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前后的回忆

廖千二安

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

当时兼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元素所)所长的杨石先校长

光荣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与原国家科委主任聂

荣臻元帅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 元素所有 10项科研成果荣获了全

国科学大会奖。 作为元素所的创始人杨老深受鼓舞;于是及时回所

传达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使全所师生精神振奋地迎来了科学的

春天。 1982年杨老高瞻远瞩辞去了南开大学校长及中国科协副主

席等十几项兼任职务只保留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及元素所所长两项

职务。 此举在全国科技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全国播送了这一重要新闻。 此时杨老已过 85岁高龄，还在为元素

所的发展呕心沥血。 国家在发展，元素所也不能落后，于是杨老对

元素所的发展已有诸多考虑和设想。 当时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

初期，如何发展科技事业，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是全国科技教育界面

临的重大任务。 科技实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国际竞争的



焦点之一，许多国家已将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全球化条件下

的国家发展战略，把建设一流的科学研究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于是产生了作为科技创新平台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使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产生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成

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国重" )于 1984年开始建设。 首先

在高校及中国科学院有雄厚基础的研究所为依托， 1984年全国只建

了五个"国重"其中四个建在重点高校。 1985年国家又批准建了十

个，随后又如雨后春笋发展更快，到 1994年，全国建立近百个"国

重"，到 2004年全国建成了 158个"国重"， 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的大部分学科。 我们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

简称"元素有机国重" )是在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与化学

系金属有机化学研究室基础上于 1985年经国家计委组织专家组进

行论证后批准开始建设经系 、 所师生三年的艰苦努力于 1987年基

本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 1988年正式对国内外开放。 时任元素所

所长的李正名教授被任聘为"国重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飞学术

委员会由国内 17位农药与金属有机化学界著名专家教授组成，其中

有赵善欢院士(华南农大校长)、胡秉方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戴立信

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金声教授(北京大学)、 刘孟英教授(中科院

北京动物所)、 徐广智教授(中科院北京化学所)、卓仁禧院士(武汉大

学)、吴世晖教授(复旦大学)、黄宪院士(杭州大学)、 李裕林教授(兰州

大学)、李宗成院长(沈阳化工院)等。 校内委员有陈菇玉院士、 王积

涛教授、李正名院士、金桂玉教授、宋礼成院士、王琴苏教授。 1985

年 7月参加元素有机国重论证到成立首批学术带头人与骨干有陈茹

玉、李正名、王积涛 、 周秀中、金桂玉、杨华铮、尚稚珍、王琴蒜、黄



润秋、宋礼成、谢庆兰、唐除痴、刘纶祖、王序昆、张正之等二十多名

教授组成。

元素有机国重主要研究方向为农药化学、杂原子和金属有机

化学。 农药化学主要研究高效、低毒、无公害新农药(分子设计、

合成、分析、生测、毒理、剂型与作用机理等)及化学生物学。 杂

原子有机化学主要研究磷及其他杂原子有机化学，设计合成具有

生物活性的新化合物，揭示活性分子与生物大分子之间的作用机

理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作用，乃至物理有机与超分子化学。 金属

有机化学主要研究主族和过渡金属有机物的合成、结构、反应机

理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发现有机合成新反应及有机合成新

试剂 。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

基础研究的能力，推动了我国基础应用和基础研究事业的快速发

展。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流的实验条件和环境;拥有一批

先进仪器设备，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发挥了组织一支精干力

量、在若干领域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历史性作用，有力推动了相

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国内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为

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成为我国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心

之一。

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元素所和化学系几代

人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元素所的创始人杨石先老校长虽然没能

看到元素有机国重的成立，但他为元素所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元素

有机国重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元素有机国重从 1985年开始建设到

1988年建成并实现对国内外开放。 认真实行国家制定的"开放、流

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至今已 25年。 领导机构也随实验室的



发展经过了几次调整。 李正名院士从 1984年起任元素所所长， 1985 

年开始兼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直至 1995 年 。 1995 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开始筹建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该中心经国家计委

