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田 授于

·

庆祝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周年
·

从
“ 集邮

”
到“ 侦探

”

汪 品 先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上海

同济大学的微体古生物组
,

是最早得 到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资助 的研究集体之一
。

从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前身中国科学院基金的支持开

始
,

十余年来共有 位 申请人 获得 项资助
,

其 中

近 都属 于 古海 洋学项 目
。

这个小组 的研究方

向
,

从原来以微体化石群的描述统计为主
,

发展成今

大通过微体化石 的多学科分析探索全球气候环境演

变机理
,

经历 了从
“

集邮
”

到
“

侦探
”

的转化 其实验条

件
,

也从一个蚊蝇成群 的旧 厂房里的几 台国产显微

镜
,

发展到即将落成的新实验楼和成套先进设备
,

经

历
’

单靠
“

一颗乡
一

心两只手
”

到 可以跻身国际行列 的

转化 这些转化
,

正是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支持 下
,

也是在主管部委和上海市政府支持下实

现的
。

世纪 年代初 中期我 国科学基金制度 的建

认
,

是科研拨款制度的重大改革
,

改变了许多科学工

作者的命运
。

居然不靠请求领导
,

而单靠业务竞争

就 可以获得科研经费
,

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什么专

门科研经费的人来说
,

无异于穷学生获得 了奖学金
,

运 动 员获得
一

了参赛权
。

当然
,

经费还只是条件之一
,

科学研究 述受着材料
、

设备
,

尤其是 学术思路 的制

约
。

材料是研究的前提
,

我们研究微体化石
,

是从河

日 几角洲沉积起步的
。

要过十多年接触到真的海洋

沉积后方才恍然大悟
,

原来河 口 里这些细小 的有孔

虫都是潮汐搬运的异地埋葬群
,

只说 明水 动力却说

明不 了件态条件
。

即便是早年获得 的深海沉积
,

也

是塞在瓶子 里的团块
,

要 到 世纪 年代参加 国

际航次用针管按厘米采样
,

方才明 白什么 叫高分辨

率剖面
。

现在
,

当我们分析南海大洋钻探取得 的

万年深海 剖面 时
,

终于懂得 了为什 么古环境研

究从深海沉积取得突破的道理
。

设备是另一个制约

条件
,

我们用显微镜下 的鉴定统计加上计算机 的数

据处理
,

第一次在南海求得转换 函数古水温时曾经

兴奋不 已
,

觉得我们进入 了定量研究的领域 而这两

年有 了配备 自动微量进样装 置的质谱仪
,

一
一

气分

析了大洋钻探样 品 多个
,

突然 发现我们可 以

和国际先进的实验室平起平坐
,

一道讨论学术前沿

问题
,

我们的感觉是如虎添翼
,

而 同行 的评价是
“

国

际上又多了一个实验室
” 。

至于学术思路
,

这些年的

进步应当归功于交流
。

不仅是 国际 的学术交流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 的初期
,

我有幸参加评

审工作
,

评审组里各学科 同行间 的交流和不 同学科

申请书的评阅
,

显著提高了我们跨学科
、

广角度考虑

问题
,

尤其是立足局部
、

放 眼全球
,

从一个站位抽提

出涉及整个地球 系统 问题 的能力
。

最近有 篇

年前写的文章
,

由于合作者的耽误这才发表
,

虽然当

时的工作相 当扎实
,

但现在看来视野太窄
,

犹如看到

自己童年照片一样脸上发热
。

十几年来我们研究的方 向并非一帆风顺
。

古海

洋学
,

是从深海沉积探索古环境 的学科
,

而当时并 卜

所有的意见都赞成研究深海
。 “

家门 口 还没搞清楚
,

搞什么深海远洋
”

殊不知地球是 一个 系统
,

海洋

是一个整体
,

正 因为不管深海远洋
, “

家门
”

就无法

清楚
。

以支持新方向为己任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

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国古海洋学研究的开展
,

包

括古海洋学的课题和古海洋学 的学术会议
。

自从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 以来
,

对 同济大学 古海

洋学的项 目支持从来没有间断
,

而且 位博 上在获

得学位后很快就得到了古海洋学方面的基金项 目
。

“

文革
”

结束后不久
, “

深海钻探
”

的名词随着
“

板

块学说
”

一起在我国学术界传播
。

年大洋钻探

开始
,

更激发了我国地学界跃跃欲试的热情
,

但当时

无论是经济或者业务
,

我们都不具备加人这个
“

富国

俱乐部
”

的条件
。

年
,

中国正式 加 入 国际大 洋

中 翎科学院院

本文 于 年 月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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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计划 年
,

