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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 究一知识创新工程的战艇点
中 国科学欢尾明植物研究所 马 晓 青

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
,

包括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
,

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

知识的过程
。

知识创新的 目的是追求新发现
、

探索新规律
、

创立新学说
、

创造新方法
、

积累新

知识
。

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
,

是新技术

和新发明的源泉
,

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的革命性力量
。

知识创新为人类认识世界
、

改

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
,

为人类文明进步

和社会发展提供无穷动力
。

目前
,

昆明植物研

究所作为国家创新工程试点的八个基地之一

“

西南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基地
”

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就必须特别重视创新的战略重点之一

—
基础研究

,

必须充分考虑基础研究工作机

制问题的创新和发展
。

基础研究主要包括自然

科学前沿和大科学创新研究
。

人类近现代文明

进步史已充分证明
,

基础研究的每一项重大突

破
,

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能力

的提高
,

对科学技术的创新
,

高技术产业的形

成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 巨大的不可估量的

推动作用
。

实施基础研究工作机制问题的创新和发

展是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

落实中国科学院
“

知

识创新工程
”

的需要
。

知识创新是一个学术问

题
,

但如何组织
、

如何实施
、

如何去激励创新却

是一个管理问题
,

一个机制问题
。

昆明植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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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要审视自我
、

准确定位
、

合理调整结构
、

发

挥优势和加快人才培养步伐
,

同时要更新观念
,

及时转变运行机制
,

使科研管理工作尽快适应

这一挑战
,

抓住机遇
,

促进研究所的发展
。

在此
,

本文从昆明植物所基础研究工作的现状分析出

发
,

来谈有关基础研究工作机制问题的创新和

发展的几点认识
。

一
、

基础研究采用的研究方式

基础研究要为国家高技术发展的重大任务

服务
,

要做国际前沿的创新研究
,

促进学科体系

的发展
,

增进科学知识的积累
。

必须要用两种研

究方式来进行操作
,

一种是根据国家高技术发

展的迫切需求
,

提出带普遍性的科学问题
,

解决

这些问题
,

从更高的层次上推动高技术的发展 %

另一种是要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
,

在学术

前沿进行创新研究
,

推动学科发展
,

同时注意可

能的应用
。

这两种研究方式都要以探索
、

发现和

研究新现象
、

新效应
、

新规律
,

总结科学规律为

基础
,

都要以潜在的可能应用为背景
。

该两种研

究方式被我所 的科学家广泛运用于项 目的选题

和实施中
。

如国家基金重大项 目
“

中国种子植物

区系的研究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药

物化学 &含天然药物化学 ∋的研究
” 、 “

若干关键

类群的分子生物地理学研究
” ,

国家基金重点项

目
“

新型天然活性成分的构效关系研究
” 、 “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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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成分在广义木兰科植物中的分布规律
” ,

中国科学院重大项 目
“

治疗数种严重疾病新天

然药物的研究与开发
”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

分子植物地理学研究
” 、 “

真菌植物活性成分

研究
” ,

云南省重大基金项 目
“

云南植物志编

研
” ,

重点基金 项 目
“

国 家一类创制新药

( ) ∗ + 一

∃∃ � 的研制
” 、 “

一种新作用机制溶栓药

的临床前基础研究
”

