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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春回，生机盎然。1986 年 2 月 14
日，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
的日子。这一天，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中华大地
上开启了全面实施科学基金制的探索与实
践。如今，韶华三十，年至而立。科学春天里
的汩汩甘露已经成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
主渠道，体制改革中的破冰之举已经成为广
大科学家由衷信赖的先进管理体制。

三十年来，科学基金春风化雨助力人才
成长。针对不同成长阶段人才培养需求，兼
顾拔尖人才与创新团队总体布局，统筹用好
国际人才与国内人才两种资源，建立了包括
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在
内的完整的人才资助谱系，郑南宁、田中群
等当年资助的一批批鲜为人知的“愣头青”
如今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带头
人。钟灵毓秀，四方辐辏，国家基础研究人才
成长的脚下都离不开科学基金那默默无闻
的支撑基石。

三十年来，科学基金润物无声浇灌硕果
累累。以推进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为己任，大力营造创新环境，鼓励自由探索，
科学基金不断完善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
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等资助工具，激
励科学家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锲而不
舍、砥砺前行。孜孜创造，熠熠生辉。仅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光子纠缠及
干涉度量”曾先后获得 32 项科学基金的资
助；获得有“第一巨奖”之称的“基础物理学
突破奖”的王贻芳，曾获得过 8 项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获得有“女性诺贝尔科学奖”之称
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谢毅院士，曾持
续得到 11 项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三十年来，科学基金协同开放联通国
内国际。科学基金不断加强创新体系战略
协同，先后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
行业企业共同设立联合基金，引导与整合
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门、企
业、地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提升
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科学基金放眼全球持续开放，截至 2015 年
年底，已经与 40 个国家（地区）的 85 个境
外科学基金组织或科研资助机构签署了合

作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实质性国际合作
研究有力推进，在世界科技舞台上不断发
出中国的“好声音”。

三十年来，科学基金锐意改革不断完善
体制机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为遵
循，始终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
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了包括资助
评审、学术监督、经费使用、信誉管理等一系
列规章体系，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落
实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科学管理、民主管
理、依法管理、创新管理、阳光管理成为科学
基金工作的鲜明特质。“基金委在设立之初
受到了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的影响，但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借
鉴先进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适度调整，
获得了良好的声誉。”2011 年科学基金国际
绩效评估报告如是说。

念兹在兹，何曾或忘。党和政府对科学
基金事业的关心和指导是科学基金事业健
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广大科学家对科学基金
事业的支持和厚爱是科学基金事业永续发
展的坚实依靠；广大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管
理的夙夜在公勤勉尽责是科学基金事业不
断光大的有力支撑！

三十而立，不忘初心。
新的时代，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基础研

究整体水平稳步提高，正在进入从量变到
质变、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重要转折
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跻身创新型国
家行列的决胜阶段，科学基金工作将深入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
准管理，不断完善资助体系和管理机制，大
力营造创新环境，强化知识创新的源头供
给，培育撬动未来发展、引领新常态的新动
能；围绕推进我国基础研究早日实现与科
技发达国家“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
并行”的战略目标，进一步聚焦基础，聚焦
前沿，聚焦人才，让基金资助更加高效；着
力打造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丰富、
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
大、资助谱系多样的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繁荣发展基
础研究，大力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谱写
践行“中国梦”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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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科味”十足
———本报记者新春见闻

①讲解员在讲解“大
圣归来”。

②工作中的电网巡
检机器人。

③科研人员在监测
卫星状态。

④春节期间仍在从
事研究的郭万林团队。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撰文评述如何产出重大成果———

从“引力波的发现”看中国科研体制 详见第 4版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中国工程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在沪举行。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
匡迪，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上海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徐德龙，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李逸平，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副秘书长徐逸
波，中国工程院秘书长钟志华出席会议。会
议由李逸平主持。

