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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物理科学一处 2 年资助情况介绍与分析

张守著- - 倪培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一处 411125）

- -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年年都有大幅

度增长，基金项目的申请也越来越受到科研单位、科

研人员的重视，申请量每年也都大幅度增加& 基金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学科发展和人才积累的状

况& 数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一处受理项目涵盖凝聚态

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光学和声学 6 个物理学科及其

交叉领域& 本文将介绍近 2 年来物理科学一处各类

基金项目在 6 个学科的申请、批准与资助情况；介绍

物理科学一处在交叉领域在项目资助与经费方面的

努力结果，介绍各类资助项目、经费在一些主要项目

承担单位的分布等&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在促进学科

健康、均衡发展中，基金管理应关注的一些问题，希

望得到支持与关心我们工作的物理学家的关注&

4- 0111—011/ 年物理科学一处总申

请、资助及经费情况

表 4 给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基金委）物理科学一处 0111 年至 011/ 年间，每年的

项目申请数、项目资助数以及总体经费情况& 从表中

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近 / 年来，物理科学一处项目申

请数量、项目资助数量及资助总经费数均有大幅度

增加&

0- 各类基金在 6 个物理学科的分布

我们分别对物理科学一处所主持的凝聚态物

理、原子分子物理、光学和声学 6 个二级学科的面上

项目、青年基金项目、重点基金项目的申请量、批准

量以及经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每个学科的申请量、

批准量以及资助经费都大幅度增长，有趣的是每个

学科在总量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
对于面上项目，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分别

保持在 5.& 57 ，和 4.& 57 左右，光学略呈上升趋

势，由 43& 57 上升到 04& 17 ，声学略呈下降趋势，由

4.& 5 下降到 40& 17 ，具体数据见表 0& 对青年基金

申请项目，光学、原子分子物理分别保持在 087 和

4.7 左右，而凝聚态物理由 587 下降到 637 ，声学

则由 57 上升到 447 ，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 从数据

上可以看到，原子分子物理、声学的基数与凝聚态物

理的基数相比还是太小，6 个二级学科的资助率基

本相同，面上项目维持在 057 左右，资助强度随着

国家对基金投入的加大而增长& 青年基金资助率保

持在 .17 左右，但其资助强度受基金委政策倾斜影

响较大&
对于重点项目，0111 年没有资助重点项目，从

0114 年至 011/ 年共资助 53 项& 专家组在遴选资助

项目时，并不要求每年都在 6 个学科间按比例资助，

而是通过竞争，成熟一个资助一个& 可喜的是，综合

/ 年资助情况，这个比例与面上资助项目的比例非

常一致（如表 6 所示）& 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约 011
万，但 011.、0116 两年的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约

451，这是因为计划局终止了对跨学部交叉重点项目

的经费匹配&
根据数理学部安排，自 0115 年始，物理科学一

处把学科优先发展领域作为重点项目申请指南& 研

究内容只要属于这些领域，不需要再提出立项建议

而直接申请& 根据同行评议意见，遴选计划资助项目

数的 4.17 —4817 申请者到会答辩，由专家投票选

表 4- 0111—011/ 年申请、资助及经费情况统计表!

年度 0111 0114 0110 011. 0116 0115 0118 011/
申请数 9 项 661 616 : .8 6/3 : 65 843 : 45 /86 : 20 206 : 46 41/0 : 3 4058
批准数 9 项 448 4.0 : 45 455 : 46 4/0 : 44 016 : 06 0.8 : 41 0/3 : 5 .43

总经费 9 万元 .04. .0/1 : 215 8161 : 22/ /504 : 0/5 /442 : 344 3101 : .31 44150 : 655 46.24

!- 表中以“! " #”形式表示的数字中，! 是由物理科学一处受理、评议、评审并管理的项目数或经费，一般是切块指标或经费；# 是由

物理科学一处受理、评议、推荐上会评审，但不管理的项目或经费（主要是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是非切块指标与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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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面上申请项目统计

年度
凝聚态物理 光学 原子分子物理 声学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平均资
助率 4 5

