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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介绍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微生物学学科各类项目受理与资助概况，并对面上项

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按照依托单位和研究领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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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的评审

与资助工作，进一步体现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更加

侧重基础、更加侧重人才”的指导思想。微生物学学

科在项目资助上重视对下列领域的支持：微生物物

种资源与基因资源、微生物生理与遗传现象的本质、

微生物群落与生态功能、微生物与生物及非生物环

境的相互作用、环境微生物学与病原微生物学等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并鼓励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对模

式微生物、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及病原微生物开展系

统的基础生物学研究。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尤其

是“组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对微生物学的发展起

着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基因组时代”微生

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年度，

微生物学学科继续对“真菌经典分类”和“原核微生

物分类”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予以适度倾斜。

@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共正式受理面上项目

FE! 项，青年基金 !-! 项，地区基金 ##- 项；重点项目

$"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含外籍）$% 项；海外

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项；重大国际（地区）合

作项目 F 项。分别资助面上项目 #%E 项，青年基金

1" 项，地区基金 $$ 项，# 年期“小额探索性项目”#$
项（均来自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F 项；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E 人；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人；重大国际（地区）合作项目 E 项（表 #）。



表 !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受理与资助主要项目类别及数量 （括号内数据为 "##% 年数据）

结果
项目类别 项目类别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小额项目 合计 重点项目 杰青 重大国际合作
总计

受理申请（项） !"#（$$%） #&#（"&#） ’’&（%#） ’(#)（’’’&） (%（"(） (*（(*） !（!） ’"&%（’’(#）

不予受理（项） (%（"(） ’%（#） !（!） **（#"） %（$） ’（"） &（&） $*（*(）

资助项目（项） ’*"（’("） $%（*"） ((（’%） ’(（’(） (*$（(&!） !（*） "（"） "（’） ($%（(’)）

资助率+ (’ ’! (& ! (’ (# ’( #" (’

与 (&&) 年相比，(&&% 年度申请项目数量增加了

’(,#+。其中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数量增加明

显，达到 "(,$+ 和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的资助总经费为 $!%& 万元（(&&) 年为 *$%&
万元），资助项目数增加较多（#% 项），达到 (*$ 项

（其中包括 ’( 项“’ 年期小额探索项目”）。

(&&%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平

均资助强度与 (&&) 年的 "’,%$ 万元、’%,%$ 万元、

(#,)% 万元基本持平，分别为 "’,(! 万元、(&,’ 万元、

(",!" 万元。

" "##$ 年度“面上项目”申请和资助

情况分析

"&! 正式受理与资助“面上项目”依托单位情况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正式受理的项目中，来

自高等院校的达 $’$ 项，占学科总申报数的 )#+；来

自研究院所只有 ’’) 项，占学科申报总量 ’$+。在

高校申请项目中，(’’ 重点院校申报总数为 ($’ 项，

占高校申报总量 #(+；普通院校为 "** 项，占高校申

报总量 *)+。但 (’’ 重点院校中 %)* 重点建设高校

申报总数就达 ’)’ 项，其他 (’’ 高校只有 )& 项，且

%)* 高校申报单位有 ’) 所，占近半的 %)* 院校参与

申报，而其他 (’’ 院校中只有 ’" 所参与申报。依托

单位为高等院校的获资助面上项目占据总资助项目

的 !&+。在这些高校中，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不管是

从项目申请量，还是获资助项目数量，均占据明显优

势。在科研院所中，中央研究院所占据主导地位，申

报项目总数是科研院所申报总量的 $&+，地方科研

院所、军队科研机构申报数占科研院所总量分别是

(#+和 ’$+（表 (）。

表 "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受理与资助项目按依托单位分布情况

项目依托单位
项目申请数量

（项）

获资助项目数量

（项）

获资助率

（+）

占资助总数的比例

（+）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 高校 ’)’ *" (% "(
其他 (’’ 高校 )& "( #& ’%
普通高校 "** "" % (&
中央研究院所 )% "# ") (’
地方研究院所 "* ’’ "’ !
军队研究院所 (" ( % ’

"&" 正式受理与资助“面上项目”所在学科领域

分析

表 " 显示的是微生物学各分支学科（或领域）

(&&% 年度受理与获资助面上项目情况。

根据微生物学各研究领域及目前申请代码的设

置，我们可以从“微生物资源与分类”、“微生物生理

生化与遗传育种”、“环境微生物学”和“病原微生物”

几个大的学科领域对本年度项目受理与资助情况进

行分析。

"&"&! 微生物资源与分类：“微生物资源与分类”研

究是微生物学学科最基础的研究内容之一，同时也

是我国科学家结合我国丰富的微生物物种资源能够

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自 (&&" 年以来，生命科学部

对“真菌经典分类”研究领域的中青年科学家实行倾

斜资助政策；微生物学学科又根据“细菌、放线菌资

源与分类”研究领域出现的萎缩现象，在近 " 年里对

“原核微生物资源与分类”研究给予了一定倾斜，使

得目前我国在“微生物资源与分类”领域的研究队伍

和研究水平均发生好的转变，维持了这一既经典又

发展迅速的基础学科的正常发展，为本学科其他领

域的研究提供必要支撑。在今后的几年里，这些倾

斜措施将会得到延续。本年度该领域由于申请数量

较 少，获 资 助 项 目 数 只 占 到 总 资 助 项 目 数 的

’#,$+，但整体资助率达到 (#,*+（学科总的资助率

为 (’,$+），是各领域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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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各分支学科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申请领域及代码
申 请 项 目

