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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受理和资助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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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今后微生物学学科资助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能够

为本学科科研人员今后的项目申请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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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微生物学学科在维持学科均衡发展的

基础上，继续对“微生物分类学”等方向的资助进

行适当倾斜，鼓励开展针对微生物学领域的新技

术与新方法研究，重视对青年人才的扶持和培养，

积极推进我国微生物学基础研究的发展[1]，本年度

学科的项目申请、受理与资助情况如下。 

1  2016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

与资助概况 

2016 年微生物学学科共收到来自 441 个依托 

单位的申请 1660项，经同行评议拟资助 161个依

托单位的项目 389 项，经费 19089 万元(自 2015

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请经费分为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此处经费统计为直

接经费，下同)。主要项目类型包括面上类项目(含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及地区基金)、重点项目、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海外及港澳学

者合作项目及创新研究群体等(表 1)。 

1.1  面上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概况 

本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共接收面上类项目申请

1532项，其中面上项目 722项，青年基金 6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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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受理与资助主要项目类型及资助情况 

受理情况 
面上 

项目 

青年 

基金 

地区 

基金 

杰出 

青年 

优秀 

青年 

重点 

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 

者合作 

重点国际 (地区 )

合作研究项目 

创新

群体

接收项目数 722 627 183 26 48 38 3 10 3 

受理项目数 721 623 180 26 47 35 3 10 3 

资助项目数 178 151 44 2 4 7 2 1 0 

资助总金额/万元 10780 3011 1705 700 520 1932 198 243 0 

 

地区基金 183项。经初审后受理 1524项，其中面

上项目 721 项，青年基金 623 项，地区基金 180

项。与 2015年度相比，2016年度微生物学面上项

目申请数量增加 6.49%，青年项目申请数量基本

持平，地区项目申请数量下降 11.17%，三类项目

总申请数量增幅为 1.86%[2]。本年度微生物学学科

共资助面上类项目 373项，直接经费总金额 15496

万元。其中，面上项目资助 178项(含 7项小额探

索类项目 )，直接经费计 10780 万元，资助率

24.65%；青年基金项目 151项，直接经费计 3011

万元，资助率 24.08%；地区基金项目 44 项，直

接经费计 1705万元，资助率 24.04%。 

1.2  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概况 

本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的重点项目申请继续采

取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接

收项目申请 38 项，其中自由申请 18 项，立项领

域内申请的 20项。《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指南》公布的立项领域为“微生物群体感应与

个体间的信息交流(C0102)”及“微生物特殊代谢途

径及其分子调控(C0102)”，经同行评议和学部评审

会，最终有 4个项目获得资助，分别是“蓝细菌碳

氮代谢协同的转录调控机制”、“DNA磷硫酰化修

饰的基因组分布及修饰蛋白复合物的结构与功

能”、“产溶剂梭菌中溶剂合成调控网络的解析与

重塑”和“海洋微生物多环大环内酰胺的特殊代谢

途径和生物合成机制”。在非领域申请的项目中，

“酿酒酵母 DNA 复制起始过程中解旋酶 Mcm2-7

的变构激活机理”、“人副流感病毒诱导的线粒体

自噬及其调控先天免疫和病毒复制的机制”和“灰

霉菌效应蛋白与植物互作机制研究”3 个项目获得

资助。共有 7 项重点项目获得资助，直接经费合

计 1932万元。 

1.3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申请与资

助概况 

本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共受理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 26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 47项，数量较 2015年度均有所增加[2]。微生物

学学科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 项，资助

率为 7.69%，略低于生命科学部 8.13%的平均资助

率，每项直接经费 350 万元，合计 700 万元；获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4 项，资助率为 8.51%，

与生命科学部平均资助率 8.81%基本相当，每项

直接经费 130 万元，合计 520 万元。为了促进微

生物学学科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希望符合条件

的年轻科学家积极申请这两类项目，学科也将努

力为申请者争取更多的机会。 

1.4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及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概况 

