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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国际水稻研究所双边
学术研讨会（Review and Planning
Workshop for NSFC-IRRI Collab-
oration）在国际水稻研究所总部举
行。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NSFC）和国际水稻研究
所（IRRI）共同组织并资助，国际水
稻研究所具体承办，华中农业大学
协办。来自中国国内 11个大学及
科研院所的 23位专家学者和 IR-
RI的 30位国际职员、博士后及博
士生参加了会议。

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 Dr.
Achim Dobermn致开幕词，他介绍
了国际水稻研究协作组（Global
Rice Science Partnership, GRiSP）的
目标任务及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主
要研究方向，强调了国际水稻研究
所与中国全面合作的重要性，高度
肯定了国际水稻研究所在与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展国际合
作研究以来，双方科学家在许多共
同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取得了显著
的进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
学教授茆智代表中国与会科学家

讲话，他回顾了近 20年与国际水
稻研究所合作的感受及取得的成

果，同时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国际水稻研究所为双方科学家
提供了优质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
流平台。

参会代表围绕水稻基因发掘
和遗传改良、产量潜力与资源利用
效率、生物逆境与病虫害防治三个
主题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
讨，双方就目前水稻生产面临的制
约因素和科学研究中取得的重要
进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双方
将来重点合作的研究领域进行了
研讨。

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 Dr.
Achim Dobermn 在闭幕式上说，
NSFC-IRRI 在研的合作研究项
目进展顺利，双方应整合已有研究
成果，充分利用好该合作平台，进
一步开展深入合作。

（杨新泉张永涛）

本报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北京
签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任陈宜瑜院士和联合国副秘书长
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
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先生
分别代表各自机构在合作谅解备
忘录上签字。

签字仪式前，陈宜瑜会见了施
泰纳先生，对其来华出席“2010年中
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

会”表示感谢。陈宜瑜向外宾简要介
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
作进展，并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一贯重视对于环境问题的研
究，在众多领域开展了广泛有效的
资助工作。施泰纳先生对陈宜瑜安
排的签字仪式表示感谢。双方均认
为 2009年 9月陈宜瑜率团访问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以来，双方进
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今天合作谅
解备忘录的签署是水到渠成。双方
均希望能充分利用双方达成的共

识，开展在环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作出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席签字
仪式的人员包括驻华代表张世钢、
地区合作司副司长王之佳以及国
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刘
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
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柴育成、国际合
作局副局长常青、生命科学部于振
良以及国际合作局亚非及国际组
织处有关人员出席了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签字仪式。 （柯伟）

2011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开始申报
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

布公告开始接受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申报。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础理论研究

要力求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应用对策研究
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着力推出代表国
家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课题申请人须符合以下条件：重点项目

和一般项目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或相当于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青年项目申请人
（包括课题组成员）年龄不得超过 39 周岁
（1972年 3月 10日后出生），不具备副高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申请人必须
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
目的实施;课题参加者或推荐人须征得本人同
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课题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 在相关
领域具有较雄厚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设有
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
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课题申报范围涉及 23个学科，均须按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填写申
请书。跨学科课题要以“尽量靠近”原则选择
为主的学科申报。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单
列学科的申报分别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全军社科规划办另行
组织。
《课题指南》条目一般只规定研究范围、

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申请人要自行设计具
体题目，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或问题指向的
申请一般不予受理。只要符合《课题指南》的
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23个学科均可申报自
选课题。申报自选课题与按《课题指南》申报
的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
助强度等方面同样对待。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将实行限
额申报，限额指标另行下达到各地社科规划
办和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各地要参考科研生
产力布局情况及往年通讯初评入围率、立项
率等因素，科学合理分配限额指标，努力提高
申报质量和层次。
申报课题全部实行同行专家通讯初评，

初评采用活页匿名方式，活页论证字数不超
过 4000字，要按规定方式列出前期相关研究
成果。
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

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最
终成果实行匿名通讯鉴定，鉴定等级予以
公布。除特殊情况外，研究成果须先鉴定后
出版，擅自出版者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 ;
经批准同意出版的成果须报送全国社科规
划办两套样书。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名义公开发表成果或接受媒体采访时，若
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事前须征得我办同意。
成果鉴定为优秀或被登载《成果要报》及
《成果文库》的项目负责人、信誉良好的鉴
定专家和通讯评审专家，申请新项目时将
享受一定的倾斜政策。
项目申报材料（包括《课题指南》、《申请