平均强
度 4 万元

$%%% 6## 7" &7" 8$ 69 $8# 7# 66 6’’ 7& 6$ $"% $7- " 6’
$%%6 68’ 97 6%97 8" $% 76% "8 69 $99 $& ’ 6&# ""- 6 6’- 7
$%%$ 6#’ 9’ 6998 8" 6& 7&% 78 6& 76" "’ 6$ $’8 "$- # $9- #
$%%" $"# 8" 68#$ 6%" $& ##’ 8$ 6# 767 9% 6" "$% $8- & $8- "
$%%7 $’7 #7 $%$% 668 $& ##" #8 6’ 966 8% 6’ 9$9 $9- 8 $#- 7
$%%9 "$6 &9 $99’ 679 "# 66%& &8 $8 ##8 #% 6’ 8$8 $8- & "%- 7
$%%8 "&6 ’# "6$" 689 76 6"$9 ’6 $8 #&6 #’ $6 87’ $9- & "6- &
$%%# 77% 66% "&’’ 6’$ 7" 69$’ &8 $7 &$’ &6 $6 ##’ $7- & "9- 9

表 "! 青年基金项目统计

年度
凝聚态物理 光学 原子分子物理 声学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申请数批准数 经费 4 万元

平均资
助率5

平均强
度 4 万元

$%%% "% ’ 697 67 7 #9 & " 97 " 6 $% %- "6 6#- &
$%%6 $& # 66’ 69 8 66" # " 76 7 6 $% %- "6 6#- $
$%%$ "8 6" $’$ 6& 9 6%7 & 7 ’" 7 $ 8& %- "8 $"- $
$%%" 7& 6" "69 6’ 8 678 8 $ 7& # 7 6%’ %- "6 $7- #
$%%7 87 $$ 9$$ $& ’ $%9 66 8 6"# 66 " #7 %- "9 $"- 9
$%%9 #$ $% 9"" "9 66 $&# 68 8 6"$ 6& # 698 %- "6 $9- $
$%%8 ’" "% &"7 9$ 6# 9%’ "’ 67 "#7 $" # $%8 %- "" $&- "
$%%# 67# 77 ’7’ &7 $9 996 "8 66 $96 "" 6% $$’ %- "% $$- %

表 7! 重点项目统计

年度
凝聚态物理 光学 原子分子物理 声学

批准 4 项 经费 4 万元 批准 4 项 经费 4 万元 批准 4 项 经费 4 万元 批准 4 项 经费 4 万元

$%%6 6 6’% % % 6 6’% 6 6"%
$%%$ $ 9$% $ $%% 6 $$% $ 7%#
$%%" & 6$9% $ "9% 6 69% % %
$%%7 " 7"% 7 9#% $ $$% 6 69%
$%%9 " 98% 6 $%% 6 $%% 6 $%%
$%%8 9 ’$% $ 7%% 6 $$% % %
$%%# 9 6%"% 9 ’$% $ 7"% $ 77%
合计 $# 7’%% 68 $87% ’ 68"% # 6"$#

比例5 79- & 78- # $#- 6 $9- $ 69- " 69- 9 66- ’ 6$- 8

出资助项目- 优先发展领域是在 6"% 余份建议书的

基础上，经物理科学一处学科评审专家组、数理学部

咨询专家组反复讨论、遴选、凝聚而成- 共有 6# 个领

域，每年公布其中的 67—69 个作为重点项目指南-
根据经费计划和往年资助情况，由学科评审组决定

来年公布的领域- 这一变化大大增加了重点项目的

竞争程度，使不同领域的申请者之间，相同领域不同

方向申请者之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 这 $ 年每年都

受理 9% 多份重点项目的申请，每年仅有 &—67 项获

得资助-
从这两年的项目实施情况看，将学科优先发展

领域作为重点项目申请指南，竞争性明显增加，申请

者所提出的研究目标比以往更明确，研究内容更具

体，从这 " 年申请与资助情况看，一般理论与实验密

切结合的项目竞争力强，而一些体量和研究队伍与

一个面上项目差别不大的申请项目竞争力弱- 前期

工作积累与项目完成情况对本次申请影响也很大-
表 9 列出了重点项目主持人获资助年龄，其中

有一半项目的主持人是 79 岁以下的专家- 看历年的

走势，虽然涨落很大，但 79 岁以下获得者的比例在

增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专家主持申请重点项目-
另外，我们对杰出青年基金及创新研究群体基

金项目的申请及资助情况也进行了统计分析- 自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设立以来，物理科学一处共选出 #%
位获资助者，这 & 年期间共有 7# 位杰出青年获得资

助，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8 和表 #- 在这 #% 位中，8’ 位

! ! ! ! ! 表 9! 重点项目负责人获资助时年龄统计

$%%% $%%6 $%%$ $%%" $%%7 $%%9 $%%8 $%%#
总人数 % " # 66 6% 8 & 67
"79 岁 % 6 $ 7 # $ " 6%

