究

进入了世 界神经科学的前沿
。

英国伦敦大学和解剖学会给予了我延期的一切资助
。

但我觉得

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虽然 自己作出了努力与奋斗
,

但是主要还是靠学校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多

年的培养和支持
,

现在有了技术专长
,

手 中有了好的课题
,

更应为我国的科技发展
,

为中华民族

的富强服务
。

1 9 9 4 年 6 月
,

我谢绝了英国方面的盛情挽留
,

提前回国
。

回到北京
,

我直奔基金委

员会
。

生命科学部赵宗良
、

齐书莹副主任和顾锦坤
、

叶鑫生学科主任等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
,

安

排国内同行专家评审答辩之后
,

在四个月内
,

我就得到 10 万元主任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
。

基金

委员会的举措使我非常感动
,

这将进一步激发着青年学者报效祖国的强烈事业心
。

若没有基金

项 目资助
,

我又 怎能走出国门
,

登上国际学术的讲台
。

多年来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我们在国内

的实验室中通过艰苦的工作
,

完成了多项资助课题
,

发表 了多篇论文
,

并受到了国际同行门的

关注和高度评价
,

多次应邀出席 国际会议
,

讲学与访问
。

这表明年轻学者在国内只要有课题做
,

同样能干出好的成绩
。

1 9 9 5 年初
,

为了加速培养和造就较高层次的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

国务院总理从总理基金

中拨专款设立 了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经推荐
、

逐评
、

会评
、

同行评论和答辩
,

最后以评委

会评出 49 名青年学者
,

我很幸运
,

这次竞争中榜上有名
,

获 60 万元的资助
,

从事神经科学方面

的创新性研究
。

主要研究内容是
:

以神经再生过程 中化学诱向性生长的研究作为突破 口
,

探索

神经轴突过程中细胞间识别与通讯
,

靶识别及神经元与胶质细胞间相互作用等重要的学科论

题
,

从分子水平阐明神经再生过程 中化学诱向性生长的机制
,

确定神经化学诱向因子
,

研究其

基因结构
,

从而揭示神经发育与再生过程中定向生长与准确投射的奥秘
。

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增

加新的理论内容
,

也将为人类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生物技术
。

10 年的历程表 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我国科教事业中为培养人才
、

留住人才和发挥人

才作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尤其是为我们这 一代青年学者在国内干事业
,

充分发挥才

干
,

走成才之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

青年学者也只有把个人奋斗的目标与集体
、

国家的利

益融合在一起时
,

人生观
、

价值观才能充分地得到体现
。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我们将立足国

内
、

面向世界
,

以自己的刻苦努力
,

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

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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