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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受理和资助的概
况，简单分析了各分支学科和各项目类别申请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学科相关的鼓励政策，希望为今
后科研人员的项目申请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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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国家财政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拨

款仍然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受理的项目数量也依

然呈上升态势。为了使资助格局更加完善，资助模

式更加优化，自 2012 年度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增

设了两个项目类别，分别是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青

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另外，为了提高资助效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部分项目类别进行了政

策上的完善和补充，如地区联合项目中增加了

NSFC-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地区科学基金的资

助范围增加了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湖南湘西、湖

北恩施、四川甘孜、阿坝、凉山)。按照“更加侧重基

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指导思想，

2012 年学科在维持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对相关的方

向进行了适当倾斜，在资助过程中，尤其重视对年轻

人才的扶持和培养，希望通过研究队伍的建设，促进

我国微生物学科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发展。

1 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的受理和资助
概况

2012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共接收面上类项目

1648 项，其中面上项目 869 项、青年基金 632 项、

地区基金 147 项。今 年申请 数量 总 的增幅为

12. 10%。经初审后受理 1602 项，其中面上项目

849 项、青年基金 609 项、地区基金 144 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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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受理与资助主要项目类别及数量

结果

项目类别

面上
项目

青年
基金

地区
基金

杰出青年
重点
项目

海外及港
澳者合作
研究基金

优秀青
年科学
基金

青年-面
上连续
资助

重大国际
(地区)合作
研究基金

总计

接收项目数 869 632 147 13 35 5 36 21 10 1768

受理项目数 849 609 144 13 34 5 35 21 10 1720

资助情况

资助项目数 159 + 11 小额 142 35 2 5 1 4 4 3 366

资助总金额(万元) 13022 3264 1749

220
(含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
1 项 20 万)

1460 20 400 320 846 21301

资助强度(万元)
80. 86

(不含小额)
22. 99 49. 97 200 292 20 100 80 282

资助率(% ) 19. 56 22. 49 23. 81 15. 38 14. 29 20. 00 11. 11 19. 05 30. 00

另外，还受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3 项，重
点项目 34 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
请 5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1 项，科学
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1 项，科普项目 1 项，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35 项，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 21 项。

经过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和学科评审组专家会议
评审，再经基金委委务会的审议通过，2012 年度微
生物学科资助面上类项目共计 347 项，经费 18035
万元，包括:面上项目 159 项，经费 12857 万元;一年
期的小额探索项目 11 项，经费 165 万;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142 项，经费 3264 万元;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5 项，经费 1749 万元。另外，资助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 2 人，经费 220 万元;重点项目 5 项，经费 1460 万
元;“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的项目 1 项，
经费 20 万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4 人，经费 400 万
元;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 4 项，经费 320 万元;
“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3 项，经费 846 万
元。

此外，在非集中受理期，还有多项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和主任基金项目获得了资助，截止到 2012 年
11 月 12 日，微生物学学科共计资助各类项目 376
项，总资助金额为 22868 万元。

2012 年度，科学基金的总经费虽然有所增加，
但由于资助强度的进一步提高，导致面上类项目的
总体资助规模即资助项目数量变化不大，申请数量
的增加使该年度的资助率有所下降。面上项目的资
助率为 19. 56% (含小额探索项目)，在 2011 年
(20. 99% )下降的基础上又有所降低;青年科学基

金的资助率为 22. 49%，比 2011 年(24. 64% )有明
显下降;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 23. 81%，比 2011
年度(25. 55% )也有较大幅度下降。面上项目(不
含一年期小额资助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
学基金的平均资助强度分别为 80. 86 万元、22. 99
万元和 49. 97 万元，其中面上项目的资助强度比
2011 年增长了 34. 48% (2011 年度为 60. 13 万元)，
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强度都没有明
显变化(2011 年度分别为 22. 99 和 49. 37 万元)。

