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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我国科学与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也将不断提高。

在这里，想与从事微生物应用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专家们探讨一个老话题，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

在微生物的开发应用研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家都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之一。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科学基

金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开展、稳定基础研究队伍以及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前的形势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更加坚定地高举“基础研究”旗帜，做好项目

的资助工作。到“十五”末期，基金资助的项目类别整体上将达到下列目标：4"H为基础研究项目，而

6"H的为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目前的情况是!"H为基础研究项目，#"H为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就微生

物学学科而言，近年资助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已基本处在4I6的水平上。尽管应用基础研

究项目在本学科资助项目中占的比例并不高，但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学基金如何发挥其应有

作用，值得探讨。

近五年来，在微生物学学科获得资助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比率，与基础研究项目相比，总体上偏

低，其重要原因是创新性不够，项目评审专家难以形成共识。就科学发展的规律而言，应用基础研究总

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下进行的，与基础研究相比，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从理论上不可

能超越基础研究。因此，评价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创新性，也就不能按基础研究项目的标准，追求学术



的源头创新。事实上，对应用基础研究而言，困难的是如何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解决生产实际

问题，将基础研究成果与实际问题结合，发展为生产力。可以说，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作为两种不

同性质的科学研究，其重要性和困难程度是同等的。

笔者认为，目前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在微生物学学科获得资助的比率偏低，既有申请人自身的原因，

也有评审专家的因素。首先，绝大多数申请人提出的课题，有的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有的未能选准具

前瞻性、有潜在应用前景的项目。其次，评审专家在评审这类项目时，个人掌握的标准不够统一。可以

肯定地说，每年资助的应用基础项目均属优秀项目，但在下列几个方面，获资助的项目很少。第一，对传

统应用项目的发展性课题。我们知道，日本在其传统酿造及发酵领域作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产品精且成

系统，产值很高，而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工作就很不够。除了由于这类申请项目少以外，另一原因是同行

评审专家没能给予重视，认为这是老问题，不足以支持。第二，对已有良好应用效果项目的理论依据的

研究。在评审这类项目时，有些专家认为申请人应去搞应用推广，不需要再做基础研究。而实际上，对

这类项目的基础研究恰恰是进行进一步开发应用所必需的。第三，具前瞻性的应用基础研究。这类项

目也往往由于学术上的新意不足而被评审专家否定。我们认为，上述现象尽管不多，但应逐步改进，使

科学基金更好地发挥其对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效能。

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微生物学学科!"""年资助各类项目一览表

表! 微生物学学科!"""年度受理与资助各类项目数量一览表

项目类别 受理数量 资助数量

自由申请项目 #$% &’

青年基金 && (

地区基金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基金 % )

表#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览表

*+,-.#/0123405.6789.:2;<=>>872.?,34+2085+-4+2=7+-<:0.5:./8=5?+208581@A05+

项目名称

6789.:2;

主持人

6.7;85;05:A+7B.

单位

C7B+50D+2085;

自由申请项目（&’项）6789.:2;178E/7..F>>-0:+2085（/87232A7..02.E;）

中国土壤分离的生物活性链霉菌的多相分类研究

<2=?3852A.68-3>A+;0:*+G858E381H08+:20I.<27.>28J

E3:.2.;K;8-+2.?178E@A05.;.<80-

刘志恒

L0=MA0A.5B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K5;202=2.81N0:78,08-8B3，@A05.;.

F:+?.E381<:0.5:.;
木霉及其有性型分子系统学研究

N8-.:=-+7<3;2.E+20:;81!"#$%&’(")*+5?K2;O.-+2.?
*.-.8E87>A;

徐 同

P=*85B

浙江大学

MA.90+5BQ50I.7;023

微生物来源的折叠酶和分子伴侣的研究

<2=?3852A./8-?+;.+5?N8-.:=-+7@A+>.785.178EN0J

:7887B+50;E;

张渝英

MA+5BR=305B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K5;202=2.81N0:78,08-8B3，@A05.;.

