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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在自然科学奖的评定中影响尤其显著
。

按理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设有三个 国家级的

奖
,

即自然科学奖
、

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
,

它们的奖励对象应该是明确的
,

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

此
。

除了评奖章则在条文上还有改进的余地以外
,

评审人员在一些问题上缺乏共识恐怕更是一

个重要的原因
。

对于 自然科学奖的评奖标准 问题我 已有三篇短文发表在 《中国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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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文一样
,

希望通过这些讨论能引起对这些间题的注意
,

甚或取得一些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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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具备获得创新性科研成果的素质吗 ?

柯 杨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

凡是科研工作者都渴望自己的工作能卓有成就
,

尤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成就
。

笔者根据一

些成功者的个性特征
,

加上个人的理解
,

归纳总结了成功者所应具备的四个方面的素质
。

您不

妨根据以下条件打分判断一下自己是否具备了获得创新性科研成果的素质
。

总分 80 以上成功

的可能性最大
。

1
.

您热爱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吗 ?

( l) 您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
,

崇拜那些成功的前辈
。

职业对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

更是

生活中的一种需要
。

10 分

(2 ) 您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兴趣十足
,

津津乐道
。

10 分

(3 ) 您不为其它经济收入更丰的职业所动心
。

10 分

2
.

您工作和学习勤奋吗 ?

l( ) 您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

10 分

(2 ) 毕业后您仍然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

且兴趣广泛
。

10 分

(3 ) 您很喜欢自己动手
,

做实验时很投入
,

往往不感到疲劳
。

10 分

3
.

您勤于思考吗 ?

l( ) 您在业余时间也常常情不自禁地考虑您的实验
,

尽管别人可能不理解
。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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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您对实验中出现的意外结果或小问题不愿轻易放过
,

总要弄明白才肯罢休
。

10 分

4
.

您敢于挑战吗 ?

l( ) 您不认为教科书是绝对真理
。

5 分

( 2) 您很厌烦仅仅去重复别人的工作
,

尽管它可以得到预想的结果或容易被发表
。

5 分

(3 ) 您不盲 目追随
“

热门
” ,

尽管它更容易被同行接受或得到经济资助
。

5 分

(4 ) 您在有根据的情况下
,

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

尽管可能和权威的结论相悖
。

5 分

如果您分数很多
,

则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成果
:

1
.

提出具有新意的课题
,

从别人没想到的角度着手研究
,

并获得成功
。

2
.

发现新的自然现象
。

3
.

创造或改进新的技术方法
,

使过去难以观察到的某一自然现象成为现实
。

4
.

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

您得 了多少分 ? 我为自己的分数不高感到遗憾
。

所幸上述所有各项并不都是先天素质所

确定
,

如果真的热爱科研工作
,

还有补救余地
。

让我们互相勉励
,

共同奋斗吧
。

如果不能创新
,

我们科研工作者为什么要去研究呢 ?

A R E Y O U I N PO S S E S S IO N O F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O B T A IN IN G

SC I E N T IF IC A C H I E V EM E N T S ?

K e Y a n g

对科学研究创新性的浅见

闻玉梅

(上海医科大学 )

我体会
,

科学研究是人类在不断地发现新问题
、

解决新问题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运动

过程
。

脱离创新性去重复研究老问题就会原地徘徊
,

停滞不前
。

但是
, “

新
”
问题总是从

“

老
”
问

题中派生出来的
; 不认真从

“

老
”
问题中寻找新的启示

,

新思路是不会 自发形成的
。

微生物学之

父巴斯德就是从法国沿袭多年的酿酒有时会变酸中提出了问题
,

经过认真的思维与研究
,

证实

了酒的生成是酵母菌的作用
,

而酒变酸则是另一种微生物 (细菌 ) 污染的结果
。

这一研究成果不

仅拯救了濒于破产的法国制酒业
,

还确立了微生物生理学的基础
。

当时统治生物界的陈旧观点

(生物自生论 )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

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在研究沙眼病原体的过程

中
,

对传统的加入青
、

链霉素分离病毒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

认为这种抑制杂菌以分离病毒的方

法
,

未必适用于分离培养沙眼
“

病毒
”
(后 已证实沙眼病原体不是病毒而是对四环素

,

氯霉素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