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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国微重力科学发展的启示

微重力科学是近 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一门

学科
,

它研究在微重力环境中的物质形态和运动规

律
。

在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的推动下
,

我国于 年

代后期开始部署微重力研究
。

经过近 年的努力
,

目前在国际上已有一席之地
。

微重力科学包含着许多重大的基础研究课题
,

诸如广义相对论验证
,

二阶相变的重整化群理论的

验证
,

复杂流体特征
,

燃烧基本规律
,

重力生物学

等等
。

微重力科学还包括许多应用基础研究的课题
,

诸如空间材料加工
,

空间蛋白质单晶的生长
,

表面

张力梯度驱动对流
,

两相流动过程等
。

微重力研究还包括许多工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

诸如流体管理和飞行器中的防火等
。

这些工

程 问题与卫星和 火箭等空 间飞行器的运行密切相

关
。

自 年代以来
,

原航天工业部的研究所就进行

了大量流体管理方面的研究
。

更深入地研究这些过

程还需要微重力流体物理方面基础研究的支持
。

年开始执行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提出

了在我国发展微重力科学的需求
。

这个计划中主要

关心有应用背景的微重力研究项 目
,

即应用基础研

究
。

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投资在

中科院力学所建立了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

耗资达数

千万元人民币
。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是以应用基础研

究为主
。

同时
,

国家和部门的各种渠道也安排了各

种微重力研究项 目
,

大多属于应用基础研究
。

经过

近十年的努力
,

形成了一批研究集体
,

培养了骨干

队伍
。

而且我国的微重力科学发展在国际上也占有

了一席之地
,

在发展高技术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微

重力科学 主要是应用基础研究 已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
。

近年来
,

随着我国微重力研究的进展和科学发

展的需求
,

微重力基础研究已提到了 日程
。

经过反

复论证
,

国家科委已将微重力科学若干重大和交叉

性研究列入攀登预选项 目
,

使我国在微重力基础研

究能够适时起动
。

回顾我国微重力科学的发展历程
,

它以应用基

础研究起步
,

带动基础研究的发展
。

两者都属 于基

础性研究
,

最后得到了某种共同发展
。

当然
,

我国

微重力科学的发展机遇不具备普遍性
。

三
、

逐步创造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

现在 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已经不是一张纸加一

支笔的个体劳动所能完成的
。

许多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都需要大规模的设施
,

需要高技术的支持
,

需要

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

比如在微重力科学中
,

为了

验证等效应原理就需要专门设计一颗科学卫星
。

低

温微重力物理学装置将放置在 国际空间站上
,

在
,

的装置中将液氦保持到
,

这是重量达到 的大型低温设备
。

这些实验项

目动辄需要上亿美元
。

有些大型设备甚至需要十几

亿
,

以至几十亿美元
。

这些大型基础研究设备是我

国当前国家财力所承受不起的
。

近十余年来
,

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

就
,

同时
,

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与国际水平还有很

大的差距
。

由于国力的限制
,

这种差距还会保持相

当一段时期
,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可能扩大
。

在这种

格局下
,

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

占有一席之地
,

其意义极为深远
。

基础研究不等于

高科技
。

我国的基础研究与高科技都面临着相似的

挑战和机遇
,

也应该执行
“

占有一席之地
”

的发展

战略
,

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从总体上讲
,

我国的基础研究还会遇到经费不

足
、

市场大潮的冲击以及人才危机等诸多困难
。

借

助于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和国家基础研究规划的大

力支持
,

我国微重力科学 已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

形

成了一个 比较好的研究环境
。

但今后五年或十年的

前景还不是很明朗
,

下一步的研究经费也还有待于

落实
。

现在看来
,

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
,

制订

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
,

保证已经建立的重点研究基

地能稳定地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

我们希望
,

在

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政策下
,

我国的微重力科学

能够健康地发展
,

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做出贡献
。

忱
, 一

, ,

资任编辑 史代

卷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