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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成舸 阴童桦 周红
汽车制造“三剑客”：
关键技术上自主创新

坐落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机械与运
载工程学院，活跃着一支由 3名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领衔的科研团队。自上世纪
90年代起，他们瞄准汽车制造领域的核心
技术，艰苦攻关，大胆创新，为我国汽车产业
从技术换市场迈入自主研发、制造打下了坚
实基础。
钟志华教授是湖南大学首位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5年该校机械工
程学科进入“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两年
后，35岁的钟志华凭借扎实的科研成果积
累和机械学科优势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成为该校机械工程学科加速
发展的一个新起点。2005年，钟志华成为我
国汽车工程领域第二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光耀现任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3年他在钟志华的
引荐下进入湖南大学，在金属成型技术特别
是模具设计方面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从 1996年起，钟志华、李光耀带领科研人员
历时 7年，凭借薄板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领
域的系列成果，荣获 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2001年，李光耀主持的“冲压成
型模具设计”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近年来，随着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的迅
速发展，作为制造业基础，塑性加工工业的
作用进一步强化。2006年，42岁的李光耀凭
借“塑性加工工艺与装备”课题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04年，36岁的韩旭被钟志华从新加
坡国立大学工程科学计算研究中心引进回
国。一年后，他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课题“混合数值法求解层合压电壳体结构
中的瞬态波动问题及其应用”。该课题虽然
经费不多，却是韩旭回国后得到国家科研经
费资助的“第一桶金”，使其能够进行将高性
能数值计算方法引入制造领域的初次尝试。
两年后，他申报的“计算固体力学”项目获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得益于科学基金
的资助，韩旭陆续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和发
明专利，特别是在汽车 CAE共性基础理论
和计算方法的研究领域，使汽车 CAE技术

不断走向智能化、工程化和实用化。
“十一五”期间，湖南大学机械学院共获

得了 5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基
金强度不断加大的持续资助，极大地增强了
该院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并使其关
键技术上的自主创新成果迅速推广应用于
汽车制造等行业。

化学领域三代人：
交叉平台里自然生长

湖南大学的化学化工学科是该校在自
然科学领域的传统优势学科，有俞汝勤、姚
守拙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湖南大学
化学学科立足前沿领域的第一代领军人。

1991年，从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理工
学院（ETH）完成博士后研究的王柯敏回到
母校湖南大学，主要开展化学生物传感新原
理、新方法研究。今年 3月，王柯敏课题组在
肿瘤活体成像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成果发表
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后在国际上引起
高度关注。王柯敏团队的成果得益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和支持。他是该学院
第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8
年以“分析化学”项目获资助时 41岁，该项
目为他在纳米及分子水平上的生物分析化
学、化学与生物传感器等研究提供了良好铺

垫，并为他之后承担国家多项重要科研任务
奠定了基础。2002年，湖南大学分析化学被
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8年 9月，44岁的杨荣华带着“生化
分析及生物传感”杰青项目从北京回到母
校。在该项目中，杨荣华团队针对分子探针
设计所存在的信号转换、选择性及灵敏度等
科学问题，利用超分子化学及纳米生物技术
等手段，构建了一系列基于超分子识别体系
和生物功能化纳米材料的化学生物探针，在
新型小分子探针设计、核酸探针信号转换新
原理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研究成果。

谈到基金项目在新平台上如何延续，杨
荣华说，“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不仅拥有
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
样好的平台，还拥有资深的俞汝勤、姚守拙
院士和一大批科研专家，让我的杰青项目得
以在湖南大学顺利开展”。

出生于 1971年的湖南大学最年轻教授
之一的蒋健晖，39岁时凭着“生化分析及生
物传感”项目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其核心研究内容是生物标志分子的检
测。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的项目组
将围绕重大遗传病分子诊断的生物传感新
方法开展研究，开发具有应用前景的分子诊
断新技术与器件，以期为重大遗传病分子诊
断提供依据。

在该学院，三代化学人中有两代 3人获
得过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他们都已成长
为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

环境科学与工程：
异军突起中创造未来

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让环境科学
走在了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在湖
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有两位投身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二十余年的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该学院成立于 1982年，在动辄上百年

院史的理工科学院中绝对算得上年轻。1988
年博士毕业回到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工作的曾光明，在缺硬件、平台和师资
的一穷二白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10
年后，他出任环境科学工程学科领军人。此
后获得两次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我们要立
足国内，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问题。要充分发
挥学科优势，找好突破点，明确自己的主攻
方向。”曾光明说。
基于不确定理论的环境系统分析是他