据介绍，自 2001 年 7 月中国工程院
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以来，院市
双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和上海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合力推动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事关上海
长远发展的领域，比如建设拥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转型升级、
生命健康、能源环境等方面作了一系列
高水平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意
见和建议。2012 年，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机制，成立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中心（上海）。自此以后，多项合作成果已
经问世，关于健康老龄化、燃气轮机、集
成电路、城市垃圾综合处理的 4 个院士咨
询研究项目通过验收，并提交至国务院
和上海市政府，为上海和长三角经济社
会发展建言献策。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牵头完
成的 《长三角地区健康老龄化发展的战
略研究》报告提交后，科技部和上海市领
导已向她了解情况，复旦大学老年医学

研究中心也将得到科技部支持。
同时，由翁史烈院士、杨胜利院士牵

头，与上海社科院共同编纂出版的《转型升
级的新战略与新对策———上海加快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为市
委一号调研课题和科创中心总体方案制定
提供了决策参考。

由杨胜利、闻玉梅、王红阳、钱旭红、丁
健、宁光、邓子新、裴钢、金力等院士开展的

“上海医学科创中心建设战略研究”，聚焦
上海具有优势地位的 11 个重点领域，研究
制定未来十年上海医学科技创新发展路线
图，明确上海医学科技创新发展 2020 年及
2025 年目标，并就实现该目标所需的政策
和举措提出院士建议。

本报讯（记者王佳雯）“此次美国科学
家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一方面验证了爱因
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人
类认识宇宙的一个新窗口———引力波天文
学。”2 月 14 日，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施郁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2 月 11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召集
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激光
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科学家向
世界宣布，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施郁告诉记者，引力波就是在时空中
传播的时空度规的扰动，可将其简单地称
为“时空的涟漪”。此次美国科学家之所以
强调其“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是因为科学
家曾发现某个脉冲双星的能量损耗可以用
引力波很好地解释，而该发现被视作“间

接”观测到引力波。
据了解，以往观测宇宙都是采用各种

电磁波，但电磁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
致有些天体过程无法进行观测，比如产生
此次引力波的两个黑洞的并合过程。“所
以，这次观测到引力波也是人类首次观测
到这种黑洞过程，并且引力波探测还可以
与电磁波和中微子探测结合起来，黑洞和
宇宙学的研究会受到很大的推进。”施郁
表示。

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对宇宙的观测可
被视作“通过光去看宇宙”，而引力波带领
人类“通过它去听宇宙”。更重要的是，引力
波探测开始后，人类才有可能了解宇宙各
个时期发生的故事，因为宇宙黑暗时期是
无法通过光予以观测的。

据介绍，目前国内有“阿里实验计划”
和“天琴计划”两大引力波研究项目。“天琴
计划”与 LIGO 的科学目标很接近，旨在测
量恒星级别的星体对撞或合并产生的引力
波。而“阿里实验计划”跨越了这一步，以测
量产生于宇宙创生时期的原初引力波为研
究目标。“它们与 LIGO 观测的宇宙时期不
同，关心的尺度也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物理学院教授蔡一夫解释称。

蔡一夫表示，此次探测到引力波可能
宣告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一百多年前电磁
波的标准理论提出后，人类很快进入电气
时代，并因此完成了若干次技术革命和社
会生活的颠覆。而引力波的物理意义要超
越电磁波，因此“将引力波的发现视作一个
新时代的来临，应该不为过分”。

中国工程院和上海市合作成效显著

引力波探测将推进黑洞和宇宙学研究

西安 看护“二宝”无微不至

除夕夜，西安。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副总指
挥沈苑的手机上，不停地收到来自家人和朋友的
新年祝福。这是她第一次没能回家过年。

为呵护诞生不久的“二宝”———刚入轨的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第五颗星，中科院北斗卫星研
制团队的一支“小分队”选择留在科研第一线，实
时监测卫星的姿态、轨道、温度等运行状况。

