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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日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科技部门了解到，今年广西各高等院校
共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46项，资助经费 6324.5万元，项目总
数和经费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67.4%
和 77.7%，取得了历史性的新突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以支持

开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课题为主，项目
面向全国各类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校、科
研院所等单位和个人申请。今年广西各
单位获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195项、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22项、面上项目 27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1项、联合资助基金
项目 1项。

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师范
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等高校在争取项目资助方面位列各院校
前五名，为推动广西基础研究发展发挥
了领军的作用。广西大学获资助经费达
1747.5万元，创历史新高；广西医科大学
获资助经费达 1006万元，成为广西获资
助经费超 1000万元的第二家单位。5家
单位共获 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78项、资助经费 4692.5万元，分
别占全区项目总数、经费总额的 72.4%、
74.2%。

同时，广西其他单位承担国家基础
研究项目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百色学
院、广西玉米研究所、广西畜牧研究所和
梧州学院等单位今年首次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柯伟）

宁夏大学获科学基金资助
突破千万元

本报讯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公布 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宁夏大学共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48项，资助 1051万元，首次突破千
万元，实现了项目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
数的历史性突破。
今年以来，宁夏大学紧扣宁夏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台了一系
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申
报配套激励措施，鼓励科研人员积极申
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该校国家自然基
金资助项目申报总量首次突破 200项，
与 2009年相比，增加了 80.4%，项目涉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8个科学部。
此次宁夏大学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的地区基金项目 31项、青年基
金项目 6项，同比增长 51%；获批的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1项，占全区获批立
项总数的 44%。 （柯旺）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七项目获科学基金资助

本报讯日前，记者从西藏大学农牧
学院获悉，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7个项目
获 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资
助总经费达 182万元，创西藏大学农牧
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资助项目
数、资助总经费额度新高。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教授王建林主持

的“西藏高寒草原生态系统C：N：P化学
计量学特征及其对氮素输入的响应机制
研究”将对高原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展
开研究。此外，该院申报的“高原藜米种质
资源研究与新品种选育”、“西藏电力系统
稳定及无功电压调控研究”、“西藏水电开
发对河流生态环境影响研究”、“西藏东南
部亚高山暗针叶林林隙动态研究”、“西藏
色季拉山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有机碳时空
变化及其效应”、“西藏地区传统发酵乳制
品中乳酸菌多样性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 （柯伟）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长期以来，柴油车在人们脑海

里留下的都是冒着滚滚黑烟、噪音
震天的“黑大粗”形象。尽管和汽油
车相比，柴油车更省油，但考虑到环
保问题，目前在我国烧柴油的轿车
还非常少，SUV也屈指可数。柴油
车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政策上的限制
让柴油车成为汽车产业发展中的弱
势群体。
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如何

解决柴油动力车存在的“黑大粗”问
题日益受到关注。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持续资助下，中国石油大学
教授赵震课题组正着手解决柴油车
尾气催化净化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化
学问题，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不错的
成绩。

没有发挥出的优势

柴油的能量热效率比汽油车高
出 15％，所以柴油发动机比汽油发
动机平均省油 30％，和汽油车相
比，柴油车最大的优点是更省油。同
时，柴油机的压燃式点火方式，让它
在低转速时就得到更大动力，非常
适合市区道路和负重条件下行驶。
柴油的自燃温度高，为了达到

柴油的自燃温度，柴油发动机需要
比汽油发动机更高的压缩比，因此，
柴油发动机的“劲”一般会比汽油发
动机的大。也正是因为“劲”大，所以
要求各有关零件具有较高的结构强
度和刚度，所以柴油机比较笨重，振
动噪声大。柴油车冬季冷车时启动
困难，它的喷油泵与喷油嘴制造精
度要求高，所以生产成本较高，同类
型、同配置的柴油车要比汽油车价
格高出不少。目前，新技术的出现在
这方面已有了较大的改进，一些柴
油轿车和 SUV已经采用了较为先
进的喷油系统，这样会在噪声控制
方面和汽油车更为接近，因此车主
不要过于担心柴油车的噪声。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

