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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科学研究中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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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对实例的分析
,

探讨 了当前科学研究过程 中的团队精神及其发挥的作用
。

〔关键词 〕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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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 以前
,

科学研究多是个人的行为
,

如
:

哥

白尼的太阳系学说
、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溶菌现象

等
。

近几十年来
,

参与科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

科学

研究也从个人的行为变成几个人或一个 小组 的行

为
。

如
: 美国遗传学家沃森 ( w at s on )和英 国生物物理

学家克里克 ( Cicr k) 共同发现了 D N A 的双螺旋结构
。

随着科学的发展
,

由于研究课题的复杂性
、

综合

性和交叉性越来越强
,

科学研究的题目和范 围越来

越大
,

个人根本不能胜任
。

过去那种单枪匹马
、

独往

独来 的研究方式
,

越来越不 能适应世界科技发展 的

需要
,

科学研究也变成 了群体的行 为
。

科技工作者

必须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世界科技发展形式
,

从

过去那种
“

我行我素
” 、 “

孤军奋战
”

的状态
,

走 向弘扬

团队协作
、

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l[]
。

什么是团队 ? 团队是指具有某种性质的个体或

组织的组合
。

团队精神就是指为共 同的 目标
、

在统

一的计划和部署下
,

在特定 的时期 内团队成员相互

协作
,

同舟共济
,

抛弃小我
,

团结战斗
,

争取胜利的精

神
。

科研团队不是乌合之众
,

是有领袖的一群人
,

它

可以包括不 同研究领域的人
,

不 同国家的人 ;科研团

队是一群为科学献身的人 ; 它不是形式上的机械组

合
,

而是具有良好科研活动规则的有机体
。

在这个

团队中
,

成员之 间应坦 诚相待
,

抛弃 狭隘的本位 主

义
。

每个团队成员应放眼全局
,

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

标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挥各 自的特长与能力
,

完成

各 自的科研工作川
。

在整个科研过程 中还应及时沟

通交流
、

互换信息
、

取长补短
,

以便及时修正科研 中

的偏差
,

避免整体科研走过多的弯路
,

尽快使科研成

果为人类造福
。

19 85 年 6 月
,

美 国能源 部提 出了
“

人类基 因组

计划
” 。

当时
,

在发达国家
,

上至政府首脑
,

下至平民

百姓
,

都参与了这场讨论与决策
。

各个学科持不同

观点的科学家各抒 己见
,

充分体现 了科学讨论的平

等与决策的民主
。

尽管几度迷离
、

几度仿徨
、

几度反

复
,

但最后
,

人类还是选择了
“

人类基 因组计划
” 。

这

一计划的孕育
,

经历 了长达 5 年的时间
,

于 19 90 年

or 月正式启动
。

这在人类 自然科学史上史无前例
,

该计划是第一次由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
、

不分强弱
,

上百位科学家一起执行的科研项 目
。

在计划实施伊

始
,

科技发达 国家 中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就号召世界

各国政府重视这一项 目
,

建议所有数据
、

实验资料随

时公布于众
,

让全世界所有国家免费享用
,

科学界采

纳并响应了这一建议
。

在
“

人类基因组计划
”

实施过

程中
,

各 国科学家精诚合作
,

交换资料
、

共享数据
,

协

同攻关
。

整个计划历经 10 年
,

2《XX ) 年 6 月
,

参与这

一宏伟计划的科 学家终于宣布
:
人类基因组工作框

架图完成
。

现在
“

人类基因组计划
”

体现的团队合作

精神
,

已成为各国
、

各研究领域科研合作 的楷模
。

相反 的例 子也 有
。

20 世纪 9 0 年 代初期 有关

5P 3 基因的研究曾轰轰烈烈
、

风靡一时
。

当时
,

从国

内外各权威研究 机构
、

各大医学 院校
,

到基层医院
,

对新知识
、

新研究领域的渴望驱使学者们纷纷竞相

加人 5P 3 的研究 行列
。

然 而
,

一些单位 由于缺乏对

科研选题的冷静思考
,

缺乏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

仓促

上马
,

致使科学研究进展缓慢甚至陷人误区
,

大量重

复性的工作造成 了科研资金和资源 的浪费
,

致使许

多研究工作半途而废
。

这与当时人们对 团队精神认

识的浮浅和对科研协作必要性认识不足有一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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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这次 S A R S疫情 的突发
,

科学 界表现 出强烈 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
,

反映快速
,

紧急应对
。

世界卫生组

织于今年 3 月 12 日向全球发 出
“

非典
”

警报
,

中国
、

德国
、

加拿大
、

法国
、

美国
、

日本
、

荷兰
、

英国和新加坡

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 个实验室与 W HO 密切合

作
。

4 月 16 日 W HO 在 日内瓦宣布
,

经全球科研人

员的合作
,

一致认定
“

变异冠状病毒
”

极有可能是引

起
“

非典型性肺炎
”

的病原体
,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
,

完

成 了该病毒的基因测序和基因研究
。

W HO 负责
“

非

典型性肺炎
”

研究 的首席科学家 lK au
s

tS ho
:

说
, “

我

们应该数据共享
,

而不要先想着拿诺贝尔奖或者在

aN ut er
一

上发表文章
。 ”

w H o 也在声明中指 出
: “

新发

现应归功于全球 13 个实验室的联合行动
” 。

在全球

化的时代
,

这种合作是战胜新疾病的唯一办法
。

从发现爱滋病到完成其病毒基 因测序用了 3 年

的时间
,

而发现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到完成其

基因测序仅用 了 3 个月
。

这是全球科学家大协作发

扬团队精神的结果
。

组成科研团队
,

弘扬团队精神
,

是今天大科学研

究的有效方式之一
。

我们期盼着在我国有更多的群

体加强协作
,

攻克科学的堡垒
,

在人类 的文明史上不

断谱写新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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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
“ S A R S 突发病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及应急管理对策研究
”
项 目紧急启动

自 2 00 3 年 4 月 20 日以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陆续收到专家们积极要求开展与 S A R S 疫情

相关的经济管理应急研究 的建议
,

部分单位开始 自

发组成课题组
,

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

自然科学基

金会领导对专家建议非常重视
,

按照国家
”

一手抓防

治非典
、

一手抓经济建设
”

的要求
,

于 5 月 20 日发布
“
SAR S 突发病害对社会经济影响及应急管理对策研

究
”

项 目受理通知
。

截至 5 月 26 日
,

负责 申请 书受

理工作的管理科学部共收到项 目申请书 59 份
,

并及

时进行初审
。

2 00 3 年 5 月 27 日 自然科学基金会组

织召开了项 目评审会
,

紧急启动 16 个项 目
,

内容涉

及三大领域
,

其 中 S A R S 对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以及应对策略研究 7 项
,

SA R S 对我国民众心理影响

研究 5 项
,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反思与再造 (建

造 )研究 4 项
,

总资助经费为 100 万元人民币
。

受资助的课题组大部分 自 S A R S 爆发初
、

早 期

即已经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

获得了初步研究成果
,

产

生一定 的决策辅助作用和社会影响
。

自然科学基金

会将跟踪研究进展
,

紧密联系课题组
,

及时向决策部

门提交研究成果
,

为防控
“

非典
” 、

保护人 民生命健

康
、

促进 国家经济
、

推动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

( 宣传处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