本年度共受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申请

3 项，最终有 2 项获资助，其中“海绵放线菌来源

酯肽类活性天然产物发现及其生物合成研究”获



李强等 | 微生物学报, 2017, 57(1) 3 

 

http://journals.im.ac.cn/actamicrocn 

得 2年期资助，“棘白菌素产生菌的化学与生物学

研究”获得连续资助，直接经费合计 198万元。本

年度接收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申请 10

项，其中“假糖类药物生物合成途径的全新构建及

多重适配性机制研究”项目获资助，直接经费计

243万元。 

1.5  面上类项目获资助前 10 名的项目依托单位

情况 

本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共有 85 个依托单位的

178 个项目获面上项目资助，90 个单位的 151 个

项目获青年基金资助，30个单位的 44个项目获地

区基金资助。面上类项目获资助项目数排名前 10

名的依托单位共申请项目 267 项，获资助 114 项  

(表 2)。其中项目申请数量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66 项)、其次是山东大学(34 项)、上

海交通大学(28 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7 项)及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27项)。在前 10名的项目依托单位中有 3个科研

院所，7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获 28 项资助，山东大学获 14 项资助，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青岛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分别获 13项资助，其余

单位获资助均未超过 10项。10个单位中的项目资

助率均超过学科 24.35%的平均资助率。 

2  微生物学学科面上类项目申请与

资助情况分析 

2.1  面上类项目各分支学科申请及资助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现有 27个分支学科代码，各学

科代码申请和资助情况差异较大(表 3)。其中，

C010201 申请 224 项、C010803 申请 156 项、

C010103 申请 139 项、C010301 申请 116 项、

C010501 申请 109 项，这 5 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

分居 27个分支学科的前五位，占到总项目申请数

量的 48.56%；C010601申请 12项、C010901申请

10项、C010902申请 10项、C010602申请 9项、

C010702 申请 9 项、C010104 申请 5 项，这 6 个

分支学科申请项目数量分居 27个分支学科的后 6

位，仅占总申请项目数量的 3.59%。 

 
表 2.  2016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类项目各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排序前 10 位) 

申请单位 
申请项 

目数 

资助项

目数 
资助率/%

面上 

申请 

面上 

资助 

青年 

申请 

青年 

资助 

地区 

申请 

地区 

资助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66 28 42.42 44 15 22 13 0 0 

山东大学 34 14 41.18 27 12 7 2 0 0 

上海交通大学 28 13 46.43 20 8 8 5 0 0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研究所 
26 13 50.00 7 4 19 9 0 0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7 13 48.15 18 7 9 6 0 0 

华中农业大学 22 7 31.82 15 3 7 4 0 0 

南开大学 13 7 53.85 11 6 2 1 0 0 

浙江大学 21 7 33.33 18 7 3 0 0 0 

福建农林大学 11 6 54.55 7 4 4 2 0 0 

武汉大学 19 6 31.58 16 5 3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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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类项目各分支学科申请与资助情况 

分支学科及其相应申请代码 
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 资助率/% 

面上 青年 地区 面上 青年 地区 面上 青年 地区 平均

C0101 微生物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C010101 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 31 29 13 7 13 3 22.58 44.83 23.08 31.51

C010102 放线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 13 10 6 3 5 2 23.08 50.00 33.33 34.48

C010103 真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 60 50 29 19 14 6 31.67 28.00 20.69 28.06

C010104 病毒资源、分类及变异 3 1 1 0 0 1 0 0 100.00 20.00

C0102 微生物生理与生物化学           

C010201 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117 92 15 29 16 2 24.79 17.39 13.33 20.98

C010202 微生物生物化学 48 35 8 12 9 3 25.00 25.71 37.50 26.37

C010203 微生物功能与结构 12 4 2 3 1 1 25.00 25.00 50.00 27.78

C0103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           

C010301微生物功能基因 66 40 10 16 7 3 24.24 17.50 30.00 22.41

C010302 微生物遗传育种 26 22 5 6 5 1 23.08 22.73 20.00 22.64

C010303 微生物合成生物学 22 12 0 5 4 0 22.73 33.33 0 26.47

C0104 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15 16 5 3 4 0 20.00 25.00 0 19.44

C0105 环境微生物学           

C010501 陆生环境微生物学 35 50 24 10 12 4 28.57 24.00 16.67 23.85

C010502 水生环境微生物学 19 30 4 4 7 1 21.05 23.33 25.00 22.64

C010503 人体环境微生物学 13 15 1 4 2 0 30.77 13.33 0 20.69

C010504 其他环境微生物学 21 24 8 5 5 2 23.81 20.83 25.00 22.64

C0106 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C010601 植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6 5 1 2 1 0 33.33 20.00 0 25.00