书》、《活页》、《代码表》等）从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网站“项目申报”栏下载，或向
受理单位索取。申请书须计算机填写、A3纸双
面印制、中缝装订，经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后，
报送各地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

课题申报时间为 2010 年 12月 10日至
2011年 2月 25日。各省（区、市）和兵团社科
规划办、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务必于 2011年 2
月 28日前将汇总的申请书“数据表”数据发
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并确保电
子数据和申请书“数据表”一致;务必于 3月 5
日前将申请书和统计表报送至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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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健

久攻难克的碳纤维技术

中国用聚丙烯腈为原料生产
碳纤维的研究始于 1962年，起步
可谓不晚，但长期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由于碳纤维在航空航天等国
防工业中有重要用途，西方国家
将其视为军用物资，对中国“禁
运”，更不转让生产技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在战
略导弹和作战飞机中开始使用碳
纤维增强树脂材料，使得武器性
能大幅度提高。我国国防科技系
统认定，我国战略武器和军用飞
机采用树脂基复合材料代替金属
也势在必行。

1975 年，当时国防科工委主
任张爱萍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专
题会议，部署国内碳纤维研究工
作，并制定了 10年发展规划，组
织了原丝、碳化、结构材料、防热
材料、测试检验技术 5 个攻关
组，安排 20多家研究和单位企业
参加。这次会议对促进中国碳纤
维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参
与单位陆续生产出不同质量的原
丝和碳纤维，虽然其力学性能较
差、稳定性不好，但毕竟解决了
有无问题，并应用于某些型号的
非结构件。

1978 年 5 月，国家科委恢
复，碳纤维转由科委为主管理，
我由当时的石化部调国家科委二
局新材料处，主管碳纤维项目。
新材料处把碳纤维视为重中之
重，花了很大精力和经费，力图
把碳纤维质量抓上去，碳纤维质
量虽有所提高，却一直难以有大
的突破，特别是不匀率高、毛丝
多，力学性能也上不去，和国外
产品质量差距越拉越大，无法用
以制备大量需要的航空航天结构
材料。

由于碳纤维研究陷入困境，
各单位把希望转向引进国外先进
设备和技术。1984 年，上海碳素
厂试图引进美国 Hitco 碳化设
备，最终被美国国防部否决。世
界各知名碳纤维公司均囿于“巴
黎统筹条约”限制，不转让技术、
不出售设备，只有英国 RK 公司
同意出售大丝束预氧化炉和炭化
炉。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经过谈
判、考察，最终购买了一些碳化
设备及相应测试仪器。1990年经
多次试车，预氧化炉尚可，炭化
炉始终开不起来。

198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和联合国工发组织（U-
NIDO）批准在北京设置“碳纤维
及其复合材料的开发应用”项
目，由北京化工学院和北京航空
材料研究所共同承担。因为没有厂
家愿意出售设备和技术，最后由北
京化工学院提供工艺参数，委托英
国 RK公司加工预氧化、炭化中试
线。项目历经磨难，几次因“可能有
用于军事”而险些遭到封杀，原定
3年完成的项目拖了 7年，1993年
6月才勉强“验收”，实际上并未能
正常运行。

两套引进设备均未能正常运

转，所谓的外国专家也无能为力，
引进单位有苦难言，十几年后都当
废铁卖了。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碳
纤维公司，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商
业角度都不可能向我国转让技术
或出售设备。同意转让技术、出售
设备的大多是一些小公司，其技术
水平虽总体上高于中国，但技术偏
低，甚至不过关，无先进性可言。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尽管

也取得了多方面成绩，但一个严酷
的事实是：碳纤维技术没有根本性
突破，碳纤维产业没有建立。这在
我国新材料研发中是为数不多的
失败案例。虽然国防事业迫切需
要，但一连串的失利严重挫伤了各
方面的信心，国家各部门在 20世
纪后期的 10多年内都不愿或不敢
大量投资，使碳纤维研发成为一块
令人望而生畏的“烫手山芋”。

师昌绪：想抓一抓碳纤维

2000年初，师昌绪对我说，中
国的碳纤维上不去，影响国防科技
和高新技术发展，关系到国家安
全，不搞上去不行。师先生还说，他
已近 80岁了，80岁以后要少管点
事，但“想抓一抓碳纤维”。他希望
我“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认真研
究过去碳纤维搞不上去的原因和
今后应该怎样去做”。
师先生长期从事金属材料研

