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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科学墓金
”

征文选登
·

感悟科学基金文化

陈佳洱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 0 8 5)

人们常常谈论和探讨科学基金文化
,

这次征文

活动的主题也确定为凝练和传承科学基金文化
。

我

以为
,

这种文化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

贯穿和影响于

科学基金工作的各个环节
,

但其最根本和最本质的

内涵是尊重科学研究规律
,

努力营造 良好的研究环

境
,

保护科学家的首创精神
,

激励科学创新
。

我从获

得科学基金资助经历的回顾中
,

对科学基金文化有

了一些初步的感悟
。

基础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不确定性
。

科学基

金以广阔的学术眼光和包容精神
,

勇于资助那些尚

处于创新探索阶段
,

既无明确的需求牵引
,

又无先例

可循的研究
,

发挥了源头创新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

我的第一个项 目申请获得资助的经历便深刻印证了

这一点
。

19 8 4 年
,

我和方家驯教授先后作为美国和

德国的访问学者归国后不久
,

在交流之中共 同萌发

了建立一种新的加速结构的想法
。

因为在 国外
,

我

们分别从事了超导和常温的分离环式重离子加速器

的研究
,

这类加速器结构简单
、

稳定性好
,

是 当时重

离子直线加速器的主流
。

同时也看到国际上另一种

新兴的射频四极场 ( R F Q )加速器的体积小
、

束流强
、

应用广泛
,

发展前景非常之好
。

可是 当时流行的是

四翼型的 R F Q
,

它在加速 重离子时则 显得结构笨

重
、

电稳定性差
。

因此
,

我们便设想研究创造出一种

新的
、

性能更好的
、

集两类加速器的优点于一身的重

离子 R F Q 加速结构
,

并为此做了种种物理 的探讨和

概念设计
。

然而探索和尝试建立一种新 的加速 结

构
,

无疑需要通过实验的可行性论证
,

才能真正地为

国际同行所接受
。

这就需要一笔比较宽松 的资金来

进行研究和试验
。

但对于这样一种尚处于创新探索

阶段的研究
,

我们还真不知道从哪里能得到资助
。

正当我们为此为难和着急之际
,

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

徐金塑和唐林等同志来北京大学给理科教师们讲解

初创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性质
、

任务
、

申请和资助

的办法等
,

还热情地解答了我们的各项 咨询
。

于是

通过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取得国家支持的念头油然而

生
。

我们赶紧按照基金规定的要求认真填报了申请

表
。

没想到过不多久
,

我们的申请经有关专家严格

评审后
,

真的作为面上项 目批准了
,

资助的额度为 3

万元
,

这是当时面上项 目的经费标准额度
。

接到通

知
,

我们高兴极 了
,

虽然经 费的数量不大
,

只有今天

面上项 目的十分之一左右
,

但就 当时来说 已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经费了
,

对于我们的探索研 究犹如雪 中

送炭
。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 自己的构想得到国内专家

的认同而深感激奋
。

某种意义上说
,

基金所包含的

精神支持
,

其意义远胜于基金自身
。

研 究所里承担

这一项 目的全体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令人鼓舞的氛 围

的激励下
,

同心合力地精心研制成功第一个我们称

之谓
“

整体分离环型 R F Q
”

的原型结构
。

研究结果

初步证实了它具有尺寸小
、

电稳定性好
、

适宜于加速

低能重离子等优点
。

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唐

林
、

岳忠厚等同志得悉我们取得的初步成果之后
,

又

热情地鼓励和帮助我们及时地 申请到国际合作基金

的支持
,

开始了同德国 R F Q 研究单位一直延续至今

的国际合作研究
,

并使我们得 以参加国际加速器的

系列会议
,

发表相关论文
,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肯定
。

科学史上无数事实表明
,

基础研 究取得重大突

破有赖于长期积累
。

科学基金对于取得 了良好研究

进展
、

展现出创新前景的资助项 目
,

给予特别关注和

跟踪管理
,

并在通过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予以连续资

助
。

这无疑为科技工作者持续开展创新性研究增添

了新的动力
。

有 了第一次获得基金资助的经验和体

会
,

当需要使原 型结构发 展成真正能加速 离子 的

R F Q 加速器时
,

我们毫不犹豫地再次向自然科学基

金委提出了申请
,

并得到了又一个面上项 目的资助
。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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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对 J
“