找到的第一个突破点。这正是他 2004年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水资源开发利用
与管理的系统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核心研究
内容，这得益于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曾光
明专注于系统最优化研究，开发了一整套基
于模糊、随机和区间分析的多目标最优化方
法体系，被不少同行公认为高水平研究成
果。第二个突破点则是针对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与资源化的研究。2006年，凭借该项目研
究成果“堆肥环境生物与控制关键技术及应
用”，曾光明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罗胜联是游走在环境工程和生物化学

领域的两栖专家。20年间，他不断攻克有色
工业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技术难题，不仅实现
了工业废水中沉积的大量重金属物质的有
效分离和提取，还实现了有色工业重金属废
水回收利用率达 90%以上的突破。

2007年，罗胜联以其在水环境保护与
利用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罗胜联对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
的作用机制与动力学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
究，建立了利用植物内生菌修复重金属污染
的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分析方法，使重金属
废水深度处理系统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山沃土育栋梁
———科学基金在湖南大学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木材防腐、防虫市场巨大，但传统处理

方法存在药剂毒性残留大、易流失等问题。
在这一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年前就
布局一批基础研究项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段新芳就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
一。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段新芳等人的研
究为这一技术走向市场作出了努力。

虾皮蟹壳作用大

壳聚糖是从螃蟹壳、虾皮等废物资源中
提取的绿色高分子复合物。
“壳聚糖的前身是甲壳素，存在于硬壳

类水产品的甲壳中，和纤维素、半纤维素、木
质素相似，是一种长链化合物。”段新芳说。
甲壳素不溶于水、酸等物质。经进一步

提取，就可得到壳聚糖。它溶于稀酸，这样其
化学反应活性就大大提高，在市场上作为一
种化工原料出售。
“我们当时主要想解决木材防腐、防虫

方面的问题。出发点一是环保，二是资源的
综合利用。”段新芳说，“在我们将壳聚糖用
在木头防腐、防虫处理前，作为一种高分子
复合物，人们却不知它该用在何处，也没人
用。我们就针对这一原料，进行下游产品开
发。”
此前，木材防腐、防虫处理主要靠金属

离子杀毒，传统的处理方法就是将防腐剂注
入木材，但将药剂注入木头后，很快就渗出
来。另一方面，木材处理后的成品和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因此还不能用砷、铬等毒性太
强的重金属。而毒性较弱的杀毒剂效果又难
如人意。低毒和长效持久一直是木材保护要
解决的难题。
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壳聚糖对木材的吸

附作用非常好。
“如果将壳聚糖与硫酸铜等金属盐鏊合

成一种分子配位聚合物，金属离子的固定量
和持久效力会大大提升，就能解决现有木材
防腐剂中大量的砷、铬对人畜造成的危害，
具有高效低毒的特点。”段新芳说。

防腐抑虫有新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
段新芳开始对壳聚糖金属盐的合成及其木、
竹材防腐防霉机理进行研究。该项目探索确
定了壳聚糖铜 / 锌两种金属配位聚合物

（CMC）的最佳合成条件，测定金属配位聚
合物系列药剂木材、竹材与木塑复合材料的
防腐、防霉效果评价与机理，检测了金属配
位聚合物药剂防护处理对木、竹材性与加工
性能的影响，获得了壳聚糖金属配位聚合物
在木竹材保护应用中的科学基础。
该研究小组采用抑菌圈法研究了壳聚

糖金属盐防霉剂对木霉、青霉、黑曲霉、黄曲
霉以及酵母菌的抑菌作用，并筛选出最佳抑
菌质量分数。结果表明壳聚糖铜盐对于所选
菌种的抑制效果高于其他几种试剂，且抑制
持续性也较长。尤其对木霉和酵母菌的抑菌
效果明显，且抑制持续性也最长。
研究人员对杉木边材、心材和毛白杨边

材表面涂饰不同浓度的壳聚糖乙酸溶液，测
定分析处理前后的木材材色变化。结果发现
不同浓度壳聚糖处理木材表面，处理前后总
体色差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加，其他色度学参
数略有变化。在此基础上，段新芳等人得出
壳聚糖处理木材表面的最佳浓度值。采用此

浓度进行处理对木材表面的进一步着色或
涂饰无大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壳聚糖金属配位聚合物
是与著名的对环境危害较大的防腐剂 CCA
具有接近的防腐效果的木、竹材防腐剂，有
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成本太高，用传

统方法处理一方木头大约增加一两百元，用
壳聚糖就会增加五六百元，因此缺乏市场竞
争力。”段新芳说，“近两年技术改进很多，当
时用水溶酸溶解壳聚糖，现在已经有了水溶
性的壳聚糖，处理成本相对降低一些，但相
对传统方法还是偏高，在一些出口产品、室
内高端家具上，才会考虑选择这种方法。”