比例 ""5 $’5 "85 #%5 ""5 "&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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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4 位女性；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共 .2 位，从事

实验研究的人员共 .0 位；凝聚态物理学科有 50 位

（其中超导 43 位）、光学学科有 44 位、原子分子物

理学科有 5 位、声学学科仅有 0 位；约有 256 的获

资助者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 数学物理科学

部的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 0111 年仅有 4 个指标&
之后每年 . 个指标& 物理科学一处已有 7 个团队获

得资助& 他们分别是：南京大学（ 凝聚态物理，已结

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态物理）、复旦大

学（凝聚态物理）、北京大学（光物理）、清华大学（凝

聚态物理）、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命交叉学科）&
从对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数据分析中不难看

出，获得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女性太少，这主要是因

为当年学物理的女性，尤其读到博士的女性较少造

成的& 近年来，女性物理学博士逐年增多，现在每年

毕业的男女物理学博士数量相当，而且绝大多数女

性物理博士在从事基础性研究& 因此，今后应加强对

女性杰出青年基金的遴选，以促进我国物理学研究

队伍的健康发展&
在所资助的杰出青年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

偏多，而从事实验研究工作的偏少，这主要是因为多

年来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实验研

究比理论研究的发展滞后& 在历年杰出青年基金申

请队伍中，理论研究（包括模拟）约为实验研究的两

倍& 与实验研究工作相比，理论研究受条件的限制

少，容易出文章& 在将发表文章的数量、发表的档次、

和被国际同行引用的次数作为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

时，获得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理论工作者自然较多&
长此下去，不符合物理学发展的要求，因为物理学本

身是以实验为主的自然科学&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对

知识产权的需求与渴望，更希望加强对实验物理的

支持& 最近几年，我国的实验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一

些国家和部委重点实验室科研设备的先进和完备程

度堪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先进国家实验室妣美& 基于

国内实验条件所做出的在国际物理界有较大影响的

工作也逐年增加& 因此，今后必须增加对实验方面杰

出青年基金的遴选比例，加大对实验工作和实验技

术与设备研制的重视&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从事在凝聚态物理研究

的人员较多，而在光学、声学、原子分子物理 . 个领

域偏少& 实际上，凝聚态物理领域杰出青年的申请量

占学科杰出申请总数的 /16 & 超导研究领域从 4327
年发现高温超导后，在国际上，有 5—2 年的时间处

在高投入的炽热研究阶段，“文革”后毕业的许多优

秀的主修物理的学生都选择了这个领域，致使该领

域年青的优秀人才明显比其他领域多，而且富有竞

争力& 就光学而言，有一个很大的研究队伍，基金委

信息学部曾设光 8，光 88 两个学科（现并入信息学部

四处），从事应用光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青年都在信

息学部申请，物理科学一处受理的仅是基础光学部

分& 原子分子物理这 41 几年在国际上发展很快，然

而在国内由于投入不足，发展迟缓& 即使一些曾有特

色的研究单位，由于种种原因也难留住人才& 另外，

光学，原子分子物理在国外也较容易好找到工作& 回

国工作的优秀年轻人比例小& 我国声学基础研究的

队伍很小，其研究内容大部分属应用基础性研究& 在

学科调研中，我们深深感到声学研究队伍中许多年

轻科学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他们承担了国家需求

的一些关键性研究项目，所做出的成果直接推动了

国家一些亟待问题的解决& 可在目前流行的评估标

准和评价体系下，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强项却

难成为杰青评审考察的内容& 如果能在杰出青年基

金总体标准要求之下，结合学科特点评审，也许能更

有利于保持学科的均衡发展&
为了促进学科的平衡发展，保持理论与实验队

伍的合理比例& 许多专家呼吁，今后应充分注重在原

子分子物理、声学两个学科杰出青年人才的培养与

发展，注意从事实验物理研究的杰出青年以及女性

表 7- 获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者统计

年度
申请
人数

批准
率 9 6

凝聚态物理 光学 原子分子物理 声学

资助 9 人 实验 9 人 理论 9 人 资助 9 人 实验 9 人 理论 9 人 资助 9 人 实验 9 人 理论 9 人 资助 9 人 实验 9 人 理论 9 人
0111 0. 07 5 . 0 1 1 1 4 1 4 1 1 1
0114 0: 04 . 4 0 4 1 4 1 1 1 4 4
0110 02 05 7 : 0 4 4 1 1 1 1 1 1
011. 0: 04 : : 4 4 1 1 1 1 1 1 1
011: .7 4/ : 4 . 0 4 4 1 1 1 1 1 1
0115 :0 4: . 4 0 0 4 4 4 1 4 1 1 1
0117 :/ 4. 5 4 : 1 1 1 4 4 1 1 1 1
011/ 5: 44 5 4 : 1 1 1 4 4 1 1 1 1
合计 .5 40 0. / . : : 0 0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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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青年的遴选，适当注意地域分布- 注重在原子分

