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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成立十年 了
。

十年来
，

科学基金在支持我国基础性研 究方 面发

挥 了重要作用
，

支持 了许多的研 究项 目
，

稳定 了一批研 究队伍
，

取得 了良好的资助 效果
。

天

文科学基金作为 国享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做 出 了其应有的贡献
。

为加强资助

项 目的 交流和管理
，

进一步提高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

�

理学部与

天文学进展编辑部商定
，

在 《天文学进展》 季刊中增设 《 自然科学基金 》 栏 目
，

旨在宣传
、

介绍科学基金的方针
、

政策和工作动态
，

反映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情况
，
交流

、

探讨 改进科学

基金工作的途径和方法等
。

欢迎科学基金项 目承担者
、

管理人 员及关心科学基金的广大天文

工作者
，
积极参与

，

踊跃投稿
。

稿件请寄到天文学进展编辑部
，

并注 明 《 自然科学基金 》 栏

目
。

凡是在 《 自然科学基金 》 栏 目中刊登的稿件
，

免收发表费
。

科学基金天文学科
“
八五

”
资助情况和

“
九五

”
资助展望

汲 培 文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北京 �������

摘 要

分析介绍了天文学科
“
八五

”
期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情况

，

在此基础上展望
“
九五

”
重点

资助方向和概况
。

关 键 词 科学基金 一 资助概况 一 展望

� 引 言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自 ���� 年成立以来
，

一直坚持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

合理
”
的工作方针

，

积极采用公平竟争
、

科学民主和鼓励创新的机制
，

在推进我国基础性研究持续
、

稳

定地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

加快出成果
、

出人才的步伐
，

配合完善国家科技三个层次的总体工作布局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

为中国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

十年来
，

科学基金总经费由 ����

年起步的 �千万元
，

逐年增加
，
����年已增加到 �亿多元 � 资助了近 �万个不同规模的研究项 目

� 全

国大约有 �万多科技人员和 �万多名研究生在科学基金资助下专心致志地从事基础性研究
。

据不完全

统计
，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已出版专著 �千多册
，

发表各种论文 � 万余篇
。

很多科学基金项 目得到了不

同等级的奖励
，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获奖比例不断上升
。

����年 �月 ��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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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
，

天文学科科学基金工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

资助经费由 ���� 年起步的 �� 万元
，

逐渐增

加
，

����年资助经费己达 ��� 万元 �
自由申请项 目平均资助强度 �

�

�万元 �项
。

资助项 目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

���早一����年间
，

天文学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 目中
，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占到 ���
。

目前
，

在

基金委员会
“

控制规模
、

提高强度
、

拉开档次
、

鼓励创新
”
的要求下

，

每年资助项 目数维持在 �� 项左

右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天文学科每年资助经费只 占科学基金当年经费的 ����� 左右
。

� “
八五

”
资助情况

面上项 目
�

包括 自由申请项 目
、

青年基金项 目和地区基金项 目
。

为统计方便
，

表 �中所列的资助项

数和金额包括了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项 目
， 、

基金委员会主任基金项 目
、

学部主任基金项 目和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项 目 ����� 年前为国家优秀中青年基金项 目�
。

面上资助项 目情况及按分支学科分布情况见表 �
。

表 � “
八五

”
面上资助项 目按分支学科分布情况

分分支学科科 分 支 学 科 名 称称 资助项 目数数 资助金额额

代代 码码码码 �万元元

������� 天文学学 ����� ��� ���

��������� 宇宙学学 ���� �����

��������� 星系和类星体体 ���� ���
�

���

��������� 恒星物理与星际物质质 ���� ���
�

���

��������� 太阳和太阳系系 ���� ���
一

���

��������� 射电天文文 ��� ��
一

���

��������� 空间天文文 ��� �
�

���

��������� 理论天体物理理 ���� ��
，

���

��������� 天体测量和天文地球动力学学 ��� ��
，

���

��������� 天体力学和人造卫星动力学学 ��� �����

��������� 时间
、

频率率 ��� �
�

���

��������� 天文仪器器 ��� ��
�

���

��������� 天文学史 ���� ��� ��
�

���

重点项 目
�

着重支持针对我国已有较好基础
、

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领域或学科生长点
，

开展系统
、

深入的研究
。

重点项 目资助情况见表 �
。

表 � “
八五

项 目名称

”
天文重点项目资助情况

太阳磁场和速度场的观测研究

天体高能过程的空间观测与研究

高梢度天文参考系研究

星系形成和宇宙大尺度结构

分子云与恒星形成

望远镜主动光学技术的预研究

太阳 �� 周推斑和活动的多波段

观测研究

主持人

艾国祥

李惕磅

金文敬

又肠祖淦

刘彩品

苏定强

张和棋

丁有济

资助金额

����万元

���� 万元

����万元

���� 万元

���� 万元

���� 万元

��
�

� 万元

重大项 目
�

根据国家经济
、

社会科技发展的目标
，

重点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
，

组织多

学科综合研究和高等学校
、

科研院所
、

产业部 门的联合研究
。

为了鼓励和支持交叉学科研究项 目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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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天文学科
“
八五