F:+?.E381<:0.5:.;
褐腐真菌降解纤维素的机理研究

N.:A+50;E81@.--=-8;.S.B7+?+2085,3H78T5J782/=5B0

高培基

U+86.090

山东大学

<A+5?85BQ50I.7;023
肌醇和磷脂酰肌醇在酵母菌蔗糖酶分泌调控中的作用

O8-.81K58;028-+5?6A8;>A+20?3-058;028-05O.B=-+2085

R.+;2K5I.72+;.<.:7.2085

池振明

@A0MA.5E05B

山东大学

<A+5?85BQ50I.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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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固氮酶活性中心催化"!和#$还原位点的分析

%&’()*+*,-"!’&.#$/0.12+&34+50*+&560%25+7080&509

,-"+59,30&’*0

王友绍

:’&3;,1*6’,

中国农业大学

86+&’%39+21(519’(<&+709*+5)

地中海拟无枝酸菌遗传操作系统的建立

=070(,>?0&5,-59’&*-,9?’5+,&*)*50?*-,9!"#$%&’(%)*+*
",-+(,..’/,+

姜卫红

@+’&3:0+6,&3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46’&36’+A&*5+5150,-B(’&5B6)*+,(,3)，

86+&0*0%2’.0?),-42+0&20*

细菌的适应突变研究

451.),&%.’>5+70C15’5+,&,-D’2509+’

王敖全

:’&3%,E1’&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A&*5+5150,-C+29,F+,(,3)，86+&0*0

%2’.0?),-42+0&20*
极端嗜热古菌染色体="%复制起始的分子机理

C,(021(’9C026’&+*?*,-560A&+5+’5+,&,-="%/0>(+2’5+,&

+&#)>095609?,>6+(+2%926’0’

黄 力

#1’&3G+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A&*5+5150,-C+29,F+,(,3)，86+&0*0

%2’.0?),-42+0&20*
絮凝性强及熟化期短的啤酒酵母工程菌的研究

451.),-’/02,?F+&’&5D90H+&3;0’*5H+56I(,221(’5+,&

%F+(+3)’&.46,9509C’519’5+,&B09+,.

张博润

J6’&3D,91&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A&*5+5150,-C+29,F+,(,3)，86+&0*0

%2’.0?),-42+0&20*
茄假单胞菌寄主特异性毒性基因的遗传和分子分析

K0&05+2’&.C,(021(’9%&’()*+*,-#,*54>02+-+2L+91(0&20

K0&0（*）,-0’&*(%/+’（1*,2-%"%/’*）*%&’/’$,’.2"

冯家勋

I0&3@+’M1&

广西大学

K1’&3M+<&+709*+5)

链霉菌中一个多效性5/"%调节因子的靶基因研究

451.),&N’9305*-,9’B(0+,59,>+2/031(’5,9)5/"%+&

3(.,)(%"#$,*

陶美凤

N’,C0+-0&3

华中农业大学

#1’O6,&3%39+21(519’(<&+709*+5)

核盘菌弱毒相关.*/"%的分析及其2="%克隆

451.+0*,&%&’()*+*’&.2="%8(,&+&3560#)>,7+91(0&20P

’**,2+’50..*/"%403?0&5,-3$&,.%(+/+’*$&,.%(+%.2"

姜道宏

@+’&3=’,6,&3

华中农业大学

#1’O6,&3%39+21(519’(<&+709*+5)

="%超螺旋对大肠杆菌8I%／A基因表达的调节研究

N60Q--025,-="%41>092,+(+&3,-45$%&+8I%／AK0&0

QM>90**+,&

黄熙泰

#1’&3R+5’+

南开大学

"’&S’+<&+709*+5)

用酵母双杂合系统克隆固氮螺菌中的固氮负调控基因

8(,&+&3560"+59,30&I+M’5+,&"03’5+70/031(’5+,&K0&0

-9,?!6%*)+.+&&2"7.’*+&,/*,<*+&3560;0’*5NH,P6)F9+.
4)*50?

赵银锁

J6’,;+&*1,

中国农业大学

86+&’%39+21(519’(<&+709*+5)

8/TU和8QT!基因在白色念珠菌形态发生中的功能研究

I1&25+,&’(451.),-8/TU’&.8QT!K0&0,&C,9>6,30&P

*+*,-8’/-+-’’&7+$’/*

陈江野

860&@+’&3)0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46’&36’+A&*5+5150,-D+,260?+*59)，

86+&0*0%2’.0?),-42+0&20*
西藏自治区豆科植物根瘤菌资源调查及分类研究

A&70*5+3’5+,&’&.8(’**+-+2’5+,&,-/6+O,F+’A*,(’50.-9,?

/,,5",.1(0,-G031?0+&N+F05

王素英

:’&341)+&3

天津商学院

N+’&V+&<&+709*+5),-8,??0920

濒危中草药金线莲与菌根真菌共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451.+0*,&4)?F+,5+2C,(021(’9C026’&+*?,-N690’50&0.

