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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项目概况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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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 $%%0 年度资助微生物学各分支学科面上项目的数量和经费情况进行了总结分

析，试图详细地展示我国微生物学各分支学科基础研究概况，指明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微

生物学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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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稳定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含部分应用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科学基金资助的根

本目的是提升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水平、培养和稳定我国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队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施 $% 多年

来，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 年来，在党和政

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科学基金数量逐年增加，已经从 #/&0 年

的 &%%% 万增加到 $%%0 年的 5! 亿元人民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运行，一直得到我国众多科学家的热心帮助。自 #/&0
年以来，科学基金累计使用经费 $$% 多亿元人民币，资助我

国科学家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科技人才，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

重要贡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国微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不但有力的推动了微生物学基础研

究的发展、稳定了一批高素质的基础研究队伍，而且培养了

大批服务于微生物学科技产业及管理部门的微生物学科技

人才。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以来，用于直接资助微生物学研

究的总经费已接近 5 亿元，其中用于面上项目（自由申请项

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的经费达 $F# 亿元。仅

$%%% ’ $%%0 年度，用于资助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的经费就

达到 #F6& 亿元。表 # 展示了 $%%% ’ $%%0 年度微生物学各分

支学科面上项目申请、获资助项目数量以及使用经费情况。

表 % !""" #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各分支学科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数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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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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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微生物遗传”项目，由于在遗传学学科受理和评审，此处未予统计。

! 微生物分类学

!"! 原核生物分类

细菌和放线菌分类研究项目的申请，* 年来只有 +- 项，

而获得资助的只有 ,$ 项，平均每年不足 - 项，即使考虑到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领域的相关原核生物资源与分类项目，

资助数量仍然偏少。细菌分类项目获资助者主要是中国农

业大学陈文新教授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东秀珠研究

员实验室；而放线菌分类研究获资助者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所刘志恒、黄英研究员实验室和云南大学姜成林、徐丽

华教授实验室。尽管上述实验室都取得了良好的研究结果，

在 /01 2 345167 89:; <=>?:@ 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但作为微生

物学基础研究的重要领域，只有几个实验室从事相关研究显

然是不够的，今后科学基金应在同行专家评议基础上，适当

扩大资助范围，保持原核生物分类研究的一定规模。

!"# 真菌分类

真菌分类研究总体上还是以经典分类研究为主，辅以保

守的分子序列证据。由于经典分类研究的萎缩，,$$, 年起，

生命科学部对植物、动物和真菌的经典分类研究予以了倾

斜，每年拿出不少于 %$$ 万经费用于资助“生物经典分类”研

究，取得了良好成效。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微生物

学学科资助真菌分类研究数量较大、申请项目资助率较高，

主要得益于这一倾斜措施。但从获资助项目主持人年龄情

况看，中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的比例仍不够高。今后几年，

科学基金对真菌经典分类的倾斜，将主要资助中青年分类学

骨干，以培养和稳定中青年真菌分类学家。

#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主要受理来源于不同地理和生态

环境（含微生态环境）中微生物（细菌和真菌）资源研究的项

目申请，这类申请多数是对微生物物种资源与分类的研究；

其余部分是微生物生理生态或生态功能的研究。近几年资

助真菌资源与分类研究较多，尤其是在地区基金中。“分子

生态”是近几年微生物生态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微生物分

子生态研究的进展，不但使人们对自然界中微生物的多样性

（未培养微生物：A0>B;1B?6C <=>?::?DE0=575）有了“豁然开朗”的

认识，而 且 推 动 了 元 基 因 组 学（ 又 称：宏 基 因 组 学 ）

（<61ED60:7=>5 或 <6DED60:7=>5，即：809=?:07601E; E0C #:77B0=14
F60:7=>5）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赵立

平教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东秀珠研究员等已经在元基

因组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建议我国科学家及时跟踪国

际同行的最新研究结果。

统计数据显示，以上两部分关于“微生物资源与分类、微

生物生态”的项目资助经费，占据微生物学学科总经费的

,$"，体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生物资源研究与新资源发

现的重视。

$ 微生物生理生化

对微生物生理生化的研究是微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之一，也是体现微生物学基础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长

期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非常重视对“微生物生理生

化”研究课题的支持。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对该类项目的

(*!闫章才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生物学学科 ,$$$ G ,$$% 年度资助面上项目概况及分析 ) H微生物学报（,$$*）’*（!）



支持是各分支学科获资助项目数量最多的，申请项目的资助

率也较高；而且，“工业微生物基础”领域里的资助项目，也有

近 !"#是关于生理学研究课题；微生物学学科实际资助微生

物生理学研究项目应该在 $"#左右。我国科学家在本领域

的基础研究水平近几年有很大提高，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总体上说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和国际科技先进水平差距较

大，这也是我国微生物学研究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所

在。在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缺乏微生

物生理学、微生物遗传学、微生物生物信息学及其他相关学

科的研究基础，要实现基因组学研究的伟大设想是不可能

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科学基金将进一步鼓励我国科学家

开展创新性的微生物生理生化研究，对微生物生理与代谢的

基础研究将是微生物学学科资助的重中之重。

! 微生物遗传育种

本分支学科既资助微生物遗传育种等应用基础研究，又

部分资助微生物遗传学基础研究；同时，部分微生物遗传学

研究课题还在生命科学部遗传学学科获得资助。和国际上

其他国家微生物遗传（育种）学研究状况类似，我国科学家在

细菌和放线菌遗传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基础较好，有一批优秀

的科学家致力于原核生物遗传学研究，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海

交通大学邓子新教授的研究团队。真菌遗传学研究起步晚，

研究积累较弱，研究队伍也偏少；受真核生物庞大基因组的

制约，研究进展也相对较慢；但近几年，几位学有所成的优秀

中青年学者的回国，如南开大学朱旭东博士、武汉大学高向

东博士、天津大学马平生博士及较早回国的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的陈江野博士等，使我国在酵母类真核生物的遗传（育