子物理、声学两个领域研究创新团队的培育-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评审原则是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公平

竞争、公正合理- 同时基金委还担负着促进学科的均

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

物理学家关注这些不平衡，以便在评选过程中给予

一定程度的考虑-
表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获资助时的年龄统计

年度 $%%% $%%4 $%%$ $%%" $%%5 $%%6 $%%7 $%%#
人数 7 6 # 6 7 7 7 7
""6 % 4 " 4 $ $ % 4

比例 8 % $% 5" $% "" "" % 4#

"! 非切块项目与经费的争取

! ! 在 $%%4—$%%5 年期间，基金委计划局通过匹配

5%8项目经费的方式鼓励跨学部重点项目- 物理科学

一处根据学科特点，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与相关学部学

科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所争取到的 &%% 余万匹配经费

（如表 & 所示），不仅增加了相关项目的资助强度，也缓

解了学科发展对重点项目的需求- 除此之外，$%%" 年，

物理科学一处还与信息学部四处一起分别在光学、原

子分子物理领域各资助一个交叉重大项目- 每个项目

&%% 万，计划局也匹配其中的 5%8-
表 &! 跨学部交叉重点项目数据统计

$%%4 $%%$ $%%" $%%5 $%%6 $%%7 $%%# 合计

基金委重
点项目数

44 4" $" "% $6 & & 44&

物理科学
一处主持

% " 6 # & 5 5 "4

其他学
部主持

% 4 5 & 7 5 5 $#

基金委匹
配经费

% $75 $&% "%% % % % &55

! ! 自 $%%4 年开始，科学处组织专家积极参与其他

学部组织的重大研究计划- 在基金委第一期组织的

44 个重大研究计划中，物理科学一处参与其中 7
个- 通过物理科学一处受理申请、同行评议、推荐上

会，最终获得资助的面上项目 75 项，重点项目 45
项- 总经费达 "#%% 余万（见表 ’）- 遗憾的是，在参与

的中医中药重大研究计划中，项目没获资助-
表 ’! 重大研究计划中物理科学一处参与的项目与经费情况

主管科学部
研究计划总

体经费 9 万元

面上 重点

项目数 经费 9 万元 项目数 经费 9 万元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材料与工程学部 66%% & $4% $ "%%

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
科学若干前沿问题

数学物理学部 6"%% 57 46#’- 6 6 5’$- 6

纳米科技基础研究 化学学部 76%% # 47& 6 6%%

半导体集成化芯片
系统基础研究

信息学部 66%% $ 7% $ "&%

空天飞行器的若干
重大基础问题

数学物理学部 66%% 4 "" % %

总计 75 $%6%- 6 45 47#$- 6

! ! 按基金委计划局对科学仪器专项的要求申报，

由科学处受理申请、组织同行评议，并推荐到基金委

计划局统一答辩而获得资助的项目 ’ 项- 经费达

’%% 余万（详见表 4%）- 该类项目获得资助后，按重

点项目办法管理（参加重点项目的查重）- 项目执行

期限一般为 " 年-
表 4%! 科学仪器专项项目统计

年份 $%%% $%%4 $%%$ $%%" $%%5 $%%6 $%%7 $%%# 合计

批准项目数 4 % 4 4 $ 4 $ 4 ’
经费 9 万元 7% % ’% &% $%% ’% $$% 4#% ’4%

! ! 在国际合作项目的申请中，获高强度资助情况

如表 44 所示，在这些获资助的项目中，理论研究 4%
项，实验研究 $7 项-

需要说明的是，重大项目、交叉重点项目的匹配

经费，重大研究计划的项目经费与指标，仪器专项、

高强度国际合作项目（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除外）的经费与指标不属学科的切块分配范

畴- 物理科学一处通过广泛开展交叉合作，在这 " 类

项目中共争取到经费达 7 千余万- 这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学科发展对经费要求的压力- 借此也感谢有