#09F!/%,$(%$9+&2*.%:72.;9++’&.C)2,996+O’(I1&31*

郭顺星

K1,461&M+&3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A&*5+5150,-C0.+2+&’(B(’&5=070(,>P

?0&5，86+&0*0%2’.0?),-C0.+2’(42+P

0&20*
转甲状腺素蛋白基因在酵母中的表达及产物的功能研究

QM>90**+,&,-N9’&*56)905+&K0&0+&;0’*5’&.I1&25+,&’(

%&’()*+*,-A5*B9,.125*

宋大新

4,&3=’M+&

复旦大学

I1.’&<&+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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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种新的细菌乳酸氧化酶及其辅基研究

"#$%&’()*+,-).#+/0)12).#)#+340%)5+)(%6#57/’5#8+#9

0.:/’$;

许 平

<$70(=

山东大学

"8)(%’(=>(0?+/50#&

建立以@*A回旋酶-亚基为靶点的抗结核药物筛选模型

"#$%&)(%7/0B)/&A;;10.)#0’(’C#8+"./++(0(=D’%+1C’/

A(#0#$E+/.$1’505@/$=5,0#8@*A:&/)5+-"$E$(0#)5)

F)/=+#

肖春玲

<0)’G8$(10(=

中国医科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6(5#0#$#+’CD+%0.0()1-0’#+.8(’1’=&，

G80(+5+A.)%+B&’CD+%0.)1".0+(.+5

适于在酵母中表达的高活力!9淀粉酶基因的筛选

"./++(0(=)(%H4;/+550’(’CI0=8H(J&B)#0.!9)B&1)5+

:+(+0(K+)5#

周俊初

L8’$M$(.8$

华中农业大学

I$)J8’(=A=/0.$1#$/)1>(0?+/50#&

菇类或植物中抗衰老保健品的筛选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0+5’(#8+"./++(0(=’CA(#09)=0(=I+)1#87/’%$.#5

C/’BD$58/’’B5’/71)(#5，)(%F8+0/D+.8)(05B

刘 方

20$N)(=

南开大学

*)(O)0>(0?+/50#&

PG混合发酵产酸菌基因文库构建及产酸基因克隆与表达

G’(5#/$.#0’(’C:+(’B+20E/)/&0( !"#$%&’() )(%
G1’(0(=)(%H4;/+550(=’C:+(+5H(.’%0(=295’/E’5’(+

@+8&%/’=+()5+)(%295’/E’5+@+8&%/’=+()5+

陈祖华

G8+(L$8$)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8)(=8)0Q+5+)/.8G+(#+/’C-0’+(=09

(++/0(=，G80(+5+A.)%+B&’C".0+(.+5

水稻内生菌优势种成团泛菌的定殖及其"&B;1)5B)#)的作用

F8+G’1’(0J)#0’(’C)(H(%’;8&#0."&B;1)5B)#)9C’/B0(=
7)(#’+))==1’B+/)(5’(Q0.+71)(#

宋 未

"’(=R+0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

6(5#0#$#+C’/A;;10.)#0’(’CA#’B0.H(9

+/=&，G80(+5+A.)%+B&’CA=/0.$1#$/)1

".0+(.+5

稻瘟病菌无性重组的研究

3(A5+4$)1Q+.’BE0()#0’(0(D)=();’/#8+=/05+)

郑小波

L8+(=<0)’;’

南京农业大学

*)(S0(=A=/0.$1#$/)1>(0?+/50#&

华癸根瘤菌与水稻亲和性的分子生态学研究

"#$%&’( D’1+.$1)/H.’1’=&’C#8+ ACC0(0#&E+#,++(

*+)#,-./#0.12-1’31..)(%Q0.+

王 平

R)(=70(=

华中农业大学

I$)J8’(=A=/0.$1#$/)1>(0?+/50#&

芸苔属植物重要病原真菌硫代葡萄糖苷脱毒酶研究

F8+"#$%0+5’C:1$.’50(’1)#+59@+#’40C&0(= H(J&B+50(

-/)550.)78&#’;)#8’=+(0.N$(=0

伍晓明

R$<0)’B0(=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301G/’;56(5#0#$#+，G80(+5+A.)%+B&
’CA=/0.$1#$/)1".0+(.+5