究，碳纤维是他所不熟悉的领域，
而且是一项技术难度很大的系统
工程。师先生在快 80岁的时候“想
抓一抓碳纤维”，体现了他忧国忧
民的精神境界。师先生的精神和勇
气也打动了我，当即表示愿意当师
先生的助手，协助抓好碳纤维。师
先生的意见得到当时科技部高新
司副司长石定寰、材料处处长马燕
合、“863”计划新材料领域首席科
学家石力开等同志的支持，决定在
“863”新材料领域立软课题“聚丙
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究”，成
立以师昌绪为组长的软课题组，日
常工作由我负责。师先生的呼吁也

得到了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国
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相关司局领导的支
持。

2000年，师昌绪先生提出要
抓碳纤维时，正是碳纤维研发处于
最困难的低谷时期，许多研发单位
基本退出了这一领域。
师先生把“说清碳纤维上不去

的原因”视为重新立项的前提条
件。但要说清楚碳纤维搞不上去的
“原因”并不容易。我组织专家撰写
分析文章，罗益锋、赵稼祥、蔡华苏
和张复涛的 3篇文章在《材料导
报》2000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上发
表，以编辑部名义写了短评《总结
过去，展望未来》，核心内容是以总
结过去为切入点，找准我国碳纤维
研制失误的原因，以求在今后避
免。短评由我起草，师先生逐句修
改。但要深入总结碳纤维的失误和
教训是困难的，一是原因复杂，涉
及多个方面，不容易说清；二是涉
及具体单位、人员时，中国文化的
“含蓄”性决定了难以畅所欲言。

2000年 8月 28日，国家高技
术计划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总
装备部先进材料技术专业组、《材
料导报》编辑部联名在京召开“聚丙
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讨会”，会
议主题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为中国碳纤维事业出谋划策”。会议
反映出对历史教训的不同认识，在
对诸如成绩估计、决策失误、部门分
割、资金使用、创新能力以及原丝的
重要性等方面均有不同见解，主要
原因是不愿意本人或本单位的工作
得不到肯定或受到批评。会议对历
史教训仍取得 4点共识，即对碳纤
维的重要性和技术难度缺乏正确估
计；投资严重不足，使用严重不当；
形不成国家攻关队伍；缺乏创新意
识和创新环境。在此基础上，师先生
又领导我们继续完成了《聚丙烯腈
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究报告》和《我
国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及原丝研制、
生产单位概况》，于 2000年 12月
报送各部委。

以上工作对碳纤维争取“十
五”研究经费起到重要作用，但师
先生认为火候还不够，还要继续努
力才能确保“十五”研究经费的落
实。2000年 12月 27日，师先生邀
请有关部委同志在中国工程院开
座谈会，围绕“十五”碳纤维研制目
标、研究体制和经费来源进行座
谈。会议深入讨论了经费来源问
题，分析了各种方案，大家都支持
由师先生给中央领导写信，认为对
于经费落实会有促进作用，关于体
制问题，大家都认为很重要，曾提
到要集中优势力量，打破单位界
线，组织国家队，研制单位控制在
2～3家，建立竞争机制，采用课题
制，设立专家小组等。

2001年 1月，师先生给江泽
民主席写了《关于加速开发高性能
碳纤维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产生
较大影响，对以后的经费落实起到
了重要影响。

2001年 10月，科技部决定设
立碳纤维专项，当年 11月成立了
专家小组，由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
徐坚任组长，北京化工大学徐华任
副组长。2002年 2月 26日科技部
高新司召开“863”计划新材料领域
“十五”安排通气会，师先生针对碳
纤维专项再次提出：一是目标要明
确，二是组织形式要创新，要推行
联合，不能有门户之见，不能形成
“瓜分体制”，支持建设高水平的分
析测试平台，支持建立公平、公正、
高透明的取样评价体系。
为了确定碳纤维研究目标，师

先生决定再召开一次通气会，把国
防部门请来共同把关。2002年 3
月 6日，会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对纤维的质
量和价格都要有约束，要考虑经济
规模的生产；目标要集中，要在原
丝和高性能上下功夫；有质量和价
格优势的品种，要做重点；要吸收
优秀人才，引入竞争机制，参加单
位不能太多，避免分散等。2002年
3月 9日，专家组在太原开会，最
后修改审定“‘十五’战略目标”，并
按此对战略目标作了若干重要修
改。回想起来，师先生主持的“通气
会”，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间讨论
了关键问题，提出了关键意见，对
“十五”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2年 11月 12日，师先生
给基金委领导提出建议报告，并得
到积极支持。2003年 1月 17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碳
纤维领域两个重点项目，由“宏观
调控经费”资助。2005年碳纤维项
目被批准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获得了宝贵的基础研究经费。
当我国碳纤维技术取得进展，

