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985年国家教委主持专家组审议通过

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申请报告

关于农药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实验室建设规划的评议意见

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司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

日在天津召开了建立《农药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实验室》的论证会。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各地的专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司、国家科委

等的同志。 由胡秉方教授、赵善欢教授、徐广智研究员、樊德方教授 、

万迪秀高级工程师、 吴均和教授、下绍庄高级工程师、沈宏康教授、

师树简教授、贝说智副研究员、郭和夫研究员等十一人组成的评论

组，认真听取并讨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李正名所长关

于建设该重点实验室的报告，并就以下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农药化学是涉及化学、生物、生物化学、医学、环保等的综

合性、边缘性的学科;金属有机化学也是化学学科中最活跃的分支

之一。 两者都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 为适应高效、无公害农药的兴

起和开拓我国自己的农药体系迫切要求我们加速农药化学研究步

伐，以满足四化建设需要;而石油工业、有机化学工业等的发展， 也

急需我们加强金属有机化学研究。 因此在国内积极开展这两方面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学术意义。

二、 1950年以来，在已故杨石先教授组织领导下，南开大学在

农药化学、金属有机化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系统的工作，取得了

丰硕成果，培养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年为主体的、水平较高的

科研队伍，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了一定特色和

传统，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因此在该校建立"农药化学与金属有

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条件是具备的、合适的。

三、该实验室论证材料中提出的研究方向明确、课题具体、符合

当前中央精神。 鉴于农药化学及金属有机化学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

面，都涉及多学科的交叉和跨部门的协作，因此重点实验室实行对

内外开放，特别应注意加强与生物科学结合，这将有利于多、快、好、

省地出成果、出人才。

四、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中申请购置的设备和所需经费，评议

组认为是必需的、合理的，请计委和教育委员会予以支持解决。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编者注

据国重室原副主任廖仁安教授回忆提供重点实验室成立

期间的一些重要情况:

1985年教委主持我重点实验室的专家讨论会上，由著名

农药化学专家胡秉方教授，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赵善欢教授、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所著名化学家徐广智教

授担任正副组长的专家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们中报的论证材

料。 1985 年 7 月底国家计委科技司下文批准我"农药化学与金

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国家级建设项目 。 在实验室



试运行后教委科技司领导感到我实验室名称过长，有时造成

成文的困难，建议更名为"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较

宜，并认可农药化学与金属有机化学两个研究方向，符合当时

实际情况。 经所学术委员会讨论也认为实验室名称从发展来

看应留有更多的扩展空间，同意国家教委的修改意见，之后教

育部上报国家计委批准了"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