”

资助情况和
“
九五

”
资助展望 ���

“
八五

”
期间起

，

基金委员会从资助重大项 目的总经费中专门划出一部分用 于资助交叉学科重大项 目
，

经费指标不计入各学部或学科的经费指标中
，

由各学部联合组织
、

推荐项 目
。

天文学科和地球科学部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科联合取得一项重大项 目资助
。

项 目和课题情

况见表 �
、

表 � “
八五

”
重大项 目 �与地学交叉�

序序 号号 项 目名称称 主 持 人人 资助金额额

日日日地系统能量传输过程程
匾困

、

魏奉思思 ���万
�

元元
的的的研究究 张柏荣亮亮亮亮

����� 太阳缓变扰动源的物理理 张柏荣荣 ��万元元

过过过程研究究 吴铭蟾蟾蟾

����� 太阳耀斑及其他快速扰扰 王家龙龙 ��万元元

动动动过程程 王 水水水

����� 太阳扰动在行星际空间间 魏奉思思 ��万 �石石

的的的传播播 王敬芳芳芳

����� 太阳风扰动向磁层的传传 刘振兴兴 ��万 元元

输输输输 淮祖荫荫荫

����� 磁层与电离层的祸合合 李 钧
、

匾圃圃
��万 少云云

徐徐徐徐文耀耀耀

����� 热层与电离层
、

磁层及及 肖 佐
、

陈耀武武 �� 万元元

中中中层大气的藕合研究究 易帆帆帆

����� 日地系统扰动综合观测测
直困

、

熊 浩浩 ��万 元元
和和和研究究 高玉芬亮亮亮亮

“
八五

”
资助三个层次 �面上

、

重点
、

重大�的项 目
，

由于时间跨度和立项资助的时问不同
，

有些

项 目已结题
，

有些项 目正在进行中
。

面上项 目部分已结题交来总结
，

重点项 目有两项 已到期结题 �艾国

样研究员负责的
“
太阳磁场和速度场的观测研究

” 、

李惕磅研究员负责的
“
天体高能过程的空间观测 与

研究
”
�通过专家组验收

，

交叉 重大项 目也进行了中期检查
。

从收到的材料看
，

大多数项 目均按计划完

成了预期任务
，

达到了预期目标
。

有些项 目取得了重要进展
。

如 自由申请项 目中
，

南京大学方成教授领

导的研究组
，

利用 自己研制的太阳塔
，

抓住太阳 �� 周峰年的时机
，

在太阳活动体的光谱研究中
，

获得

���个高质量的太阳活动体光谱资料
�
发展 了非局部热动平衡的整套计算方法和程序

，

获得 了
一

批耀

斑
、

黑子和 日洱的半经验大气模型以及耀斑大气的动力学模型
。

云南天文台谢光中研究员领导的研究

组
，

在蝎虎 �� ��� 型天体研究中
，

发现 �� 个射电选 �红 ��� 天体中心具有 ���一�护材 。 的大黑洞
，

表明中心存在大质量黑洞是 �� 天体的共性 � 发现 � 选 �� ��� 天体中心具有大质量黑洞
，

为两类 ��

��� 的统一 模型提供了观测证据 �证明了 �� ��� 天体的红移与视星等之间在作多普勒修正之后也满足

哈勃关系
。

北京大学吴鑫基教授
、

乔国俊教授和河北 户学院张承民副教授
，

通过国际合作
，

在脉冲星研

究中
，

获得南天脉冲星偏振和法拉第旋转测量的最大样本 � 首次提出脉冲星逆康普顿散射模型和平均

脉冲成分分离的方法
，

确认了三种成分脉冲星存在
“
内锥环

”

辐射
，

定量地给出中心束和两个锥环的结

构
。

北京天文台李启斌研究员负责的委主任基金项 目
，

组织联合我国各天文台和大学研究人员
，

在苏梅

克 一 利维 �
一

号彗星撞击木星的观测研究中
，

课题组成员成功地准确测定 �� 彗核撞击时刻
，

是世界
�

�对

该彗核撞击时刻的唯一准确测定
�
得到了完整的暗斑演化序列

� 观测到射电爆发等
。

在结题通过专家验收的重点项 目中
，

北京天文台艾国祥研究员领导的研究组
，

在色球磁场和速度场

观测研究中
，

发现色球磁场呈纤维状结构
、

色球磁场中存在磁对消现象
、

耀斑经常出现在色球 �口线速

度反变线的红移一侧 �在光球矢量场研究中
，

证实磁对消和磁重联是
一

导致耀斑产生的 一个重要条件
、

耀

斑产生前后的磁剪切变化有一定随机性而并非过去认为的均是减小
、

改进了向量磁图和纵向电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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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
�
与美国大熊湖太阳天文台进行

“
日不落

”
联测

，

确认出太阳网络场寿命约为 ���
，

网络磁元寿

命约 ���
，

改写了过去网络寿命约 ��� 的结论
。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惕暗研究员领导的研究组
，