C010602 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5 2 2 1 1 0 20.00 50.00 0 22.22

C010603 人类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41 43 9 11 10 3 26.83 23.26 33.33 25.81

C0107 病原真菌学           

C010701 植物病原真菌学 15 7 8 3 1 2 20.00 14.29 25.00 20.00

C010702 动物病原真菌学 6 2 1 1 1 0 16.67 50.00 0 22.22

C010703 人类病原真菌学 11 10 3 2 3 1 18.18 30.00 33.33 25.00

C0108 病毒学           

C010801 植物病毒学 12 12 7 3 4 4 25.00 33.33 57.14 35.48

C010802 动物病毒学 32 26 6 9 5 1 28.13 19.23 16.67 23.44

C010803 人类病毒学 73 76 7 15 17 1 20.55 22.37 14.29 21.15

C010804 噬菌体 11 6 5 3 2 2 27.27 33.33 40.00 31.82

C0109 支原体、立克次氏体与衣原体           

C010901 支原体 5 4 1 1 0 0 20.00 0 0 10.00

C010902 立克次氏体、衣原体等 4 4 2 1 2 1 25.00 50.00 50.00 40.00

合计 722 627 183 178 151 44 24.65 24.08 24.04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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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年度学科继续对“微生物分类学”方向

进行政策倾斜，“C0101微生物资源、分类与系统

发育”的申请数量较 2015 年度有较大提高，面上

类项目申请数量总体增加 25 项。此外，“C0102

微生物生理与生物化学”申请数量增加 17 项，

“C0107 病原真菌学”申请数量略有增加，“C0103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C0104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

术与新方法”、“C0105 环境微生物学”申请数量略

有减少，“C0106 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C0108 病毒学”、“C0109 支原体、立克次氏体与

衣原体”申请数量与去年基本持平。由于新增“自

2016 年起，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累计已满 3 项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申

请人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规定，所以本年度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比去年减少 23 项[1]。

受“微生物分类学”研究领域倾斜资助政策影响，

C010101 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C010102

放线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C010103 真菌资

源、分类及系统发育资助率分别为 31.51%、

34.48%、28.06%，均高于学科平均资助率。此外，

学科还对鼓励研究的领域如噬菌体 (资助率

31.82%)、立克次氏体、衣原体(资助率 40.00%)等

也进行了倾斜资助。 

2.2  项目形式审查情况 

科研诚信和学术伦理建设是营造良好学术生

态的重要方面，微生物学科认真开展项目形式审

查工作，主动防范科研不端行为。据统计，2014

年度 30项面上类项目不予受理，2015年度数量为

12项，2016年度数量为 8项，不予受理项目数量

逐年减少[3]。总结申请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主要包

括：(1) 项目组成员签名不符(字前后不一致)或未

签字；(2) 非全职聘用境外人员作为申请人，未提

供聘任合同复印件；(3) 无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或不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 2名与其

研究领域相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

术人员推荐信；(4) 申请书不完整(缺少基本信息

页或无正文)；(5) 未按要求填写项目研究期限；

(6) 申请书纸质版缺少合作单位公章，或合作单位

名称与公章不一致。此外，部分重点项目、优青

项目因未提供 5 篇代表性论著的首页，或未按要

求填写“关于已取得重要创新性进展的情况说明”

及“附注说明”而导致不予受理。  

除规范申请书格式外，微生物学学科严格审

查各类学术不端行为。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统一要求，2016 年继续对申请项目进行相似度查

询，对于相似度高的项目，按照有关要求严肃处

理。另外，对建议上会项目的论文进行核查，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1) 非通讯作者写为通讯作者；

(2) 共同第一作者非第一位而写为第一位；(3) 论

文题目有出入；(4) 成果中所列论文只写自己的名

字，省略了其他作者；(5) 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

讯作者没有标注清楚。本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共有 8

项同行评议结果较好，但是存在较严重问题的项

目建议不予资助，希望引起申请者和依托单位管

理者的高度重视。 

2.3  面上类项目同行评议结果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在 2016年度首次选取 5位专家