基金委非常重视对女性科学家的资助，从相关
政策上对女性科学家进行了倾斜。2012 年，微生物
学学科资助的 174 个面上项目(含 4 个青年-面上连
续资助项目) 中有 48 个项目主持人是女性，占
27. 59% ;142 个获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 71
个项目主持人为女性，占 50% ;35 项地区科学基金
中女性科学家负责的有 13 项，占 37. 14%。

2 微生物学学科面上类各分支学科的
申请和资助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覆盖范围广，各分支学科的特点
不同，各分支代码下的项目申请数差异比较大，从面
上类看，超过 100 项的分支学科有微生物生理与代
谢(305 项)、微生物功能基因(170 项)、人类病毒学
(164 项)、真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134 项)和微
生物生物化学(108 项)，而不足 10 项的分支学科有
病毒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4 项)、植物病原细菌与
放线菌生物学(9 项)和动物病原真菌学(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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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生理与生化是申请量最大的一个分支学
科，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环境响应、生物降解
和生物合成 3 个方面，这 3 个领域的申请达 204 项，
占全部申请的 2 /3。生理生化领域涉及方向广泛，
学科鼓励科学家针对微生物学生理生化方面的基本
科学问题开展更加多样化的的研究工作，以更加全
面系统地揭示生命科学中的基本规律。

学科一直鼓励发展用于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
术和方法，这也是微生物学能够有明显创新的基

础和保障。2012 年度，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
新方法这个分支学科，一共有 59 项申请，其中有
的是涉及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探索，有的是一些新
技术在微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该领域资助范围，但是也有少数申请是研究代
谢过程或机理的，建议在其它相关分支学科申请。
该领域最终资助了 9 项(见表 2)。希望相关申请
在有利于推动微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
技术本身的创新性。

表 2 2012 年度微生物学科面上类项目各分支学科申请与资助情况

分支学科及其相应的申请代码
申请
项数

获资助
项数

获资助
率(% )

获资助
金额(万元)

占资助
额比例(% )

微生物资源与
分类学

细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C010101 83 15 18. 07 651 3. 61

放线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C010102 26 9 34. 62 478 2. 65

真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C010103 134 33 24. 63 1973 10. 94
17. 33

病毒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C010104 4 1 25. 00 23 0. 13

微生物生理与
生物化学

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C010201 305 69 22. 62 3583 19. 87

微生物生物化学 C010202 108 22 20. 37 1167 6. 47
26. 34

微生物遗传育
种学

微生物功能基因 C010301 170 38 22. 35 1759 9. 75

微生物遗传育种 C010302 53 11 20. 75 568 3. 15
12. 90

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C0104 59 9 15. 25 578 3. 20 3. 20

环境微生物学

陆生环境微生物 C010501 94 18 19. 15 914 5. 07

水生环境微生物 C010502 64 12 18. 75 520 2. 88

其他环境微生物 C010503 63 13 20. 63 515 2. 86

10. 81

病原细菌与放
线菌生物学

植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C010601 9 1 11. 11 88 0. 49

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C010602 12 4 33. 33 237 1. 31

人类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C010603 79 12 15. 19 632 3. 50

5. 31

病原真菌学

植物病原真菌学 C010701 33 5 15. 15 224 1. 24

动物病原真菌学 C010702 6 1 16. 67 26 0. 14

人类病原真菌学 C010703 18 4 22. 22 239 1. 33

2. 71

病毒学

植物病毒学 C010801 23 7 30. 43 382 2. 12

动物病毒学 C010802 93 19 20. 43 1084 6. 01

人类病毒学 C010803 164 30 18. 29 1669 9. 25

噬菌体 C010804 15 6 40. 00 345 1. 91

19. 30

支原体、立克次
氏体与衣原体

支原体 C010901 18 4 22. 22 171 0. 95

立克次氏体、衣原体等 C010902 15 4 26. 67 209 1. 16
2. 11

合 计 1648 347 21. 06 18035 100

2012 年度，学科依然重视对微生物分类学的倾
斜资助，面上项目申请微生物分类研究(不含生物
多样性研究)的项目共 23 项，资助 9 项，资助率达到

39. 13% ;青年科学基金申请微生物分类研究(不含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项目共 17 项，资助 7 项，资助率
为 41. 18% ;地区科学基金中申请微生物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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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项目共 4 项，资助 1 项，
资助率 25%。在资助的分类学项目中，主要是真菌
分类，病毒、放线菌分类非常少。2013 年度学科将
加大对“微生物分类学”研究领域的倾斜，科学处拟
在平均资助率的基础上向该领域倾斜 500 万，其中
向青年科学基金倾斜 150 万，以鼓励该领域纯分类
学的研究。