种）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的生机。与“微生物生理生化”研究相

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微生物遗传（育种）研究一直给予

重点支持，是单一分支学科获资助较高的，基金将会继续给

予本领域重点支持。

微生物生理生化和遗传（育种）学研究，是微生物学基础

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体现学科发展水平的关键领域所在。随

着分子微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大规模的微生物

基因组学研究的今天，生理生化与遗传学研究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科学问题和研究方法越来越趋于一致。目前，微生物

群体感应（%&’(&) *+,-.,/）和系统整合（引自洪德元院士的说

法）微生物学（*0-1+)- 2.3(’4.’5’/0）研究在国际上很受重视，

尤其是微生物群体感应研究，已经取得十分重要的进展，这

包括南京农业大学朱军教授实验室在根瘤菌群体感应研究

上的进展，建议我国科学家对上述研究予以积极重视。

" 微生物方法学

单细胞的微生物是生命科学研究无可替代的研究材料，

对生命现象和规律认识的许多重要进展，如酶和遗传物质的

发现等都得益于对微生物研究的深入。“微生物方法学”即

是试图鼓励我国科学家以微生物为材料，进行生命科学现象

和规律的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探索微生物学研究的新

方法，以获得具有原始性创新意义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近几

年，申请和获资助项目均比较少。

作为非生物分类学概念的微生物，它包含的生物类群既

有原核的细菌（包括蓝藻又称蓝细菌）和放线菌，又有介于真

核生物与原核生物之间的古菌，还有真核的酵母、丝状真菌、

单细胞藻类、原生动物等以及非细胞结构的病毒等生物。以

上五个方面，均是针对普通微生物的基础研究。从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五方面的项目获资助经费比例占微生物学学科资

助总量的 6789#，体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普通微生物基

础研究的重视。

# 应用微生物学基础

“应用微生物学基础”主要资助工业（含微生物药物）、农

业、土壤和环境微生物领域里的基础科学问题。近五年来，

关于环境微生物学和未培养微生物的申请课题增加迅猛，研

究水平也不断提高，有些研究已经深入到元基因组学研究内

容；工业和农业领域里的申请课题，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

局，基础研究有待深入；而土壤微生物学研究有萎缩的迹象。

$""" 年至今，该类申请项目获得资助经费约占微生物学学科

资助总经费的 $"#。今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会着力关注

土壤微生物学基础研究。

$ 病毒学

统计数据说明，病毒学研究课题获资助经费占学科资助

总经费的 $7#，而其中又以医学病毒和动物病毒为主。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植物病毒研究获资助数量并不大，但资助率

很高，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很好，研究水平也较高，在不大的研

究群体里，已经有广西大学陈保善教授、北京大学李毅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李大伟教授、浙江大学周雪平教授、浙江农业

科学院陈剑平教授等优秀中青年科学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先后发表了一些 :’&(,;5 ’< =.(’5’/0 文章。噬

菌体研究人员较少，尤其是专门从事噬菌体研究的研究室几

乎没有，所以获得资助也较少。微生物学学科鼓励开展病毒

结构与功能，病毒的复制与调控，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

用以及病毒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

% 医学与兽医微生物学

医学与兽医微生物学领域的申请项目应包括“医学与兽

医微生物学”和“动物病毒（除去昆虫病毒）”两部分，获资助

经费约占总经费的 7"#，是微生物学学科资助的又一重点领

域。医学微生物学研究是微生物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量之一；美国前 >" 位的大学医学院（或医学中心），几乎都设

置微生物学系，许多重要基础研究进展都源于对医学微生物

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重视对医学微生物基础研

究的支持，但资助率不高，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医学微生物研

究领域里的基础研究积累不够，尽管科学基金试图多资助一

些项目，但申请课题难于获得专家认可。建议医学微生物领

域的专家更多地与从事普通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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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合作，进行深入、系统的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会员将会从国家安全和人民长远健康的战略高度，更加

积极地支持医学微生物基础研究，而对于那些濒于消失的小

品种微生物类群，如：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氏体、螺原体等

的研究，将给予适当倾斜资助。

最近十年来，我国微生物学基础研究进步很快，这主要

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具体表现为基础研究投入的

不断增加，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快速增长。另一个更加

重要的因素是，一大批有国外学习、工作背景和我国自己培

养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的迅速崛起，这批科学家在我国微生

物学基础研究队伍中发挥着无可争议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大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发表在体现微生物学基础研究水平的

核心刊物：!"# !$%&"’，( )*%+，,--# ./0 !$%&"’，1/+ ( 234+ .0"#
!$%&"’，()5，( 6$&"#，78,2 等上。科学基金除了资助高水平

基础研究和优秀人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资助基础

性研究以及维持少量暂时陷于困境的基础学科，服务于国家

未来基础研究的腾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更加坚

定地依靠科学家，服务科学家和国家的科学事业，用好有限

的经费资源，使科学基金在我国基础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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