产业化起步后，师先生立即把国产
碳纤维应用提上日程，努力支持开
展相关应用研究，并为此争取专项
经费，取得重要成绩。
经过科技人员多年的艰苦努

力，我国碳纤维技术已取得重大进
展，虽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攻克，
但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受制于人。
（作者系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

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任基
金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师昌绪与中国碳纤维研究

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

本报讯 日前，201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
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王长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发表讲话。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地区联络网组
长单位、部分项目依托单位、各省科技厅及地方科
学基金会的代表共 200多人参加。
陈宜瑜强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总体

思路是突出导向，统筹发展，完善机制，引领创新，通
过原始创新、创新人才、开放合作、创新环境、卓越管
理“五大”战略，形成更具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
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不断提升营造创新环境的
战略能力；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一批
主流学科进入世界前列；推动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
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科学家和团
队；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
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
创新能力，为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孙家

广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十二五”发
展规划中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孟宪平全面总结了 2010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工作概况，并对 2011
年申请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各学部、局领导先后作了《数理科学部十二五
资助思路》、《生命科学发展趋势与资助思考》、《信
息科学部的特点及十二五规划思路》、《国际合作
十二五战略要览及国际合作项目管理中需注意的
问题》、《科学基金科研诚信建设回顾与展望》与
《流动编制项目主任招聘与管理》等工作报告。

会议采取大会报告、工作报告和分组讨论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各省科技厅、地方基金会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部分代表结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新政策措施、大
会工作报告及 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署工
作等议题进行研讨。
讨论会后，各分组召集人在大会上通报了本组

讨论的情况。最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局长孟宪平作大会总结讲话。 （柯伟）

“中国地理标志葡萄酒指纹
图谱研究”通过成果鉴定

本报讯日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
华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地理标志
葡萄酒指纹图谱研究”，在陕西杨凌通过了教育部
组织的成果鉴定。专家认为，这项研究成果对促进
我国葡萄酒产业与世界接轨，增强中国地理标志
葡萄酒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葡萄酒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际应
用价值，达到了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葡萄酒原产地命名及其保护制度才刚刚

起步，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力度不强。针
对这种状况，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下，李
华率领科研团队对中国地理标志葡萄酒指纹图谱
进行研究。
专家在分析比较多种分离提取方法对葡萄酒

香气成分提取浓缩效果的基础上，优化设计了葡
萄酒香气成分分析法，为中国地理标志葡萄酒指
纹图谱的研究奠定了方法基础；在国内率先进行
了不同产区典型葡萄酒品种的活性香气成分研
究，并评价了产品整体香气特点，揭示了中国地理
标志葡萄酒的典型香气成分及其感官特点；建立
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葡萄酒香气感官量化品尝法。
运用该方法对昌黎地理标志赤霞珠干红葡萄酒进
行了香气特征的量化描述，得到该产区干红葡萄
酒的 8个典型香气特征及其强度率，该葡萄酒感
官量化分析方法在国际同类研究领域具有创新
性，通过获取不同产区赤霞珠干红葡萄酒的香气
成分信息，首次采用可视化模式建立了葡萄酒指
纹图谱的技术方法，可直观表征鉴别不同产地的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产品。 （柯伟）

基金委信息领域科学仪器
基础研究学术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中南大学承办的“2010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领域科学仪器
基础研究学术交流会”在长沙召开。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孙家广致开幕词并讲话，
他着重介绍了国家对于科学仪器基础研究和科
学仪器装置投入的情况，强调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对科学仪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与前瞻性的
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信息学部主任柴天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
了科学仪器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对
今后基金委在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上的发展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

来自全国 30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 60 多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17位科
学仪器基础研究专项的项目负责人进行了项目
中期或结题汇报，与会代表围绕信息领域科学仪
器基础研究的战略性问题和未来规划及实施方案
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对提高我国
仪器仪表研究的创新性和自主研发能力提出了建
议。 （柯旺）

通知窑公告

师昌绪院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IRRI双边学术研讨会在菲律宾召开

基金委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