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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业大学
“
八五

”

科技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代 军 桂党会
( 西北农业大学科研处

,

陕西 杨陵 7 1 2 1 0 0 )

摘 要
“

八五
”

期间西北农业大学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
,

积极从事应用开发研究
、

科

技推广和科技承包工作
,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
,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显著的社会与

经济效益
。

本文对我校
“

八五
”

期间的科技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

并提出了今后科技工作的思路和重点
.

关键词 西北农业大学
, “

八五
”

科技工作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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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科学技术
,

面向经济建设
,

勇攀科学高峰
”

是党中央提出的科技工作总方针
。 “

八

五
”

期间
,

西北农业大学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

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

积极开展应用

开发研究
,

并积极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承包工作
,

加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

坚持科

技兴农
,

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据统计
,

u/ \ 五
”
期间

,

我校通过 良种繁育
、

科技

推广
、

科技承包工作
,

使地方农村经济净增产值 20 多亿元
。

1 科学研究工作

1
.

1 “
八五

”

科研工作基本情况
“

八五
”
期问我校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 “
加强基础研究上水平

,

实行联 合攻关

出成果
” 。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

学校积极组织科研人员申报各级各类研究课题
。

据统计
, “

八

五
”

期间我校共有 2 1 8 9人次参加了 29 8项科学研究课题 (仅指列入校年度计划
,

并于
“

八五
”

期间开题的项 目 )
,

其中国家科技攻关课题 13 项
,

部委重点课题 25 项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64

项
,

陕西省科技攻关课题 78 项
,

科技经费总数达 177 1
.

5万元
。

1
.

2 科研进展情况

经过
“
八五

”

期间五年的科技攻关和艰苦努力
,

圆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科技攻关任务
,

在部分研究领域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

以常规遗传育种 85 麦
、

1 3 7 6麦为代表的 9个小麦品

种在
“
八五

”
期间通过陕西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

并 已开始大面积推广 ; 以三系配套
,

化学杀雄为手段培育 9个小麦杂交组合
,

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并取得重大进展
,

其 中杂交

春小麦
“
9 0 1

”
已通过甘肃省张掖地区品种预审并开始走 向生产

,

平均亩产达 6 00 k g 以上
,

人民 日报的报道 《我国杂交小麦育种获重大突破 》被 1 00 名两院院士评为
“

95 十大科技新

闻
” , “ 0

.

5 %株素杀虫乳油 (蔬果净 )
” 、 “
植物性杀虫剂— 苦皮藤制剂

”

等植物性农药的研

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植物性无公害农药的研究已跨入新的世纪
; 继胚胎移植

、

半 胚冷冻
、

冻

胚分割等项 目之后
,

我校在山羊核移植技术方面 已居国际领先水平
,

鲜胚胎移植技术 已开

始应用
。

国家攻关项目
“

宁南半干旱偏旱区 (海原 )农业持续综 合发展研究
” 、 “

乾县黄土高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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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治理及农业持续发展研究
” 、 “

应用胚胎工程技术提高安哥拉 山羊繁育效率
”
等专题

分别于
“

八五
”

末顺 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验收
,

并达到
“

合同预期 目标
” 。

1
.

3 “
八五

”

期间我校科学研究成果情况

1
.

3
.

1 成果鉴定
“

八五
”
期间我校研究项 目通过鉴定总计 6 2项

,

见表 1
.

表 1 各年度鉴定成果悄况

年 度 国际水平 国内首 创 国内领先 其 它 合 计

巴曰000白

1 99 1 4

19 9 2 6

19 9 3 4

19 9 4 5

19 9 5 一

合计 1 9

注一 其它
”
指品种审定项 目

l 3

1 l

2 2

12

4

6 2

1
.

3
.

2 品种审定
“
八五

”
期间我校通过品种审定总计 10 项

,

其中小麦品种 9项
,

玉米 1项
。

详见表 .2

表 2 “
八五

’

期间我校通过品种审定的成果

序号 名 称 主持人

赵洪璋

弓长海峰

王 辉

宁胶华

赵洪璋

王 鸣

赵洪雌

王 辉

王明岐

罗淑平

审定时间

小麦品种西农 6 5

小安品种西农 3 4
一

9

小麦品种 8 4 G 6

小麦品仲早丰 1号

小麦品种西农 85

西瓜 新品种西农 8号

小麦 品种西农 8 81

小麦 品仲西农 1 3 7 6

杂种小麦品系 8 8予
一

3

高产大鹅型玉 米单交仲西农 11 号

1 9 9 1一 1 2
一 2 7

1 9 9 2
一 1 2

一

2 6

1 9 9 2
一 1 2一 2 6

1 9 9 2
一

1 2
一

2 6

1 9 9 3一 1 2
一

2 4

1 9 9 3一 0 7

19 9 5一 0 8
一 1 0

19 9 5
一

0 8
一 1 0

19 9 5
一 0 8

一 1 0

19 9 6一 0 1一 1 0

1
.