长杨明森认为，从排放的五个主要化
学物质来看，柴油车二氧化碳排放比
汽油车少 4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碳氢化合物的排放比汽油机少 10%，
但在启动和怠速时，颗粒排放物高于
汽油机，然而颗粒物的超标排放正是
造成环境污染的大敌，也是环保部门
长期担心柴油轿车不能达到现行环
保标准的最主要因素。
国际上提高柴油环保标准的努

力一直没有停止过，欧洲国家从
1989年开始就越来越多地采用技
术有效解决可能面临的环保问题，
例如采用尾气处理器。同时，为了不
断满足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高
压共轨喷射系统、废气再循环系统、
增压中冷技术、微粒捕集器、催化净

化装置应运而生。虽然柴油机的排
气后处理技术比汽油机困难，但是
国外在微颗粒过滤及其再生技术与
氮氧化物催化还原技术方面，已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柴油车尾气排
放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仍未完全解
决。

何日缚住“黑龙”

“柴油车的排放问题就世界范
围来说现在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这里面涉及很多基础科学问题。比
如燃料的问题、机械方面的问题和
后处理的问题。”赵震说，“我们目前
正在进行一个柴油车尾气排放催化
净化的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07年
准备申请立项时，环境催化是科学
基金重点资助的一个大方向，我们
选择了其中柴油车的问题。”

影响柴油车尾气排放的因素有
三个：燃料问题、燃烧过程和后处
理。燃料中氮的含量、芳烃的含量都
会影响后面的排放。如果燃料含硫
量大，就会把后面的催化剂活性物
质覆盖，很难做到尾气排放达标。同
时，因为空气中有氧和氮，所以发动
机工作时，燃料燃烧中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氧化氮。
“所以燃料再洁净、后处理过程

也是必不可少的。”赵震说，“汽油车
尾气要解决一氧化碳、氧化氮、烃类
问题。柴油车除了要解决这些问题
外，还有碳黑的问题。柴油车后面冒
的黑烟，就是碳颗粒物。我们现在做
的四效催化净化技术，就是要除掉前
面三种，同时少排放颗粒物。改善燃

烧条件。”
汽车尾气净化有很多方法，如

吸附净化、催化净化法等。但目前催
化净化还是主要的净化技术，柴油
车尾气的后处理过程就采用催化净
化法。比如，将有毒的一氧化氮、氮
氧化物变成无毒的氮气。将有毒的
一氧化碳气体转化为无毒的二氧化
碳，将烃类充分燃烧变成二氧化碳
和水等。

据介绍，在柴油车尾气的颗粒
物中，有碳、烃类、硅酸盐等，但主要
是碳。目前对付颗粒物的主要手段
是过滤，但过滤到一定程度后就会
堵塞过滤器，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所
以就要在堵塞前将这些过滤物清除
掉，而清除的办法就是将碳烧掉。在
柴油车尾气的温度条件下将颗粒燃
烧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一般
柴油车尾气的温度在 450K至 675K
之间。而碳黑颗粒的热氧化温度高
达 825K至 875K。

其本质是一个基础化学问题

顺着这一思路，该课题组首先
要设计出一种活性较强的催化剂，
即需要氧化活性强的成分。
“这实际上是一个化学的基础

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氧化还原的
化学反应。我们需要一种催化活性
高的催化剂来降低碳黑颗粒的氧化
温度。这需要设计好的催化剂，提高
催化剂的效率，这就带出很多的基
础科学问题，其中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赵震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
颗粒物和催化剂都是固体物质，固