组织专家论证批准后，李正名院士又被任命为该中心的主任。 于

是 1996年金桂玉教授接任元素有机国重主任到 2001 年 。 李靖教

授 1996年任元素所所长 2001 年兼任"国重"主任到 2004年。 周

其林教授于 2004年起任元素有机国重主任兼元素所所长至2014

年 。 周其林教授，作为我国第一批长江学者于 1999年到元素所工

作，经过 10年的努力工作，于 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不

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元素有机国重和元素所的光荣。 化学系

程津培与宋礼成教授都是元素有机国重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先后

于 2001 及 2007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同样是南开国重的光荣，值

得庆贺 。

作为我国最早建设的"国重" 之一我们元素有机国重自建设

和对外开放以来，在全室和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可喜成

绩。 在 1990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性"国重"评估后，国家计委科技司

联合国家科委、国家教委 、 中科院等八个部委在北京召开了"国重"

第一次总结表彰大会。 我国重被评为全国八个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之一(李正名主任和廖仁安副主任都评为先进个人获金牛奖) 0 1994 

年是"国重"建设十周年。 国家计委科技司再次联合有关八个部委

科技司局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召开了国重建设十周年总结表彰大

会，这次评估，我国重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廖仁安副主任又一次评为

国重工作先进个人再次获金牛奖) 。 自此以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

性国重评估，实行严格的竞争机制，如化学化工学科系统近 30个国

重及部分部门重点实验室参加评估。 前五名为优秀，最后五名为"黄



牌"警告。 如两次评估得黄牌将被取消"国重"的资格，降格为部门

重点实验室。 然后再参加全国大评估。 如在评估两次进入前五名

的优秀实验室，才能再升格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元素有机国重在 1994年后的 1999 、 2004 、 2009年几次全国大

评估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04年是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二十周年，科技部联合中科院、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召开了总结大会，

再次评选表彰了一批优秀"国重"及先进个人，颁发一批金牛奖，我

们室当时主任李靖教授被评为国重工作先进个人， 荣获金牛奖。 在

1985 年国重建设以来的 20多年中我们多次获得国家对国重二次

建设的资助，有力地保证了多项研究工作的进行。 使我室的各项

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巩固 。 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优秀人材不断

聚集，仪器设备更加完善，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学科建设更加扎实，

人才培养发展更快，现我们国重与元素所在校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达420人。 正在发挥人才培养中心的作用，不断为国家培养和输送

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运行机制中，每年都在一批

又-批地接受国内外访问学者来"国重"作短期研究工作，取得了

良好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接受访问学者 100多名，其中还

有外国来访学者多名，我们与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或高校经常进

行交流与合作，不断发挥国重的应有作用 。

在杨老"繁荣经济发展学科"思想指引下国重始终把新农药

品种的创制与开发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农药创制研究是一个

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的高科技领域，在国际上仅有美、 日、德、英 、

法及瑞士等6个国家具有独立创新农药的能力 。 本国重以李正名院

士为首的研究人员，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创制新农药研究与开发

中已取得了突破性重要成果。 在此基础上，南开大学申请建设农药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于 1995年通过国家计委组织的专家论证获得

批准。 李正名院士又担任了首任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2004

年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 国家验收专家对

该中心的评价是"出色地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形成较强技术创新

能力，取得了较好成果转化经验，在高校中建立国家级工程研究中

心提供了一个机制和体制上的范例。 "

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成通过国家验收后李正名院士继续

努力组织中心的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终于研

发出一个具有自由知识产权的超高效除草剂单略磺隆。 经过大量试

验表明单略磺隆原药毒性很低(急性毒性LD50大于4640mg/Kg，对

人畜和环境十分安全)，药效很高(与国际著名农药商品氯磺隆及甲

磺隆等活性相当)，在大量翔实科学数据的支持下，于 1999年获得国

家农业部的新农药临时登记证 2001 年作重点推广项目列入"国家

科学技术重点推广计划"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谷田除草剂的空白和

麦碱茅专用防治的匮乏，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7年又通

过了国家农业部农药正式登记的批准。 逐步推广到 160万亩农田的

实际应用。 为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这一成

果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新农药正式登

记的创制除草剂品种，填补了我国这方面长期的技术空白 。 该成果

"对环境友好超高效除草剂的创制与开发研究"荣获了 2007年中国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应当指出，元素所的成立和发展，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与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几十年来一直得到国家计委科技

司(现为国家发改委)，国家科委基础司(现为国家科技部)，国家教委科

技司(现为国家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有关领导同志的



关心和支持。 元素所建所前后还得到开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和聂荣

臻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与鼓励。 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后，

聂荣臻元帅还亲自题写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重点实验室"室

名， 为元素所和元素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在此，

我们应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iL'的感谢。

廖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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