3
.

3 成果获笑
“

八五
”
期问我校共获得各级 奖励 10 1项次

,

其 中95 年获国家级科技进

步奖三等奖两项
:
( l) 秦川牛本品种选育及导入外血效果研究

; ( 2) 中国黄牛品种亲缘关系

的聚类 (我校为第二完成单位 )
.

获奖情况统计见表 3
.

表 3
“

八五
”

期间获奖成果统计

年 度
国家级奖 部省级奖 厅 局级奖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4 4 1

3 6 1

3 6 1

4 4 1

3 4 3

1 7 2 4 7

2 2

l 8

20

20

2 1

合 计 一 一 2 7 2 0 2 4 1 7 2 4 7 1 0 1

1
.

3
.

4 中报专 利
“

八五
”

期问我校共 中报专利 27 项
,

获专利权 9项
,

其中发明专利 1项
,

实

用新型专利 8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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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论著
“
八五

”
期间我校共 出版科技著作 36 5部

,

其中专著 1 37 部
,

译成外文的

专著 3部
,

科技教材 1 36 部
,

科普著作 80 部
. 发表科技论文 3 0 1 4篇

,

其中国外刊物发表 1 17 篇
,

全国刊物发表 1 8 60 篇
、

地方刊物发表 1 0 3 7篇
。

1
.

3
.

6 国际合 作与交流 U N D P
一

C P R / 9 1八 14 项 目的实施
,

加强了我校对外科技的合作

与交流
。 “
八五

”

期间
,

共请进国际专家 29 人次
,

派出 9人出国培训
,

6人出国科学考查和访

问
。

同时
,

为我校引进了价值 20 万美元的仪器和设 备
。

2 科技推广
、

科技承包工作

2
.

1 科技推广成果丰硕
“

八五
”

期间
,

我校共承担各类推广项 目85 项 (仅指列入推广计划的项 目 )
,

其中农业部

丰收计划项 目 3项
,

省农办推广项 目76 项
,

省科委 3项
,

林业厅 3项
,

农业部教育司扶贫专项 1

项
,

累计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成果 1。。多项次
,

直接经济效益达 7亿多元
;
共获省级农业技术

推广成果奖 11 项
,

获鉴定成果 14 项
。

2
.

2 科技承包效益显著
“
八五

”
期间我校承担了陕西 省澄城

、

蒲城
、

乾县
、

丹凤等四 个县的科技承包任务
,

承包

地 区农业总值和农民人均收入都有显著增加
,

社会效益明显
。

据统计
,

5年共推广实用技术

1 76 项
,

建立百亩试验田 3 36 个
,

千亩示范田 47 个
,

万亩丰产方 20 个
,

粮食总产增产 6 8
.

3 0 6亿

公斤
,

平均增长 17
.

42 % ; 多种经营净增收入 1 1 2
,

7 81
.

5万元
,

增长 84
.

69 %
,

农业人 口纯收

入增加 1 0 8 2
.

6 7万元
。

2
.

3 西藏
“

一江两河综合开发
”

项 目进展顺利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
,

受农业部和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
,

我校于 1 9 9 4年开始实

施
“

西藏一江两河综 合开发
”
项 目

。

两年共派出赴藏人员 16 人次
,

实施项 目16 项次
。

引进的

低介酸油菜品种
,

试种平均亩产 2 50 k g
,

介 酸含量在国标以下
。

以当地原料为主
,

研 制的

猪
、

鸡全价配合饲料达到内地同类饲料饲 喂效果
,

并 已建成年产 3 0 0 ~ 50 o t 的示范 生产

厂
。

建成了西藏第一座利用太阳能的酱制品厂
,

结束了西藏无酱制品的历史
。

西藏
“

一江两

河综 合开发
”

项 目分别于 1 9 9 4
,

1 9 9 5年底通过 了自治区江河办组织的年度验收
,

为我校
“
九

五
”
西藏项目的继续实施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

3
“

八五
”

1明间科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工作思路

3
.