中国海第一 次大洋钻探 在南海

实现
。

这是 中国地球科学界
、

首先是 中国科学 院地

学部院士们共同努力 的产物
,

也是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科技部等主管部委支持 的结果
。

世

纪 年代我国有关大洋钻探的每一次活动
,

从学术

讨论会到起草 申请书的组织
,

都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和支持
。

年南海 航

次成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又把针对该航次

的
“

东亚古季风的海洋记录
”

项 目从重点项 目提升到

重大项 目
,

保证 了航 次后 研究 中我 国 的优 势地位
。

作为这次南海大洋钻探研究 的主力
,

我们科研组这

几年来经历 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 在 我们增加 了新鲜

血液的队伍里
,

一个个摩拳擦掌
,

正在迎接着新世纪

深海研究的国际竞争
。

说来也巧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的 巧

年也正好覆盖 了我研究 方 向改 变的历 程
。

回顾 当

初
,

走东亚西欧
,

闯澳洲南北
,

一 心一意追查河 口 海

岸有孔虫的分布
,

纵然也想方设法引进新方法
、

取得

新资料
,

但 由于没有高层次的科学 问题
,

说到底还是

个
“

集邮
”

迷
。

如今虽然还在耍
“

雕虫小技
” ,

但 已经

懂得从一滴水去看大海
, “

上穷碧落下黄泉
”

地 去追

寻原因
、

探索机理
,

尝 到 了学 当 自然界
“

侦探
”

的滋

味
。

现在虽然个 人 的业 务生涯 里 已深感 秋天 的凉

意
,

而我们 的学科领 域却正 呈 现着一 派三春天 气
。

在展望我国基础研究和基金制度宏伟前景 的时候
,

衷心祝愿有更多的
“

穷学生
”

获得
“

奖学金
” ,

在基金

的支持下走上大 自然
“

侦探
”

的科学创新之路
。

·

资料
·

信息
·

一个新的科学发现

夏威夷群岛对太平洋海洋
一

大气的远距离影响

夏威 夷大学谢 尚平博士
、

美 国 的

教授
、

青 岛海 洋 大学刘秦玉 教授和 夏威夷 大学

博士合作
,

共同发现一个未曾被前人

发现和揭示的现象 在夏威夷群 岛以西大气和海洋

中罕见的长
“

尾迹
”

该
“

尾迹
”

是指在夏威夷群岛以

西的一个狭长的
“

弱风带
”

和从西太平洋到夏威夷

群岛窄的向东流
。

研究结果发表在 年 月 巧

日出版的《 》上
,

题 目为
“

夏威夷群岛对北 太

平洋海洋
一

大气的远距离影响
”

的学术论文
。

该项研

究是在 中美科学家合作 的基础上完成 的
,

曾获得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资助
。

该研究首次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岛链 的存在使得

东北信风在夏威夷群岛附近形成一连串的尾迹
。

按

常规理论和观测
,

由岛屿产生 的尾迹在下游百公里

范围内就会消失
。

作者发现稳定太平洋信风和北赤

道流 中
,

高的夏威夷群岛和海洋
一

大气正 的反馈作用

可以形成长达 的超长尾迹
,

该尾迹 比地球

上观测到的任何一个海岛尾迹都长许多倍
。

该超长

的尾迹驱动一支来 自 以外亚洲海岸的向东

流
,

该流的存在改变 了海洋表层和次表层 温度
。

因

此
,

直立在稳定的信风带 中的夏威夷群 岛可 以激发

海
一

气相互作用
,

该作用提供了将小岛的影响维持在

夏威夷群岛以西相 当长的距离上
。

长期 以来
,

人们

一直认为副热带海洋与大气 的藕合作用不强
,

该研

究 中提出的副热带海洋和大气相互的藕合作用 比以

往人们想象的要强得多
。

气候学家们竭尽全力寻求如何确定海洋和大气

的相互作用
,

这种相互作用的强度在所有气候事件

从厄尔尼诺到冰期和全球变暖 中都十分关键
。

该

研究清楚地表明副热带海域海面风和 由海面风引起

的海面温度的变化
,

研究结果说明副热带海域气候

的灵敏度要 比 以往想象 的高
。

这种对海洋
一

大气相

互影响的新认识将有利于改善用于预测厄尔尼诺和

全球变暖的气候模式
。

研究发现
,

当稳定 的向西 的信风和北赤道流与

位于太平洋中部稳定的高的夏威夷群岛相遇时发生

的一连串的事件
,

在海洋和大气之 间构成一个正的

反馈环
,

该反馈环使得 岛的效应通过海洋大尺度波

动和海流延续到群岛以西的几千
。

该研究首次揭示 了几乎在世界地图上都看不见

的一个小群 岛
,

能在最大 的海洋 —太平洋上产生

的一个远距离的影响
。

该现象的发现对海洋环流与

气候的研究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地球科学部 王 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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