关专家对这些项目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感谢相

表 44! 高强度国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项 目分支学科

海外港澳青年学者
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两个基
地项目

:;<=>?@=
项目

A" 项目
重大国际
合作项目

凝聚态
物理

4& 5 " 4 4

光物理 $ $ % % 4

原子分
子物理

$ 4 % % %

声学 % % % % 4
总数 $$ # " 4 "

金额 9 万元 &&% 4’6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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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科、学部的基金管理工作者，感谢基金委国际合

作局&

4- 项目主要承担单位

通过物理科学一处专家评审资助的科研项目，

涵盖 21 多个科研单位& 表 50，5.，54 分别列出了其

中 6 个最大项目的承担单位，在面上项目（ 包括自

由申请和青年基金项目）、高强度资助项目及总经

费方面的情况统计& 他们承担面上项目之和、高强度

项目之和分别约占物理科学处相应类项目的 .3&
.7 和 65& 57 ，经费约占物理学科 一 处 总 经 费 的

467 &
表 50- 面上项目统计

单 位

年 份

中科院
物理所

南京
大学

复旦
大学

北京
大学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清华
大学

0111 55 54 4 4 6 6
0115 51 2 3 6 3 8
0110 55 3 3 / 3 2
011. 54 54 8 8 8 4
0114 5/ 01 2 8 58 51
0118 52 01 55 2 54 /
0116 0. 01 3 55 51 2
011/ 08 52 2 55 2 2

平均资助率 45& 0 43& 4 .3& 8 .2& 2 ./& 4 41& .

表 5.- 高强度项目统计

单 位

项 目

中科院
物理所

南京
大学

复旦
大学

北京
大学

中国科
技大学

清华
大学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3 3 . 1 0 .
海外合作项目 3 . . 5 . 5

重点项目 50 9 5! 4 98! 8 95! 4 95! . 1 95!