科学基金对年轻人很重要

段新芳长期从事木材保护、生物质材料
科学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完成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攀登计划”等多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1991年以来，他出版了《俄罗
斯木材贸易及其加工利用技术》、《古建筑木
结构无损检测和保护技术研究进展》、《木材
颜色调控技术》、《木材变色防治技术》等专
著 7部，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木材综合利用
规范》等 10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2006
年，其壳聚糖金属配合物木材防腐剂的制备
方法及其应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我非常感谢科学基金的支持，因为林

科院结构调整，我现在主要转作标准化管
理，在申请第三个基金后就没再参与申请。
不过还是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每年都会
评审一些项目，对科学基金也很关注。”段
新芳说，“科学基金对科研人员，尤其是年
轻科研人员来说非常重要。目前中国的科
研经费分配体制不是很科学，年轻人没有
机会参与竞争一些大的项目，而科学基金
相对公平公正，在培养年轻人、开拓新的研
究领域、保持传统学科发展几个方面作出
重要贡献。”

我说基金

本报讯 8月 18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
委）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在京举行
签字仪式，共同设立石油化工联合基金。基金委副主任姚建年院士
和中国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周吉平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根
据协议，石油化工联合基金 3年将投入经费 9000万元，其中由中国
石油集团每年投入 2000万元，基金委每年投入 1000万元。

据介绍，设立石油化工联合基金旨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引
导全国优秀科学家，针对我国石油石化工业中重油炼制与加工、
新材料研究、化工过程节能减排、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超
低渗透油气藏提高采收率等领域中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超前储
备技术问题开展前瞻性、创新性基础研究，以带动石油石化行业
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结合，为我国石
油石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姚建年介绍说，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准确把握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
作用的战略定位，紧紧把握发展机遇，认真审视基础研究多元化
的资助格局，把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作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展的战略导向，不断增强服务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姚建年指出，设立联合基金正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基金在国家创
新体系中战略定位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将引导全国科学家围绕特
定领域的科学前沿和国家、区域以及行业发展战略需求，凝炼科学
问题，遴选和支持优秀的学术思想和项目，资助科学家进行自由探
索和创新研究，促进科研、教育和产业的结合，促进大学、研究机构
和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自主
创新能力。迄今为止，基金委已与十多个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建立
了联合资助的合作关系，总资助经费已超过 10亿元。

周吉平表示，中国石油集团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肩负着
推进我国石油石化科技进步的重要使命，认真贯彻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战略方针，把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不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
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
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大力加强以科技攻关、研发组
织、条件平台和科技保障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对主营业务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周吉平强调，作为公司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具体体现之一，
中国石油集团希望以石油化工联合基金为纽带，以科学规范的
科学基金制为保障，有效利用全国科技资源，为石油石化工业搭
建包括人才和优势学科的高层次、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解决行
业关键技术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基础研究问题。

据悉，石油化工联合基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
分，将接受全国科学家的申请。联合基金的各项管理环节以及对
项目研究水平的要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项目完全相同。

（陈晨）

3年 9000万元解决石油石化五大基础问题

基金委与中石油共同
设立石油化工联合基金

壳里有乾坤
———科学基金奠定壳聚糖金属聚合物木材防护应用基础

阴柯可
8月 19日，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公布。在集中接收期间，基
金委接收各类项目申请 147703项，经初步审
查受理 143820项，决定资助项目 31458项，
不予资助 108767项，其余项目正在评审过程
中。不计仍在评审项目，平均资助率约 21%，
竞争依然激烈。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资助系
列中，各种项目的定位和申请要求，如果一位
男性科研人员未能搭上青年基金项目的末班
车，那么，角逐此后的面上项目将更困难。
由于科学基金具有择优支持和极力提高

科研经费使用效益的特点。通常情况下，科研
人员如果获得过科学基金的资助，或者获得
过其他横向项目、省级项目，而且项目做得还
不错，那就既能提高科研实力，又能积累良好
的信誉，在下一次科研资源角逐中更具优势。

有学者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管理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和我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情况相似，即其再次延续资助比例高

于首次延续资助比例、老人（获得过资助者）资
助率高于新人资助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资助管理的重大变化趋势及启示》温新民、左
金风，《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 10月）
这有点像刚毕业的大学生遭遇就业

难———雇主更青睐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
2007年，美国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咨询

公司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实施了一项调
查，以了解在经费紧张时期（2000～2006），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采取增加资助强度、稳
定资助项目数量、拒绝申请人数增加的措施
是否有效。结果发现，这种做法造成了“双
输”的局面。