检测根瘤菌在根际竞争结瘤能力的分子标记技术研究

"#$%&’(#8+D’1+.$1)/D)/O+/F+.8(0T$+C’/6%+(#0C0.)9

#0’(’CQ80J’E0)1G’B;+#0#0?+(+550(Q80J’5;8+/+

张小平

L8)(=<0)’;0(=

四川农业大学

"0.8$)(A=/0.$1#$/)1>(0?+/50#&

一种新的鸡源冠状病毒的结构蛋白及基因结构分析

A()1&505’C"#/$.#$/)17/’#+0()(%:+(+"#/$.#$/+’C)*+,

G80.O+(’5G’/’()?0/$5

周继勇

L8’$M0&’(=

浙江大学

L8+S0)(=>(0?+/50#&

中国棉铃虫病毒重复序列8/与复制关系的研究

G8)/).#+/0J)#0’(’C#8+8/3/0=0(5’C@*AQ+;10.)#0’(’C

I+10’#805)/B0=+/)*$.1+’;’1&8+%/’?0/$5

陈新文

G8+(<0(,+(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R$8)(6(5#0#$#+’CP0/’1’=&，G80(+5+

A.)%+B&’C".0+(.+5
麻疹病毒的细胞表面第二受体的研究

6%+(#0C0.)#0’()(%6(?+5#0=)#0’(’C#8+"+.’(%G+11$1)/"$/9

C).+Q+.+;#’/#’D+)51+5P0/$5

李凌云

2020(=&$(

武汉大学

R$8)(>(0?+/50#&

-NP-’/C9U蛋白激活自身及异源（-6P）启动子的机理研究

A()1&505’CF/)(5).#0?)#0’(D+.8)(05B5’C-NP)(%-6P

7/’B’#+/5E&-NP-’/C9U

耿运琪

:+(=K$(T0

南开大学

*)(O)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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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麦黄矮病毒与介体麦蚜相互识别的分子机理研究

"#$%&’$()"%&*(+,-.#/0*%1%&#2+,0,#+3%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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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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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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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B&,%+&%-
非整合CA9DE基因组特定序列突变与其致肿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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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0%2)(0%:B0(0%CA9DEI%+#.%(+:J+&#2%+%-,-

楚雍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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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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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麻疹病毒载体的研究

G#L%$"%(-$%-9,)’-9%&0#)

李德新

M,8%N,+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0,0’0%#/9,)#$#26，;*,+%-%<&(:%.6
#/A)%L%+0,L%"%:,&,+%

辛德毕斯病毒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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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栋

M,(+2I’#:#+2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0,0’0%#/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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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膜蛋白转运介体A<;B蛋白在C9发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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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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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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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胆囊炎发生的幽门螺杆菌逆行感染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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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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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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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表皮葡萄菌中纤维蛋白原结合基因致病作用的系

统研究

B6-0%.(0,&B0’:6#+0*%A(0*#2%+,&,06#/O,3),+#2%+H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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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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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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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内毒素损伤人内皮细胞作用机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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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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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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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杆菌与"细胞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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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关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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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

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0,0’0%#/",&)#3,#$R=,:%.,&-，",$,H

0()6"%:,&($<&(:%.6#/AM<
真菌代谢产物检测与系统性真菌感染早期诊断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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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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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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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基金（E项）O’+:/#)7#’+2B&,%+0,-0-（B,N,0%.-）

中国晶杯菌科真菌分类及其分子系统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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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知和

7’Q*,*%

湖北农学院

C’3%,<2),&’$0’)($;#$$%2%

紫杉烯合成酶基因重组载体的构建及其在真菌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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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N=)%--,#+,+0*%O’+2’-

杨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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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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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环境微生物木聚糖酶基因家族的系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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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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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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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EE期 闫章才等：如何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微生物应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



续表!
无抗性标记的广宿主稳定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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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之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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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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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萎蔫病毒:BEF蛋白生物学功能及胞间移动机制研究

G634*#/#7*)+/H($)&*#$%#0:BEF+$,"3//5&#5)3//<#I35

C3$&<3)6+$*%C#04’#+,43+$J*/&:*’(%

戚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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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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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水环境中军团菌与寄主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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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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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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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基金（R项）O37*#$+/H($,（1*9*&3C%）

贵州登革病毒自然疫源地调查及毒力相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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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丽

?(#QA

贵阳医学院

T(*U6#(<3,*)+/"#//373

蘑菇圈生态与蘑菇圈形成菌促进牧草生长机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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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伟

L+$J3*

内蒙古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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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热海超高温古核生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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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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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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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羊流产的新布尼亚科病毒分子特征及诊断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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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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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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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粉虱传双生病毒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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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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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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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云南鼠疫菌R=2质粒分子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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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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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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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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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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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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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D#01)*3$)3%

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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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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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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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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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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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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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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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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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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