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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合成化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东召开

2。。 4 年 H 月 12 一 1 5 日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组织的高分子合成化学发展战略研讨

会在广东省汕头大学召开
,

来 自 2 6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 40 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高分子合成化学领域中的前沿领域是可控聚合反应
,

包括立构控制
,

相对分子质

量分布控制
,

构筑控制
、

序列分布控制等
.

其 中
,

活性 自由基聚合和迭代合成化学研究最为活跃
.

活性 自

由基聚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

活性 自由基的发展前景
,

特别是工业应用前景以及

未来研究工作趋势是令人关心的问题
.

对于活性 自由基 聚合反应机理 的深人研究
、

在较低的温度下能快速

进行聚合的研究是 目前受到关注的研究方向
.

迭代合成化学是唯一可用来制备多肤
、

核酸
、

聚多糖等生物

高分子和具有精确序列
、

单分散非生物活性高分子齐聚物 的方法
.

树枝状超支化高分子的合成就是此合成

策略的成功应用例证之一
,

是过去 10 年高分子合成中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方向
.

树枝状超支化聚合物由于其

独特球形分子形状
,

分子尺寸
,

支化图形和表面功能性赋予它不同于线型聚合物的化学和物理性质
.

与会专家认为
:

高分子合成化学发展需注意以下几点
:

( 1) 与无机化学
、

配位化学
、

有机化学等的融合与渗透
,

吸取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发新的引发 /

催化体系
,

这是合成化学的核心
,

是高分子合成化学与聚合方法原始创新发展的关键
.

对于传统的工业化

单体
,

需要利用新型引发 /催化体系和相应聚合方法
,

研究开发合成新的微观结构的聚合物新材料
.

( 2) 有机合成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紧密结合
,

将有机合成化学的先进技术
“

嫁接
”
到高分子合成化学中

,

研究高分子合成的新方法
,

实现高分子合成的可设计化
、

定向化和控制化
,

这里包括通过非共价键的分子

间作用力结合来
“

合成
”
超分子体系

.

( 3) 在大分子工程方面
,

不仅要达到控制聚合物的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
,

而且要开发设计合成多种拓扑

结构的聚合物链 (如超支化聚合物
、

星型多臂嵌段共聚物
、

树枝状聚合物
、

浓密刷型聚合物等 ) 的新合成技

术
.

专家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可以在基金指南
、

项 目批准等环节对高分子合成化学进行引导
,

支持从事

高分子合成化学基础研究的课题
.

注意各分支学科的平衡协调发展
,

对暂时冷 门的研究方向
,

应予以持续

资助
.

目前
,

我国在负离子聚合
、

正离子聚合和偶联聚合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吸引中青年研究人员加人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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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天气学研讨会在福建召开

2 0 0 4 年 9 月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 院主办
,

中国科学院空 间中心承办的第五次空间

天气学研讨会暨中国科学院空间天气学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
.

来 自国内外 51 个单位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科研

人员共 1 6 1 位代表参加了大会
.

与会专家们以空间天气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主题
,

围绕空间天气探测
、

“

双星
”
进展及数据处理

、

新卫星计划建议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

科学家们对空间天气科学与应用的国际和国内发展态势进行了介绍与评估
.

国际科联 日地物理委员会

前主席刘兆汉教授介绍了空间天气一科学与应用 的相关 问题
; 现任副主席吴式灿教授概要地介绍了太阳活

动沿电磁辐射
、

高能电粒子和强太阳风这三个线路传播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

从观测
、

数据采集与分析到模

型预报的科学策略 ; 加拿大空间局空 间物理首席科学家
“

国际联合与 日共存计划
”

( Int er an t ion al iL vi gn

w it h a Sat
r
)副主席刘维博士介绍了

“

国际联合与 日共存计划
” ; 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副主任王赤研究员介绍

了
“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
” ; 中国科学院空间天气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史建魁研究员介绍 了

“

共建海南空间天气观测台
” ; 中国气象局空间天气监测与预警中心主任张洪涛研究员介绍了

“

中国气象局

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业务发展纲要
”

.

此外
,

刘振兴
、

涂传治 院士和吴季研究员还分别介绍 了新的探测计划—
“

空间风暴探测计划
” 、 “

夸

父计划
”
和

“

太阳风等离子云射频成像计划
” .

“

空间风暴探测计划
”
的科学 目标是探测近磁层太阳风

、

磁

层项边界层区
、

近地磁层空间暴活动区
、

电离层和热层场和粒子 的时空变化
,

研究地球空 间暴 的驱动和触

发机制及其对太阳风扰动的响应
,

揭示地球空间天气对太阳活动和行 星际扰动响应 的连锁变的物理过程
,

为保障航天活动
、

空间应用的安全提供科学数据
、

科学依据和对策
.

“

夸父计划
”
建议 由 3 颗卫星组成一个

用于监测太阳活动影响地球空间环境的全线过程的探测系统
.