在 2012 年度项目指南中，学科针对支原体、衣
原体、螺原体、噬菌体和朊病毒等相关研究申请量较
少的情况，特别鼓励科学家在上述领域进行申请，从
2012 年度申请数量看，情况有所好转，关于噬菌体
的申请由 2011 年的 10 项增加到了 15 项，最终资助
了 6 项，资助率达到了 40%，从研究内容看，主要是
噬菌体与宿主相互作用的机制，个别也涉及共进化;
支原体的申请由 9 项增加到了 18 项，最终资助了 4
项，资助率为 22. 22% ;立克次氏体、衣原体等从
2011 年的 8 项增加为 15 项，最终有 3 项衣原体、1
项埃立克体的申请获得了资助，资助率为 26. 67% ;
动物病原真菌学近些年一直存在申请数量少、选题
凝练不够等问题，在同行评议过程中很难达成共识，
2012 年度该领域有 6 项申请，1 项获得了资助，今后
继续鼓励科学家在相关领域进行申请。

3 重点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2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的重点项目申请采取
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合的方式。2012 年度项
目指南中公布的领域为“环境污染物降解的微生物
资源发掘及生物修复机制”，受理了 5 项申请，经过
同行评议和专家组会议答辩，有 2 个项目获得了资
助，这两个项目是“环境有害物尼古丁的假单胞菌
分解代谢机制”和“丛毛单胞菌等对芳环类污染物
的趋化、降解及其在生物修复中的作用”;自由申请
共受理 31 项，最终资助了 3 项，分别是“无性丝孢真
菌典型属、种有性进化生态遗传机制研究”、“联合
固氮施氏假单胞菌碳氮代谢基因网络调控的分子机
制”和“乙肝病毒感染与致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2013 年度，仍将采用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

合的方式。立项领域为“微生物资源及其功能分
析”，希望符合该领域的课题组积极申请。另外，也
鼓励在前期研究过程中有较好进展和突破的科学家
参与自由申请重点项目的竞争。

4 重大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2 年，经过指南发布、接受申请、同行评议、
专家组评审和委务会审批等程序，重大项目“深海
细菌适应极端环境的生理与遗传机制”于 11 月正
式通过了山东大学张玉忠教授为项目负责人的申
请，项目总经费为 1500 万。该项目的启动将极大推
动我国深海微生物领域的研究水平。

5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是 2012 年度新设立的一个
项目类别，当年受理 35 份申请，资助 4 项，资助率仅
为 11. 11%，从申请者前期取得的研究进展和发表
的论文看，这些申请者的研究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
思路活跃，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创新性强。该基金的
启动将进一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人才培
养体系。

近两年，生命科学部申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
数量不断减少，微生物学尤其突出，2012 年度无论
是申请数还是获资助数都为近 5 年最低。为了促进
微生物学科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希望符合条件的
科研人员尽可能参与到该人才计划的竞争中。

6 结束语

2012 年的资助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
基金委的定位完善学科资助格局和资助模式，重视
微生物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对青
年人才的培养，加大对薄弱学科的倾斜支持，促进微
生物学科均衡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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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一直是生命科学中领先的学科

微生物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如下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微生物作为最简单的生命体而成为生命科学研究不可替代的基本材料，由此也奠定了微生物学在生命科学

中的基础地位;

微生物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决定了它们具有代谢产物多样性，同时又与人类、动植物和环境有着密切的相

互作用，使得微生物学也成为应用领域里十分活跃的一门学科。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99 年度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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