体物质和固体物质通常很难反应，
怎样解决它的接触问题也是我们设
计催化剂时要考虑的。”
实验室研究碳黑颗粒和催化剂

的接触有两种，一种是紧密接触，另
一种是松散接触。催化剂在松散接
触时的活性会低于紧密接触时的活
性。但松散接触更接近柴油车排气
的实际条件。
针对这一问题，该课题组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863”计划的资
助下，也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比
如，用提高催化剂粒子的流动性来
增加反应接触等。
研究人员先用催化剂将尾气中

的一氧化氮转化为二氧化氮，二氧
化氮是气体，气体分子很容易和颗
粒物接触。用它来氧化尾气中的颗
粒物———碳黑效果就好多了。

该课题组还在纳米催化剂方面
取得不错的成绩。纳米催化剂颗粒
小，表面大，容易和颗粒物接触。同时
纳米催化剂自由能高，活动性强。
“我们目前制备了一些纳米催

化剂，效果确实很好。我们制备的有
单载的（活性成分是纳米的，载体不
是纳米的），后来又制备出一些复合
的（载体和活性成分都是纳米的）。
我们还做出一些大孔的纳米催化
剂，以进一步提高催化效果。”赵震
说，“大的方向虽然清楚了，但还有
很多具体科学问题要解决。目前我
们承担的‘863’项目也得到了滚动
支持，这和我们此前承担过一个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系很大。非常感谢科学基金对我
们的支持。”

基础研究助柴油车改善野黑大粗冶
柴油车尾气催化净化基础化学问题研究取得进展

柴油汽车发展面临的难题正被一一攻克基金简讯

医学科学部发布一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指南
及申请注意事项通告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

部（医学科学部）公布“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
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重大研究计划 2010
年度项目指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
展”的总体思路，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
学前沿中的重大战略需求，重点支持我国具有
基础和优势的优先发展领域。医学科学部欢迎
具有相应研究工作基础和能力的科学技术人员
通过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本通告和项目指南，
不符合通告和项目指南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申请条件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正在攻读

研究生学位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十
条第二款所列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申请。

限项规定

1.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

为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申请的项目数，与作
为负责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
计不得超过 3项。
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项目类型包

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联合资助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中的重大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期限超过 12个
月的委主任基金项目和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
（包括应急科学研究专款项目、理论物理专款项
目等）。正在评审过程中、尚未正式公布评审结
果的以上类别项目计入总数限制。
在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计入

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
以上项目类型中，研究期限不超过 12个

月，以及特殊说明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
制的在研项目除外。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

为负责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以上类型项
目数量累计达到 3项的，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
请以上类型项目。

2.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具体限项申请规
定。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
请或者参与申请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数限为 1
项；正在评审过程中、尚未正式公布评审结果的
以上类别项目计入总数限制。
正在承担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负责人和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主要参与者不得
申请或者参与申请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申请注意事项

1.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资助强度不低于 50
万元每项。申请经费额度低于 50万元每项的项
目，应根据实际研究经费需要申请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2.申请人请登录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下载
中心下载 2010年新版本（以前版本均不接收）
申请书。

申请书的报告正文应当按照重大研究计划
正文提纲撰写。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研究
计划相关的国家其他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报
告正文的“研究基础”部分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
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本次公布指南的四个重大研究计划 2010

年度只受理“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的
申请；申请书中“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
目”的预计研究年限分别填写“2011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和“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月”。

3.为实现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科学目标和多
学科集成，获得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应承诺遵守
相关数据和资料管理与共享的规定。

4.本次公布指南的“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
增殖与嬗变”、“可控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
“南海深海过程演变”和“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
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四个重大研究计
划申请书分别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
科学部、化学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
负责受理。

申请报送日期为 2010年 9月 13～17日。
5. 依托单位须在截止时间（9月 17日 16

时）之前通过互联网报送电子申请书，报送方
式：通过基金项目管理 ISIS网络信息系统提
交。上传或提交成功后，再登录 ISIS网络信息
系统打印申请项目清单。

6.所有申请均须通过依托单位报送电子申
请书和 1份签字盖章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且电
子申请书与纸质申请书的内容必须一致。报送
纸质申请材料要求有依托单位公函、申请项目
清单和纸质申请书原件，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
的申请。