该计划在科学上设计针对 日地环境灾害扰动

整体连锁变化的
,

对极光 24 h 不间断监测
,

并研究设计多时间尺度 空间环境预报
、

预警和现报系统
.

在工

程上设计我国首次 日地第一 L ag ar gn
e 点

,

即 L 1 点卫星的发射
,

我 国首次 1
.

5只 10
6
k m 距离的测控和通讯

.

“

太阳风等离子云射频成像
”
计划提出发射一颗太阳极轨探测器

,

并在其上搭载射频成像仪
,

遥感观测 由太

阳抛射出的等离子云
,

并跟踪其运动方向
.

与会学者针对这 3 个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的颇具新意

的探测计划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

(供稿
:
于 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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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海洋科学双边研讨会在厦门召开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法双方科学家在海洋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

探讨今后可能的合作方向和领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N S F C )和法国海洋开发研究 院 ( IF R E M E R )于 2 0 0 4 年 n 月 8一 n 日在厦 门联合召开

了
“

中法海洋科学双边研讨会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海洋局
、

高等院校
、

涉及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机构及中国

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 40 人 出席 了研讨会
.

IF R EM E R 派出了以国际合作部部长
P hi iL p L

.

先生为团长
、

由 8 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代表团
,

涵盖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有关海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

主要专业领域和方向
.

会议期间
,

约有 40 名相关专业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会议并参加了讨论
.

研讨会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徐询院士主持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朱作言院士致辞
.

研讨会的主题为
“
海洋科学的现在和未来

” ,

根据双方感兴趣的方 向和领域
,

通过协商设置 8 个专题
:

( 1)

渔业资源采集和生态模拟
; ( 2) 海水养殖

、

养殖环境和病害防治 ; ( 3) 深海生态系统和极端生物 ; ( 4) 海洋

环境
、

海洋污染和毒性海藻 ; (5 ) 海洋地质学与矿物资源 ; ( 6) 深海探测技术 ;
(7 ) 海洋药物 ; (8 ) 海洋科

学方面的国际学术合作政策
.

除了主题报告外
,

会议还专门安排时间重点讨论 了
“

海水养殖过程 中病毒病的防治
,

通过改善养殖饲

料提高养殖品种的 口味
、

营养等
” ; “

从深海微生物培养过程 中获得多糖类生物活性物质
,

并用于药物先导

化合物的研制
” ; “

中国东海与地 中海毒性海藻的发生
、

发展及其与气候营养源关系的比较
” ; “

气候变化周

期在深海沉积物中的历史记录
” ; “

大深度无人缆控潜器及其他深海设备的研制
”

等问题
.

P hi iL p L
.

先生代表法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
,

研讨会达到了 N S F C 和 IF R E M E R 所确定的预期 目标
,

并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厦门成功组织
“

中法海洋科学双边研讨会
”

表示祝贺
,

对会议组委会和国

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有效工作表示感谢
.

双方期望
,

今后能够通过多渠道加强中法学者和研究生之间的交流
,

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开展实质性

的双边合作研究
.

(供稿
:

任建国 肖 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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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问题时
,

引人 V ol t e r r a 型积分算子
,

将三阶微分方

程边值问题转化为二阶 V ol t e r
ar 型积分微分边值问

题来研究
,

如文献 巨12 一 13」
.

类似地
,

本文上述研究

的积分微分方程边值问题也能解决相应 的三阶边值

问题
,

这里不再赘述
.

参 考 文 献

d
e

J a g e r E M
, e t a

l
.

T h
e

T h
e o r y o f S i n g u l a r P

e r t u r b a t lo n
.

A m
-

s t e r d
a
rn

;
N

o r t h
一

H o l l a n d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 1 9 9 6

A n d r z e J J K
.

R e m a r k
o n i n d i r e e t m

a t e h i n g o f
s
i n g u 生

a r ly p e r -

t u r b
e
d b o u n d a r y v a lu

e p r o b l
o
m s

.

Q u a r t e r ly o f A p p l i e d M a t h
e -

m a t i e s , 2 0 0 3 , 6 1 : 4 0 1

O
’
M

a l l
e y J

r
R E

.

O n t h
e a s y m p t o t l e s o l u t i o n o f t h

e s一n g u l
a r

ly

p e r t u r b e d b o 以 x i
d a r y v a

lu
e p r o b l

e
m s p o s e d b y B o h 己

.

J M
a t h A n a l

A p p l
, 2 0 ( )0 , 2斗2

: 18

K
e
l ly W G

.

A s i n g u l
a r p e r t u r b

a t l o n p r o b l
e
m o f C

a r r 一e r a n d P
e a r -

s o n
.

J M
a t h A n a

l A p p l
, 2 0 0 1 , 25 5 : 6 7 8

B u t 以 z o v
V F

, e t a
l

.