进行同行评议，减少单一评审专家权重过高的问

题，进一步提高同行评议的公平公正性。2016 年

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同行评议结果为 5A 的

比率为 1.24%，青年基金项目同行评议结果为 5A

的比率为 1.61% (图 1)。与往年同行评议结果为 3A

的项目数占项目总数的比率相比(面上项目：2015

年 3A为 4.32%，2014年为 4.10%；青年项目：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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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青、地项目同行评

议建议资助结果统计情况 
 

年 3A 为 2.11%，2014 年为 3.70%)，均有明显降

低，有利于后续项目遴选及网络投票工作的开展。

其中，在申请项目数量多于 10项的分支学科中，

全同意比例超过 20%的分支学科有：C010501 陆

生环境微生物学-青年(22.45%)、C010502 水生环

境微生物学-面上(21.05%)、C010502 水生环境微

生物学-青年(23.33%)、C010701植物病原真菌学-

面上 (20.00%)、 C010801 植物病毒学 -面上

(50.00%)、C010801植物病毒学-青年(25.00%)。在

申报项目多于 10项的分支学科中，全同意比例低

于 5%的有：C010504 其他环境微生物学-面上

(4.76%)、 C010504 其他环境微生物学 -青年

(4.17%)、C010603人体病原细菌-青年(4.76%)。 

2.4  学科评审会前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是学科评审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科评审会的重要参考[4]，2016年生命科学

部微生物学学科继续在面上项目试行评审会前网

络投票。综合考虑学科发展及往年网络投票专家

的反馈意见，本年度的网络投票坚持在项目遴选、

专家遴选、评审分组、指标分配等方面的基本原

则外，增加了以下几点要求：(1) 对于创新性强但

有一定风险的项目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和支持；  

(2) 对于非本学科背景的申请者申请的交叉性较

强的项目，希望避免学科保护意识，鼓励其它学

科的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

研究生命科学问题，推动学科发展；(3) 对于微生

物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申请给予重视；(4) 对

经典分类项目给予适当的倾斜；(5) 同等条件下，

适当向小单位和边远地区的申请者倾斜；(6) 专家

根据了解的情况，判断海外、港澳等非全职在国内

工作的申请者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完成项目。 

3  2017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资助建议 

围绕“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并行”的战略

目标，按照“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

精准管理”的要求，瞄准微生物学基础前沿，促进

跨学科交叉融合，在水圈微生物驱动地球化学元

素循环等领域重点布局，以提振我国微生物学科

的基础研究。微生物学学科将在保障学科均衡稳

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 优先资助方向。本学科特别鼓励微生物学

家与数学、物理学、化学、信息学等领域的科学

家开展合作研究；鼓励开展微生物单细胞、微生

物共感染及混合感染、微生物表观遗传学、合成

生物学及化学生物学的研究；鼓励针对病原微生

物和海洋微生物的基础科学研究；鼓励针对我国

重大环境问题，开展微生物学前沿性基础研究工

作；鼓励利用微生物为模式材料对生命科学的基

础及前沿问题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2017 年

度重点项目拟支持微生物分类、适应与进化，微

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生命或生物过程的设计与

合成等方向。 

(2) 倾斜资助领域。2017年度本学科将继续对

“微生物分类学”研究领域进行倾斜资助，尤其是

在我国研究薄弱或空白的类群，如子囊菌中的间

座壳科、盘菌科、蕉孢壳科等以及担子菌中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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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科、杯伞族和疣孢革菌科等；或我国研究比较

薄弱的类群，如子囊菌(厚顶盘菌目、长喙壳目，

间座壳科、麦角菌科)等，以加强分类学青年人才

的培养，鼓励使用全基因组及大数据等现代技术

结合传统方法完善分类系统。 

(3) 促进学科交叉。为了促进微生物研究新技

术与新方法的发展，汇聚多领域学术思想、研究

方法和技术手段，突破传统学科壁垒，解决复杂

科学问题，强化微生物学与力学、信息和工程技

术等相关学科的融合，为生命科学发展带来变革

性的工具和技术。2017年起本学科将在 C0104 (微

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代码下，向具有学

科交叉背景(本科或研究生阶段为非生物学专业)

的青年研究人员倾斜支持 500万元研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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