“二宝”是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
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抓总研制的第二颗新一代
北斗导航卫星。除夕前一周的 2 月 1 日，“二宝”
被成功送入太空。

和沈苑一样，整个除夕夜，中科院微小卫星
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卫星总师林宝军的手机也响
个不停，满满当当地收获了将近两千条信息，其
中不少都是给“二宝”的祝福。

为及时获得卫星遥测数据，林宝军、沈苑和
负责姿态轨道控制的卫星副总师熊淑杰、热控主
任设计师李锴、测控主任设计师古启军、能源主
管设计师张强一行 6 人，在卫星发射之际就奔赴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时刻监测卫星状态。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北斗卫星
总指挥相里斌在卫星发射时曾感慨：“航天是考
验人性的事业，考验你的意志是否坚定，考验你
的胸怀是否宽广，考验你是否真实坦荡，考验你
是否有责任担当。”在北斗团队里，科研人员的坚
定和担当得到了最直接的考验。

从 2011 年 10 月卫星工程启动实施到最终
发射成功，卫星团队的成员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完
整的年。“每年大家都是初一或初二就回到了自
己的岗位上。”林宝军说。

今年，为让连轴转了 4 年的小伙伴们能在春
节多陪陪家人，林宝军决定由他带领“小分队”留
在西安值守。

“现在，卫星的状态非常好，我们是有信心
的，但毕竟这颗卫星刚刚打上去，还是个小孩儿，
没有独立地在外面闯过，看着点，才能更放心。”
林宝军笑着说。

他告诉记者，目前，“二宝”正在宇宙中“飘”。
“卫星发上去后，我们需要将卫星调整到与其他
四颗星相对固定的位置，以便五颗星能联合起来
进行星间链路的测试。”林宝军说。

南京 宽体客机研究深入

春节前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纳米科学研究
所所长郭万林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放松休息，而是
开展了国产大型宽体客机 C929 的三维损伤容
限设计预先研究。

据了解，歼十战机就采用了郭万林团队研发
的三维损伤容限设计，使机体结构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其核心理论被称作“郭氏理论”。C919
客机也部分使用了其团队的三维损伤容限分析。

事实上，这只是郭万林团队春节期间开展的

其中一项工作。其间，他们还继续在新型二维纳米
材料制备和性能研究方面开展研究，探索该类材料
在晶体管、光电探测器、光电传感器以及催化制氢
等方面的应用。

武汉 生物城中别样“热闹”

春节期间，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武栋成
和他的团队仍像往常一样，早上 7 点半准时进入
实验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每天，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在两小时内将经
过 14 天培育的抗癌细胞收集完毕，运输至医院。
武栋成介绍说，实验室每天还会接收至少 20 个
癌症患者的细胞样本，提取其中的抗癌细胞，在
体外扩增、培养，再回溯到病人体内，以此提高病
人自身的抗癌能力。

2009 年，武栋成将这项在国外研究了 11 年
之久的抗肿瘤免疫细胞技术带回国，并在 2012
年进驻武汉光谷生物城，不断开展该技术的临床
应用和科技研发。

同样是在生物城园区内，素有“稻米造血之父”

之称的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代常，正和团
队成员在对转基因水稻的生长进行实时监控。

这些水稻可为人类提供大量的人血清白蛋
白，有望在科研和医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团队
成员不间断地照看水稻，逢节假日便轮班值守，
负责打药、灌水、看护等任务。

北京 博物馆里讲解“大圣”

2 月 11 日，大年初四，北京飘起了濛濛细
雨。假期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照例人头攒动。

4D 剧场内，志愿者老师精心准备的科普剧
《鱼类运动会》精彩亮相。小小的舞台上，鱼类运
动会现场热闹非凡。漂亮的“小黄花鱼”、端庄的

“大黄花鱼”，帮助孩子们认识了真正的鱼类以及
哺乳类、软体类、两栖爬行类等不同水族动物种
类的区别和特点。

2 月 12 日，讲解员还专门编排了主题讲
解———大圣归来。“大圣是猴吗？上树吗？吃桃儿
吗？人是猴儿变来的吗？……”主题讲解为观众一
一揭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河北 小机器人巡检电网