S i n g u l a r ly p e r t u r b e d e l l ip t i e p r o b l e m s i n t h e e a s e

o f e x e
h

a n g e o王s t a b i l i t i
e s

.

J D i f f e r e n t la l E q u a t i o n s , 2 0 01 , 1 69 : 37 3

A g r w a l R P
, e t a

l
.

E x i s t e n e e o f p o s
i t i v e s o l u t l o n s

f o r s i n g u l a r i n i
-

t i a l a n d b o u n d
a r y v a l u e p r o b l

e
m s v i a t h e e

l
a s s i e a

l
u p p e r a n d l

o
w e r

s o lu t i o n a p p r o a e h
.

N o n l i n e a r A n a
l

, 2 0 0 2
.

5 0 : 2 1 5

K
a
d a lb aj o o M K

, e t a
l

.

S i n g 以 l a r ly p e r t u r
b司 p r o b l e m s i n p a r t i a l d i f

-

f
e r e n t x a l

e q u a t i o n s :
A s u r v e y

.

A p p l M a t h C o m p u t
,

2 0 0 3 , 1 34 : 3 71

L u 5 P
.

S至n g u l a
r
ly p e r t u r b e d n o n li n e a r b o u n d a r y v a lu

e p r o b l
e
扭

f o r a k i n d o f v o l t e r r a t y p e
fu n c t i o n a l d i f f e

r e n t i a l e q u a t i o n
.

A即 l

M
a t h M

e e
h

,

2 00 3 ,

24
: 1 2 7 6

莫嘉 琪
.

四 阶半线性椭圆型积分微 分方程 的奇摄 动
.

应 用数学学

报
, 1 9 9 7 , 2 0 ( 1 )

: 70

林苏榕
,

等
.

对角化方法在非线性积分微分方程组 奇摄 动边值问

题中的应用
.

应用数学学报
, 2 0 0 0 , 2 3 ( 4 )

: 5 4 3

张 祥
.

V ol t er ar 型积分微分方程非 线性边值 问题
.

数学研究与

评论
, 1 9 9 5 , 1 5 ( 1 )

: 7 5

王国灿
,

等
.

三阶奇摄 动非线性边 值问题
.

应用数 学和力学
, 2 。。2

, 2 3 ( 6 )
: 5 9 7

吴钦宽一类奇摄动三阶非线性方程 边值问题
.

甘肃工业大学 学

报
, 2 0 0 3 , 2 9 ( 4 )

: 王2 5

“
聚合物纳电子学

”

项 目取得显著成果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聚合物纳电子学
”

的中期 检查 于 2 0 0 4 年 9 月在吉林大学进

行
.

该项 目于 2 。。 3 年启动
,

依托在吉林大学的 M a c iD a r m记 实验室
,

中方负责人为王策教授
,

外方主要合作者

是 2 0 。。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

美国宾州大学的 M a c iD a r m id 教授
.

此外还包括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E p s et in

教授
、

美国 D r e x e l 大学 的危岩教授等
.

项 目执行一年半以来
,

取得以下创新性学术成果
:

( 1 ) 实现了哑铃状苯胺低聚物的分子设计与合成
;

( 2) 成功制备出半导体纳米粒子 /聚苯胺导电高分子复合微米线
,

对未来 的光电纳米器件产生重要影响
;

( 3) 实现了各种纳米粒子在纳米纤维 中的有序排列 ;

( 4) 用导电聚合物的纳米聚合物制得全塑结构的二极管在特定的条件下 出现了单项导电的特性
,

有很好

的反响截止效应
、

很高的响应频率
,

试验表 明纳米颗粒的掺杂的量
、

种类
、

尺寸
、

薄膜的厚度
、

薄膜 的制备工艺

都影响着 p
一 n 结的性能变化

.

在项 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

目前已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共发表 S CI 收录的学术论文 24 篇
,

获得各种学

术奖励 5 项
.

部分 已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

由于合作各方的共 同努力而对有

机纳米功能材料研究的许多新发现
,

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展深人
.

在此基础上
,

课题组成员又分别申请到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
.

该项 目还在充分利用外方世界大师级合作者优势的基础上
,

将外方教授 的作用延伸到基础研究人才的培

养
.

M a c iD a r
m id 教授多次来华

,

每次都带来有关 电子聚合物研究的最前沿和最新进展
,

他不仅亲 自指导研究

生从事研究课题
,

还为化学系本科生授课
.

吉林大学王策教授研究组与美国 M a c
iD ar m id 教授的合作 由来已久

,

在 M a c
iD 盯m id 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之

前就已有长期的合作基础
.

在吉林大学建成以 M a c
iD ar m id 教授名字命名的联合实验室后

,

M ac iD ar m id 教授

提出
,

实验室的建设 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基地
.

围绕着该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的实施
,

实验室的

国际化建设也在逐步深人
.

2 0 0 4 年度
,

M ac iD ar m id 教授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
“

友谊奖
” .

(供稿
:

白 鸽 陈 淮 董建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