1 我校
“

八五
”

科技工作存在的问题

l) 科学研究工作总的投入不足
,

经费资助强度较小
,

科研手段落后
,

用房紧张
。

有 60 %

~ 7 0%的教师
、

科研人员没有课题
,

人才浪费严重
。

2 )科技队伍不稳
.

许 多重点学科后继乏人
.

人才断层问题严重
; 由于缺乏国内有影响

的专家
,

很难争取并承担大的国家级攻关项 目
。

3) 整体作战能力不强
.

缺乏后劲
。

研究重复
、

水平较低
,

内耗损失非常严重
。

4 )重理论
,

轻实践
;

重研究
,

轻推广
。

有许多研 究结果是从实验室产生的
,

经不起市场

的挑战
,

表现为成果转化率低
.

科技推广缺乏过硬的技术成果
,

很难使科技成果商业化
、

产

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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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今后我校科技工作的思路与重点

3
.

2
.

1 进一 步转 变观念
,

充分认识高校科技工作的重要性 高校不仅是基础研究
、

高新

技术研究的一支生 力军
,

也是科技工作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的重要 力量
,

因此
,

积极开

展科学技术工作
,

不仅是贯彻
“
全国科学大会

”

提出的
“
科教兴国

” 、 “
科技兴农

”
的需要

,

也

是我校 自身发展所必须的
。

科技工作开展的好坏
,

综合反映了一所学校整 体实力与水平
。

科研工作又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
。

离开了科技的发展
,

师资水平很难提高
,

教学 内容不

可能更新充实
,

合格人才难以造就
。

3
.

2
.

2 适应 市 场经济需要
,

明确科研方向 今后我校的科研工作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

需要
,

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

积极贯彻
“

科技兴农
”

的方针
,

瞄准当前国际
、

国内在农业上的

一些热点
,

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

作为我校科技工作立题的突破 口
,

确立应

用
、

开发研究的主导地位
,

同时兼顾一定比例的基础理论研究
,

为应用开发研 究增加后劲

和科技贮备
。

.3 .2 3 稳定和 培养一支精干的科研队伍 科技发展的关键是人才
,

科技竞争的实质是人

才的竞争
。

面对我校人才断层的严峻现实
.

我们迫切的任务是积极培养一支年轻精干的科

技队伍
。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

让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

要敢 于让他们主持国

家级重大项 目
; 另外

,

要认真做好跨世纪人才培养工作
,

学校要为他们创造条件
,

使他们早

出成果
,

出大成果
。

.3 2 4 增加科技投入
·

全方位
、

多渠道争取科研经 费 学校在科技方面要投入一定的资

金
,

一部分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 申请大课题的前期预研启动费
,

另一部分作为应用开发研

究的科技投入
。

对于一些技术路线有 创新
、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

或学术上有一定应 用价值

的项 目学校应加大资助的力度
。

另外
.

应拿 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奖励获得重大科技成果的科

研人员
。

同时
,

学校要有计划地组织科研人员争取各级各类研究课题和应用开发项 目
,

特

别是要增加争取横向委托项 目的 力度
,

并积极探讨国际科技合作的新途径
。

3
.

2
.

5 加大 多学科联合的 力度
,

发挥大兵 团协同作战的优势 重大攻关项 目
、

高新技术

及其产品的开发
、

科技兴农
、

集团承包等
,

都需要组织多学科
、

多专业
、

多部门联合作战才

能早见成效
,

早 出成果
,

经实践证明这也是符合农业科学研究的多因子
、

综合性和地域多

样性的特点和客观实际的
。

学校要认真研究解决多学科联 合问题
,

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

势
,

实现研究层次的最佳配置
; 同时

,

对重复
、

低水平的研究项 目
,

要以政策来引导
,

坚决予

以调整
,

加速分流和提高
。

3
.

2
.

6 加 强成果转化
.

鼓励科研人 员到实践中研 究问题
,

解决 问题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是科学研究最终 目的与要求
,

为了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

实现到 2 0 0。年新增四个
“
一千

”

的 目标
,

必须鼓励科技人员到生产中去
,

大力推广新技术
、

新成果
,

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

技术 问题
。

为此
,

学校要认真研究
、

制定有关政策
,

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加科技推广
、

科技

承包工作
,

特别在职称评定
、

奖金分配
、

收入分配等方面要进行导向
,

要让从事推广工作的

科研人员一是感到有
“
实惠

” ,

二是感到在生产中
“
英雄有用武之地

” 。

这样
,

对推广我校科

技成果
,

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具有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