等研究项 目
。

二
、

研究方向及学科领域的宏观调控

基础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石
,

一定要高瞻

远瞩
。

前题是保持领先的重要条件
,

创新是基

础研究的生命
。

�� , 年至 ���� 年我所争取到

的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共 −� 项
,

经费共

�− .
/

 ∃ 万元
,

其中植物分类区系地理研究室争

取项 目 �� 项
,

占 −� 项的 #! 0
,

经费共 −1∃
/

�∃

万元 &其中重大项 目 � 项
,

# . 万 % 杰出青年基

金 � 项
,

 ∃ 万元 ∋
,

占总经费的 − 0 % 植物化学

研究室争取项 目共 !# 项
,

占 −� 项的 #� 0
,

经

费共 #1�
/

1! 万元
,

占总经费的 # 0
。

�� , −一

�� � � 年我所争取到的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

金项 目共 �∃ − 项
,

经费共 , −−
/

, 万元
,

其中植物

分类区系地理研究室争取项 目 !1 项
,

占 �∃− 项

的 ! # 0

大项 目

经费共 1 ∃, 万元 &其中云南植物志重

# ∃ ∃ 万元 ∋
,

占总经费的 1 .
/

 .0 %

化学研究室 争取项 目共 11 项
,

占 �∃−

植物

项 的

1 ! 0
,

经费 #∃ !
/

. 万元&其中重点项 目 # 项
,

�巧

万 ∋
,

占总经费的 # −
/

# .0 &见表 2
、

表 !
、

表 #
、

表

1 ∋
。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

昆明植物研究

所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进化生物学
、

资源生物

学
、

保护生物学
。

为发挥研究所的综合优势
,

我

所应将基础研究集中在植物分类区系地理及系

统演化
、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及其生物学意义等

当代生物科学中最蓬勃发展的前沿领域
,

结合

天然药物和生物资源开发重点应用和发展领

域
,

形成 以植物区系地理学
、

植物化学开放研究

实验室为龙头
,

重大和重点研究项 目为支撑
,

面

上基金项 目为基础的基础性研究格局
,

并在人
、

财
、

物以及管理和服务等方面
,

对优势领域给予

充分的支持和保障
。

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不宜太多
,

只有真正

做到有所不为
,

才能达到有所为的 目的
。

在创新

试点工程基地建设中
,

我所应该成立 由老中青

科学家及管理人员组成的研究所发展战略研究

小组
,

并在研究形势
、

分析现状
、

找准优势
、

明确

目标
、

调整结构
、

制定科研规划和布局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

以达到在研究方向
、

人员
、

经费和

设备等方面的宏观调控
。

三
、

积极支持创新

从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
,

根据

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
,

在学科前沿进行坚持不

懈的创新研究
,

鼓励和允许适当人员暂时远离

研究所的主要方向和所在学科的狭窄范畴
,

以

期抓住该学科未来的新的生长点
。

同时
,

发扬充

分的学术民主
,

鼓励提出独立的科学见解或不

同的学术观点
。

此外
,

要鼓励学科交叉
,

适应当

今生物科学 日新月异
,

多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
,

高新技术广泛应用的发展态势
。

我所创新 目标

应 以植物资源研究为核心
,

依托云南和毗邻地

区独特的区域和植物资源
,

充分发挥研究所学

科特色和综合优势
,

以植物区系地理
、

植物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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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研究领域
,

坚持植物

物种的多样性与化学成分的多样性相结合
,

植

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 的研究相结合
,

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

结合
,

解决植物学若干领域中的重大理

论问题
,

带动学科的发展 % 以天然药物的

研究为中心
,

推动其它生物资源合理利

用的应用基础研究
,

为促进社会发展和

国民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

研究区域立足

于云南及西南
,

面向东亚及东南亚 % 研究

定位于植物资源
、

物种多样性及其可持

续发展 % 基础研究重点 围绕植物分类区

系地理及系统演化
、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

及其生物学意义
,

在东亚植物区系及其

在地史中的形成与发展
、

天然先导化合

物的发现及其天然新药的研究
、

植物系

统演化中关键类群 的化学及分子长期物

质基础研究
、

动植物
、

菌物协同进化研究

及其机制的探讨以及生物资源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基础等领域有所发展和创新
。

四
、

积极建立创新实验手段和方法

创新实验手段和方法 的建立是促进

基础性研究走向国际前列 的重要基础
,

每一种新实验方法或手段的建设
,

都会

有力地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
,

开辟新的

领域
,

促进研究工作上台阶
。

既为发现新

现象
、

新效应提供可能
,

又为开拓性研究

工作提供武器
,

必须予以重视
。

我所已建

立了包括 −∃ ∃
、

1 ∃∃ 兆超导核磁共振仪
、

高分辨质谱仪在内的大型仪器组
、

生理

! ,

表 2

年 度

活性筛选实验室
、

分子植物地理学实验室等新

的实验手段和方法
,

拥有国内第二大&包括显花

植物和隐花植物 ∋的标本馆
,

齐全的图书资料和

具有包括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在内的先进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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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1& 一 #∋ ∋∋ 年昆明植物所获准云南省基金项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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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一
�� �� 年昆明植物所获准国家基金项目按学科分类统计表

学 科 名 称 获 准 项 数 占总项数的
百分比&0 ∋

获准金额
&万元 ∋

− 1 ∃
/

� ∃

占总金额的
百分比&0 ∋

−  
/

1 0

# 1 �
/

1 ! #  
/

− 0

000 !!
4凡飞:−,% !

∃

((

%);%∋;# ;植物分类及
区系地理学

植物化学
及药学

植物生物技术
及植物生理

植物引种驯

化
、

栽培
、

园艺

热带植物引

种驯化
、

栽培

合 计

#∋ 项 2其中重大 # 项
、

杰出青年 # 项 3

) % 项 2其中重点 ) 项
、

杰
出青年 # 项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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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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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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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1 & 一 # ∋ ∋ ∋ 年昆明植物所获准云南省基金项目按学科分类统计表

学 科 名 称 获 准 项 数 占总项数的
百分比 2; 3

获准金额
2万元 3

占总金额的
百分比 2; 3

�!;1∋;&);&�;%!;植物分类及
区系地理学

)  项 2其中重
大 # 项 3

  项 2其中重
点 % 项 3

) %;

 ) ;

 ( 1
∃

(  !

植物化学及药学 %( )
∃

! % &

植物生物技术
及植物生理

植物引种驯化
、

栽培
、

园艺

热带植物引种
驯化

、

栽培

民族植物学

# ! 项 � !
∃

& !

∋
∃

&;

�
∃

! ;

合 计

)
∃

1;

#( (;

#!
∃

(

1 & &
∃

1

#
∃

∋ ∋;

# ( (;

登要 以人为本
,

选准人才
,

组

成适度
、

相对稳定的研究队

伍
。

应该选用善于抽象思维
、

思路敏捷
、

甘于寂寞的人才充

实基础研究队伍
。

同时要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
,

充分发挥青

年人才的作用
。

鼓励年轻人争

取项 目
,

创建和重点支持青年

实验室
。

此外要有面上的开

放
,

要围绕研究工作的主攻方

向进行开放
,

要围绕关键和重

点组织 国内外实质性和有效

的合作研究
。

支持和鼓励青年

人才参予多种形式的国际学

术交流和合作
,

真正能承担起

)# 世纪中国科学院实现培养

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 的

任务
。

2责任编辑 徐光勇 3

项项项项(!
, ,�
&<(

备及其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机构为基础研究工

作提供了良好条件
。

五
、

培养青年人才
,

走开放
、

流动
、

联合
、

竞争的道路

我所 #∋ 1� 一 #∋ ∋ ∋ 年争取到的国家基金项

目共 &∋ 项
,

其中 %& 岁以下年轻人主持的项 目

共 #% 项
,

占总项 目数的 )) ; =争取到的云南省

基金项 目共 # (& 项
,

其中 %& 岁及以下年轻人主

持的项 目共 &( 项
,

占总项 目数的  !
∃

�;
。

证明

我所年轻的科学家人才已逐步成长起来
。

人才

是基础研究的关键因素
。

基础研究的突破与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