7. 纸质申请材料应当在申请截止日前提
交。可直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受理的
相关科学部综合处。邮寄报送的申请材料，请
以速递方式寄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
责受理的相关科学部综合处（以发信邮戳日
期为准），并在信封左下角标注“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申请材料”。请勿使用包裹，以免延误
申请。

本报讯 近日，“北京大学仪器
创制与关键技术研发基金项目（一
期）”总结交流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
流中心召开。

200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
大学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研发中
心”，并设立“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
研发基金”，中心成立的目的在于整
合全校科研力量，加强仪器自主研
制，搭建公共技术平台，促进研发成
果转化，服务学校科研活动。截至目

前，通过集中申报与评审，基金已支
持两期仪器及技术研发项目共 15
项，基金支持的项目已产出多项技
术专利，部分项目已成功试制出仪
器样机或获得重大项目支持，进入
成果转化阶段。

会上，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部部长张新祥教授首先介绍
了“北京大学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
研发中心”成立的背景和一年多来
的建设情况。他谈到，充分发挥北

京大学科研优势，突出学科综合特
色，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整合相
关领域内的科研力量，并在这一过
程中探索高等学校开展仪器创制
与关键技术研发工作的模式及后
续的成果转移方式和渠道，是中心
建设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本
次总结交流会的主要目的是展示
项目成果，总结建设经验，凝练发
展思路，开拓北京大学仪器创新新
局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分
析化学学科主任庄乾坤表示，基金
委仪器研发专项主要侧重考量申报
项目的原创性，重点支持能够填补
国内空白的，能够对新概念、新理论
具有显著验证价值的仪器创新研
发，近年来，支持的力度始终保持稳
定增长。同时，他希望北京大学充分
利用基础研究和学科综合的优势，
在仪器的原始创新工作中取得更大
的成绩。
科技部条财司条件处处长孙增

奇介绍了国家层面对仪器创新工作
的总体思路。他谈到，建国以来，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科技中长
期发展规划一直是我国科技工作的
纲领和指南，而科学仪器的研发创
新工作也始终是科技发展规划中的
重要内容，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在
相关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和
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
要表现为尚未建立起成熟的自主创
新体制；科学仪器购置比例大，自主
研发比例小；国内仪器生产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弱；大量创新工作仍停
留在模仿阶段，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相关学科和领域的高端人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十二五”规
划中，针对科技创新，要着重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完善创新体系、体制
建设；推动企业、产业联盟建设，使
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实现国产高精
尖仪器的产业化；推动国产仪器的
示范和应用；带动国家整体创新水
平的提高。
会上，首批获得“仪器创制与关

键技术研发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
人分别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此
后，与会专家就项目和仪器创新工
作进行了热烈研讨。 （柯讯）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NSFC）和日本科学技
术振兴机构（JST）联合主办的“废弃
物和废热的能源循环技术”(Energy
Recycling Technology for Waste and
Exhaust Heat）双边研讨会在京召
开。来自中国和日本有关大学、研究
院所和企业的 20多名学者出席了
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主要就如下 5个具
体方向进行了讨论。

1. 斯特林发动机余热利用
（Stirling engine using waste heat）；

2.利用木质生物质燃料气体发
电 （Gas power generation using
woody biomas fuel）；

3.热电联产（Cogeneration）；
4. 废弃物的氢处理（Hydrogen

processing from waste）；
5. 优化能源供应工程（Optimal

engineering for energy supply）。

自 2004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已成功联合举办了 7届双边研讨
会，为中日科学家在项目申请前进
行充分的交流和项目设计提供了机

会。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已共同征
集并资助了 27项重大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4项延续资助项目。

（柯伟）

中日废弃物废热能源循环技术
双边研讨会在京召开

北大召开仪器创制与关键技术研发基金项目总结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