重大项目 5 1 1 1 1 1
群体项目 5 5 5 0 1 5
仪器专项 . 1 5 1 5 5

!是由物理科学一处受理、评议，在重大研究计划中获得的重点项目数

表 54- 各类项目总经费统计

单位
中科院
物理所

南京
大学

复旦
大学

北京
大学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清华
大学

总经费 : 万元 3/.8& 8 6/13 4.18 .448& 8 .52. 0626& 8

8- 问题与讨论

从历年申请评议与中标情况看，有许多评议不

错的项目难以获得资助& 随着第一期重大研究计划

的结束，一些在这些计划中承担项目并结题的专家

都申请面上项目，致使竞争进一步加剧& 按照基金委

目前政策和资助格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根据重

大研究计划的新要求，争取新的重大研究计划立项&

目前数理学部与有关专家正在为此努力，希望得到

广大物理专家、交叉领域专家的全力支持&
从申请研究的内容分析，新研究热点在申请中

占相当大的比例，这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特别明显& 例

如，4 年前一度集中在纳米材料，0 年前又集中在自

旋电子学，本年度又集中在石墨层等 0 维量子体系，

受美国 物 理 学 会 凝 聚 态 物 理 十 年 调 研 报 告 的 影

响［5］，明年也许要集中在新能源物理方面& 热点领

域的申请项目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重复、缺少特色& 专

家在评议、评审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申请者

科研记录和所在单位的科研实力来判断& 这就使一

些信息广、反应快的申请者，总在一些热点领域承担

项目，在学科调研中，许多专家质疑这些项目是否能

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希望基金资助应关注项目

研究内容的延续性、深入性与系统性&
基金申请的经费预算基本按基金指南公布的平

均强度而定，一般京、沪、宁三地的项目申请额度高

于平均值& 一些理论研究与一些实验研究项目申请

的经费相当，随着基金强度逐年增加，人们自然要问

基础研究该怎样预算经费，项目批准之后，经费该怎

样监管等&
随着各研究单位对年青人才培养与引进的重视，

杰出青年基金的竞争愈来愈烈& 一些申请者已连续数

年至超龄作罢，其实他们的工作与一些当选者的水平

差距不大& 可名额所限，实难成全& 个别认为稳操胜券

的申请者却落选，年年有杰出青年的单位也开始出现

轮空现象，一些个人或单位可能感到遗憾甚至不理

解，但现在的人才市场已非 51 年前的状况，就物理科

学一处而言，已获杰青资助的有 /1 余位，一些 51 年

前就获得资助者，现在也没超过 48 周岁& 正申请和准

备申请的接近百位，每位申请者都有一些突出的研究

成果& 如果不放在一起系统比较，专家很难与 51 年前

那样容易判断谁最杰出& 每年有这么多的优秀青年科

学工作者屡次申请不中，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科研信

心，真希望每年能增加一些名额&
总结这几年杰出青年基金的评审情况，不难发

现，在评议过程中，专家更加注重申请者对所研究领

域总体把握水平、独立工作能力和在专业研究方面

的发展潜力等& 对实验研究，更注重审查申请者是否

有独到的研究思路和实验技能，是否有根据研究需

要设计实验系统或者提升仪器性能的能力，是否已

利用国内的条件开展了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研究工

作，并取得有一定显示度的成果& 对于不便发表论文

的领域，是否解决过国家重大需求中关键技术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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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 对理论研究，更注重审查申请者是否在导师

指导下所取成果基础上又进一步开展了具有自身独

立学术思想的研究，并取得有一定显示度的成果；关

注申请者的工作是否有明晰的物理思想或独到的处

理方法，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否能解释或预言一些

实验现象并被同行承认或验证，或所给理论结果是

否对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基础问题有直接和重要

贡献等- 基金申请一定要实事求是，这已经成为一种

文化- 那些对自己工作评价过高、对自己成果夸大过

甚的申请者无一不落选-
杰出青年基金结题后，学部要组织杰出青年项

目交流汇报会- 从评估情况看，这些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确实是我国物理学界年轻的优秀人才，在杰出

青年基金的支持下，一些人做出了优异成果，推动和

提升了我国物理学研究的水平，某些方面接近国际

一流水平- 但多数工作者（理论与实验）的研究兴趣

太宽、目标不够集中，学科前沿的内容多，甚至还在

追求论文数量，而出色的、有重要学术价值或有重要

应用价值的工作少- 有些虽然也有好文章，但似乎仍

停留在“好助手”的层次上- 实验工作者普遍还没有

建立起有先进技术支持的团队，在先进实验技术的

掌握和开发上力度还不够- 个别在项目执行期间就

走向领导岗位的杰出青年科研成果平平，甚至不及

一个面上项目成果- 真希望获得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的青年在项目执行期间尽量少做行政管理工作，以

保证大多数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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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和书讯·

科学出版社物理类重点书图书推荐

书名 作（译）者 书名 作（译）者

狭义相对论（第二版） 刘辽 等 量子信息物理原理 张永德

经典黑洞与量子黑洞 王永久 量子力学 张永德

量子非阿贝尔规范场论 曹昌祺 晶体振荡器 赵声衡

普朗特流体力学基础（翻译） 4- 欧特尔 等 凝聚态物理的格林函数理论 王怀玉

冲击相变 唐志平 惯性聚变物理 沈百飞

液晶物理学（影印） 5- 6- 78 683389 激光的衍射及热作用计算（修订版） 李俊昌

临界现象理论（影印） :- :- ;0338< 微纳米 =>? 器件失效机理与可靠性理论 郝跃 刘红侠

软凝聚态物质（影印） @02(1A7 B- C- :D389 量子统计力学（第二版） 张先蔚

量子力学原理（第四版）（影印） 5- B- =- E0A12 输运理论（第二版） 黄祖洽

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规范理论（影印） F- 5- G(83H 聚变能及其应用 邱励俭

介观物理导论（第二版）（影印） I- JKA< 拉曼 布里渊散射（第二版） 程光煦

纳米薄膜分析基础（影印） F- C- B/LDA7 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黄祖洽

统计力学（第二版）（影印） M- ?2(,1N/ 半导体的检测与分析（第二版） 许振嘉

磁性量子理论 O材料的磁学性能（第三版）（影印） @- =- P(0)8 薄膜结构 Q 射线表征 麦振洪等

半导体物理电子学（第二版）（影印） ?(83H ?- C0 7 波超导体 向涛

碳纳米管 O 从基础到应用（影印） B- CD0981. 薄膜材料 O 应力、缺陷的形成和表面演化 卢磊

大气声学 杨训仁、陈宇 亚稳金属材料 胡壮麒

"E 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仝立勇 等 高等原子分子物理学（第二版） 徐克尊

仿真影像学技术 罗立民、舒华忠 激光光散射谱学 张明生

现代声学理论基础 马大猷 拉曼光谱学与低维纳米半导体 张树霖

凡购书者免邮费，请按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电! 话：%R% O ST%R#’U# ST%""URU! ! 电子信箱：K/(.V10W <1(DD- 2DK- 23! ! <1378*03HW 29*H-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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