完成了球载大型硬 � 射线望远镜 ����
一� 的研制

，

并进行了高精度硬 �射线观测
�
创立了直接解调方

法
，

显著地改进了成像质量
�
发现了 守 暴观测特征的长时间演化现象

，

并对 � 暴提出了新的模型
�
利

用 ���一� 的数据
，

首次发现了三颗脉冲星的 甲辐射特征
，

其中一颗被新一代卫星 ���� 所证实
，

成为

迄今确认的 �颗 � 射线脉冲星中的一颗
�
首次用 年 射线数据测定了 ��

而
��� 中子星的位置和 自行

。

这

两个结题项 目
，

均被专家组评为优类项 目
。

� “
九五

”
资助展望

“
九五

”
期间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国家对科学基金的拨款将增加
。

科学基金资助形式仍基本保

持面上
、

重点
、

重大项 目三个层次
，

其所占科学基金经费比分别为
�

面上项 目 ���
、

重大重点项 目之

和为 ���
。

面上项 目仍是科学基金资助的主要部分
，

这是由基础科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的
。 “
九五

”
期间

，

天

文学科资助面上项 目规模维持在 ��� 项左右
，

经费约为 ���� 万元左右
。

研究课题主要由申请者根据项

目指南资助范围和鼓励研究领域所列内容 自己构思而定
，

但侧重支持以课题研究为主的项 目
，

强调以

课题研究带动技术
、

仪器的发展
�
提倡立足国内现有和将建的观测设备

，

加强学术思想创新
、

理论与观

测相结合及天文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

鼓励与其他学科交叉和渗透
，

逐步形成在国际上有特色有影响

的研究集体
。

对于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

特别是利用国外大型先进设备进行观测研究的项 目
，

仍将受

到重视和支持
。 “
九五

”
重点重大项 目切块经费

，

我委已下达到各科学部
，

天文学科获切块经费 ��� 万

��
�

根据 目前情况和 己进行的准备工作
，

拟用 ��� 万元资助学科内 �一�� 项重点项 目
，

主要从 下述领

域中选取
。

这些领域将根据天文工作者书面建议和专家讨论推荐确认
。

但天文工作者仍可继续向基金

委员会书面提出重点项目建议
，

以便专家组讨论选定
，

争取立项
。

“
九五

”
重点项 目候选领域

�

。
活动星系核的观测和理论研究 △

�
银道面射电天文国际合作研究

·
蝎虎天体光变巡天及活动星系核统一模型 �

� ���� 多色巡天

�
相互作用星系

�
宇宙早期高红移天体的性质和演化

�
脉动变星的观测和研究

�

密近双星
、

类太阳恒星的研究

。
空间高能天体物理实验观测和数据分析 △

�

中子星和脉冲星的研究

。
超新星的观测研究 △

�

核天体物理

�
分子云和恒星形成

。
高精度大 口径天文镜面磨制技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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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天文学科 ��、五 ”
资助情况和

“
九五

”
资助展望 ���

·
疏散星团与银河系结构 △

�

太阳耀斑和活动体结构的高分辨观测研究

�

太阳活动预报的物理基础和方法
。
天体力学新方法 �

�

高精度
、
多波段参考系的建立

注
�

带 � 为 ���� 年度已立项资助
， △ 为 ����年度指南公布拟资助的领域

。

为鼓励学科交叉
， “

九五
”
期间数理学部在切块经费中留出约 ��� 万元经费

，

拟资助 �项学部内

跨学科的交叉重点项 目 �例如天文与物理
、

数学或力学交叉等�
，

需待有关学科的专家联合提出立项建

议
。

“
八五

”
期间

，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承担者均不参加天文国家攀登计划项 目
。 “
九五

”
攀登项目尚未

启动
，

而我委重大重点项 目已启动
，

这样将难以避免人员的交叉和重叠
，

但研究重点各有侧重
。

“
九五

”
期间拟用 ��� 万元左右资助一项学科内的重大项 目

，

研究领域为
“
太阳磁场

、

速度场和空

间太阳望远镜方案
” ，

已在基金委
“
九五

”
重大项 目指南 �一�中公布

。

重大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
主要任务仍是积极与其他学部联合

，

共同组织项 目申请
、

竞争交叉重大项

目
。 “

九五
”
期间

，

基金委员会拟资助 �� 项交叉重大项目
，

资助强度每项 ���万元左右
。

� 结 束 语

科学基金制试行十多年来
，

显示了其优越性，’ 但亦存在着许多待改进完善的方面
。

希望广大天文学

工作者继续对基金委员会特别是天文学科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
，

对其工作不足之处积极批评
、

指正
。

��� ��������� ����� ���������� ���������������� �卫��� �� ���������

������ ����一���� ��� ��� ����������� ��� �������� �’����

�����，叮��

��叩
����������

�亡五二
������ ����勿

�允�� ���
�����

，
��亡五。 月目 ��七�叼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