2008年，美国国家文理学院发表《推动科
学与工程研究：资助年轻研究人员，鼓励高风
险高回报的研究》的报告指出，目前美国联邦
资助环境阻碍了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
员的发展，抑制了可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
究工作。并提出应针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
研究人员设立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资助计
划，或者扩大和加强现有的计划；应特别重视
常规资助项目中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同行评

议；应针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研究人
员，对资助项目提出不同的期望。
从今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青年

基金项目女性申请人的年龄放宽到 40周岁，
这对年轻女性科研人员来说是个绝好的消息
（从 19日公布的评审结果可以部分验证这一
判断）。同样是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申请青年项目者（包括课题组成员）年龄不得
超过 39周岁，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男性科
研人员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的要求是 35岁。
为什么是 35岁，而不是 36岁、37岁或其

他年龄？对青年基金项目划定年龄限制，可能
是出于公平的考量，但对从事医学或者交叉
学科研究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取得博士学位、
得到科学基金申请资格较晚，如果同样以某
一年龄为限，就有失公平。
如果青年基金项目出于稳定青年研究队

伍、培养后备科研人才的目的，划定年龄限
制。同样也应增加一项标准，对从来没有获得
过科学基金（或其他基金）资助的申请者制订
鼓励性政策，给予一次表现的机会。

给新人一次表现机会

基金项目有没有？申请经历有没有？如果你有故事，如果
你有想法，如果你有建议，如果你有困惑，快来参与。“我与科
学基金”征文开始了！

本征文要求是自己申请科学基金的经历或感受，字数不
限，文体不限。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赐稿请注明：我与科学基金征文。
赐稿信箱：shzhang@stimes.cn;huhuz123@126.com

“我与科学基金”征文

（上接 A1版）这类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的国际研讨会，加
深了国家间为应对共同问题而开展的合作，并为从科学合作向
共同行动迈进，提供了契机。

另一类国际会议则更集中在科学问题上。这类国际会议对
扩大我国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

国际侏罗系大会，是全球地质科学界最高规格的会议，被誉
为全球侏罗系地球科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2010年在中国举
办的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是该会议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举
行。大会吸引了来自 33个国家的近 300名专家学者参与，在进
一步增强该领域学者间交流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侏罗系
研究的国际地位。

据统计，2010年中科院举办的国际会议达到了 393个，在数
量上比 1998年增加了好几倍，国际会议已经成为国际合作交流
的重要平台之一。吕永龙强调，国际会议应重在质量，要培育若
干在国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品牌会议。

据悉，2011 年 9 月，第四届“纳米·中国”国际会议又将在北
京召开。该会议由国家纳米中心发起，自 2005年发起至今，这个
由中国科学家发起的学术会议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参
与。吕永龙说，“纳米·中国”代表了中科院在主办国际会议方面
高质量、高水平，以及引领国际的未来方向。

国际组织任职：向高端突破

从量向质的突破、升华，也体现在国际组织任职方面。多年
来，中科院一直把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组织话语权，看做
扩大我国科技界在国际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中科院启动了国际组织人才梯队的建设计划，支持
一批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的科学家参与和组织国际活动，并
积极推荐青年科技和管理专家到国际组织工作。在这一计划的
推动下，中科院国际组织人才梯队建设已初具成效。

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第 27届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大会上，
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研究员郭华东当选为该组
织第 7任主席。这是该组织成立 44年来，中国科学家首次担任
主席一职。

在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第 38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期间，中
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吴季当选为该组织副主席。
这是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成立 50多年来，首次由欧美以外的科
学家出任副主席一职。

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端职务，对科学家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除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和声望外，还要求科学家掌握国际
学术组织的运作机制、组织功能、工作方式，掌握如何制定行动目
标、如何运作国际组织办公室、如何进行跨国谈判等管理技能。

为了培养更多符合这些条件的科学家，中科院国际合作局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 2010年起合作举办了“中国科学院国际
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培训班”。如今该培训班已经举办了两届，
组织了一批像吕永龙、张侃这样在国际组织的高端职位上，有着
丰富、成功的任职经验，并受到国际认可的科学家授课。

两年来，该培训班已培训了任职及后备人员数十人，吕永龙
说，这个培训班模拟国际组织的工作环境，按国际组织任职的基
本素质要求，培养学员未来参与国际组织的实际运作能力以实
现把更多科学家或管理专家推向国际组织前沿的目标。

以科学为依托，在国际政治、经济等焦点问题上，掌握更多
的话语权，以科学彰显国家的软实力，是中科院在国际合作上面
对我国在国际上地位与角色变化，正努力追求的一种全面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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