在国网河北检修公司 500 千伏石北变电站，
伴着浓浓的年味，“他”在晨曦中开始一天的工
作。不过，这个“他”并非如你我这般的血肉之躯，
而是一台通体白色、身高 1 米有余的小机器人。

春节期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人每天“走”出充
电室，沿轨道缓缓滑行至设备区开始工作。据介
绍，机器人承担了该站点 2511 个巡视监测点、
1619 个红外监测点、498 块仪表的自动读取，以
及 394 台设备外观的检测工作。

在巡检工作中，机器人利用红外热像仪、可
见光摄像机等传感器，将巡检数据传送回监测
点，并自动生成报表、曲线、告警提示等全方位巡
检报告。

不过，为保障春节期间的电网安全，电站工
作人员还是全员到岗，并在机器人巡检后，进行
二次巡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了机器人的辅
助，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以往我们完成全站设备
的巡视和红外测温工作，至少需要两三天，而这
些机器人用 20 个小时就能全部完成。”

湖南 科技助力“竹都”发展

沿京珠高速向南行进，离开京城，穿过河北、
河南、湖北三省后，视线里会出现一个葱绿色的竹
子状大型圆柱，上面写着金黄色的“竹都”二字。这
里就是湘北第一镇———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

这里拥有几十家现代化生产、加工、销售竹器
的家族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门前堆放着竹子或竹
片等原材料。镇政府申请到国家科技基金，正在新
建一座占地 1000 公顷的“湘北竹器科技城”。

在当地最大的晨星竹业公司，除了管理人员，
生产线上已基本不用工人。高压蒸汽处理后的材料
适用于任何地区，不会生虫，也不会开裂，产品在北
方备受欢迎。出口产品也已有样品参加展会。

铁路 信息科技方便旅客

春运期间，旅客黄女士将一个“小盒子”遗落
在了 G326 次列车上。通过山东德州东站官方微
信，黄女士找到车站值班人员，在客运室的协调下
与 G326 次车长取得联系，最终成功找到遗落在列
车座椅下方的物品。

放眼全国，广州南站推出的“智能机器人引导
服务”，不仅能实时提供列车班次动态、车站指引
等信息，还能与旅客愉快地“玩耍”；济南火车站在
站内设置了“一键求助”装置，用科技助力春运；各
种车站资讯手机应用软件（App）更是可提供诸如
语音对话、车站导航等服务，切实方便了旅客。

公路 电动汽车服务远行

2 月 8 日，大年初一，在西安一家高科技公
司工作的杨浩就带着一家老小出门旅游了。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杨浩一家出行时坐
上了新买的特斯拉电动汽车。早上 8 点，杨浩
根据之前查好的攻略，开着充满电的新能源车
出发了。此时，仪表盘上显示，续航里程是 490
多公里。

这天中午，经过 200 多公里的路程，穿越秦
岭隧道，他们到达了此行的第一站汉中市。杨浩
一家在汉中市内一家设有超级充电站的酒店里
午休，也为汽车充足了电。杨浩表示，虽然已经充
满了电，但最担心的还是充电问题。

向下一站广元行驶的途中，杨浩担心的问题
发生了。受交通事故影响，高速路开始堵车，导致
续航里程快速降低。所幸，他们还是在电池耗完
前赶到了位于广元的充电站。

第二天下午，杨浩一家抵达成都市，正式开
始了春节旅行。

“研究表明机动车给雾霾作了很大‘贡献’，
减轻雾霾必须从每个人做起。”杨浩坦承，“希望
以后充电更方便一些，也希望国产的新能源汽车
能越做越好。”

（本报记者倪思洁、崔雪芹、王超、甘晓、王佳
雯、王静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