建造 一个小型的加速器来说
,

面上项 目的

经 费显得相当紧张
。

我们精打细算地用好每一分钱
,

将经费主要用于加工一台 R F Q 加速腔主体上
,

其他

设备则想尽办法利用现成 的
。

经过克服种种 困难
,

终
二

J’’ 研制成功 了能用于离子注入的第一台 3 00 ke v

整体分离环型 R F Q 样机
。

1 9 9 2 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

主持的成果鉴定认为
,

样机结构很有特色
,

主要性能

达到同类加速器的国际先进水平
,

填补了国内空白
,

为我国发展这类加速器技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技

术基础
。

在这台样机 出束时
,

自然科学基金委还为

这项成果刊发了简报
,

并把样机的照片登载在成果

报告集上
,

使我们受到 了极大 的鼓舞
。

在这 样的基

础上
,

我们进一步提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的申请
,

以正式设计建造能 量为 I M e v 的 R F Q 加

速器
。

我们的申请经过有关专家论证后获得批准
。

然而从一个样机到建造一个正式面向用户的加速设

备
,

是一种质的飞跃
,

无论在物理
、

工艺或技术方面

所遇到的困难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

在我们面临主

要部件— 大功率高频功率源的功率可能不够的困

难时
,

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陈思育等同志又

亲自来到课题组给予鼓励
。

我们在前面 6 年研制工

作的基础上
,

又经历了 5 年的努力
,

第一台加速重离

子的整体分离环型 R F Q 加速器终于问世了
。

这 台

加速器的高频效率很高
,

只需 2 5 k w 的高频功率就

能将氧离子加速到 1 M e V 以上
,

成为世界上运行的

重离子 R F Q 中高频效率
、

负载因子等性能达最高水

平的少数几台机器之一
。

研究小组的有关同志还利

用这台 R F Q 成功进行 r 正
、

负氧离子 的同时加速
,

这在国际上也是首次
。

若干国外的有关单位也因此

来向我们索取资料
。

前后十余年奋斗换来的成功使

我们研究组全体同志兴奋不已
。

但我们大家心里很

明白
,

所有这些成绩都与科学基金的培育和支持密

不可分
。

新型 R F Q 加速器的成长过程
,

激励着我所

在的北京大学重离子研究所的同事们先后在粒子加

速器的其他前沿领域
,

包括
“

加速器超灵敏质谱计
”

( A M )S 和
“

射频超导直线加速器
”

等方面
,

不断地 向

自然科学基金委提 出申请
,

并竟相 以得到 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为荣
。

北京大学重离子实验室也因持续得

到支持 自由探索的科学基金的面上
、

重点以 及重大

等各种 项 目的资 助而 生长
、

壮 大
、

发展起 来
,

并于

2 0 0 4 年被评为教育部的优秀重点实验室
。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管理
,

立足于为科学研究

服务
,

尽可能删繁就简
,

以减轻因管理给科技工作者

带来的负担
,

为自由探索创造 良好的环境
。

例如
,

在

项 目执行期间
,

我们只是每年报送一份工作进展报

告
;
执行期满后

,

也仅需提交 一份结题报告
,

不需要

接受烦琐的和不厌其繁的评估和检查
。

为此
,

我们

得以把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 于研究和探索
。

有 人

说
,

科学基金项 目的管理是
“

严进 宽出
” 。

我看这未

必不好
。

因为这样的管理才符合基础研究的特点
,

才有利于 自由探索
。

当然
,

所谓
“

宽出
”

并不意味着

迁就和允许拿 了国家的钱而不去认真开展研 究工

作
。

再者
,

基金管理人员坚持
“

管理就是服务
”

的理

念
,

与科技工作者建立血肉不分的密切联系
,

许多科

学基金管理人员与受资助 的科技工作者成为朋友
。

从我们课题组实施基金资助项 目的过程 中体会到
,

基金管理人员到课题组来
,

总是尽量少给科技人员

增添麻烦
,

并且大多如前所述
,

是给与鼓励和帮助
。

这一点
,

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有别 于其他的一个鲜

明特色
,

也是科学基金赢得科技工作者普遍赞誉的

原因之一
。

科学基金文化在科学基金工作实践中形成与发

展
。

尽管这株幼苗还不是那样茁壮
,

却是 生机盎然
。

只要大家精心呵护
,

她必将伴随着科学基金 事业的

发展而走向成熟
。

我热情地期盼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