数量（项）

占 总 申 请

量比例（!）

获 资 助 项

目数量（项）
资助率（!）

占总资助量

比例（!）

微生物

资源与

分类学

细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

放线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

真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

病毒资源与分类 "#$#$#’

&(

$$

’)

&

$%*+

,

&

$&

$

$+*#

%,*&

%+*(

&&*& %’*- $’*-

微生物生理

与生物化学

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

微生物生物化学 "#$#%#%

$$%

)+
%%*&

%-

$+

%&*%

&$ .# %)*( %-*,

微生物遗传

育种学

微生物功能基因 "#$#&#$

微生物遗传育种 "#$#&#%

++

&&

$)*( $+

’

%#*$

$%*$

$+*%

$&*&

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 &$ ’*$ ) $-*$ $-*$ &*#

环境

微生物学

陆生环境微生物学 "#$#)#$

水生环境微生物学 "#$#)#%

其他环境微生物学 "#$#)#&

&+

%$

$&

(*’

-

)

%

$)*+

%&*+

$)*’

$+*$
,*(

病原细菌

与放线菌

生物学

植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

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

人类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

’

’

-(

$#*$

#

$

$,

#

%)*#

%’*- %&*’ $#*(

病原

真菌学

植物病原真菌学 "#$#,#$

动物病原真菌学 "#$#,#%

人类病原真菌学 "#$#,#&

$$

%

%)

)*#

&

#

%

%,*&

#

+*# $&*$ &*#

病毒学

植物病毒学 "#$#+#$

动物病毒学 "#$#+#%

人类病毒学 "#$#+#&

噬菌体 "#$#+#’

$)

&)

()

-

$(*+

’

-

%&

#

%*,

$,*$

%’*%

# %$*( %#*#

支原体、立克

次体与衣原体

支原体 "#$#(#$

立克次体、衣原体等 "#$#(#%

&

%
#*,

#
$

#

)#*# %#*# #*-

合计 ,-& $##*# $-) %$*- $##*#

"%"%" 微生物生理生化与遗传育种：“微生物生理

生化与遗传育种”研究是微生物学的核心研究内容

之一，也是反映微生物学研究水平的关键领域，同

时，又是微生物技术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基础支撑。

我国科学家在本领域的研究工作水平提高很快，涌

现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同时也

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博士、博士后。当前引领

微生物学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大多出自该领域。在

今年申请及获得资助的项目中，有相当比例的都是

关于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代谢组学、微生物系统生

物学（/0/123/ 4567680）、微生物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

与调控（9:6;:3 /2</5<8）研究的学科前沿和热点课

题；这些工作的开展，必将有力地带动我国微生物学

研究的快速发展。本领域今年获资助项目数量占学

科总资助数量的 ’#*#!，整体资助率为 %%*&!，高

于学科平均资助率。

"%"%! 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微生物学”申请代码的

设置，主要目的是鼓励开张微生物与环境生物和非

生物环境的关系研究、微生物的环境功能（或生态功

能）研究以及研究较少的水体和大气环境及其他特

殊环境的微生物学研究，目前已成为新的学科生长

点的元基因组学 （321=82<635>/）研究应居于其中。

从本年度的申请书看，在陆生环境微生物学领域，多

数申请课题集中在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和环境修

复机理研究，而微生物对自然环境中物质及能量转

化方面的研究很少。在水生环境微生物学领域，许

多申请项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水生环境微生物，如

矿山污水中微生物的研究等等，这类项目并非本领

域的资助范畴，该领域要资助的是自然、大型水体环

境的微生物学研究。本年度该领域的申请占全部申

请项目的 (*’!，而获得资助的项目数只占到总资

助数量的 ,*(!，资助率为 $+*$!，低于 %$*-!的平

均资助率。

"%"%& 病原微生物：“病原微生物”领域今年的申请

与资助结果与往年比发生良好转变，尤其是在人类

病原细菌和病毒领域，这两部分申请项目今年的资

&))$闫章才等：%##(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 . ?微生物学报（%##(）’(（$%）



助率都达到 !"#以上，高于平均资助率。这可能与

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的启动有关，带动了相关研

究的发展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但仍然有很明显的不

足，最主要的体现是医学背景和生物学背景科学家

的交叉合作研究不足，导致对病原微生物基本生物

学特性和遗传变异规律的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和系

统，致使对病原生物的特异性鉴定、疫苗研发、药物

筛选等都面临很大困难。同时，对病原微生物类群

研究的广度也不够，许多重要的病原微生物类群缺

乏研究，这会导致当新发传染病来袭时束手无策的

危险状况。当前，我国在病原微生物和感染性疾病

领域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病原生物学的深

入系统研究。!$$% 年 % 月 &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新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医学科学部的成立，

将会大大提高对病原微生物资助的力度，以适应学

科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

! 我国微生物学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

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作者本人在微

生物学学科工作的 &$ 多年里，始终坚持依靠专家，

使得微生物学学科的基金评审工作，在众多科学家

的真诚关心和无私爱护下，历年来都能够顺利进行，

这是我国微生物学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广大科学

家无私奉献和辛勤劳动的结晶。目前，我国微生物

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良好，已经步入快出成果和

人才的可喜阶段，整体研究队伍存在下列几个特点：

（&）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坚守在科研

第一线，为我国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级年轻人才，他们

是我国微生物学科技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这些科

学家包括年事已高的微生物学领域的院士们，他们

不但为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提供指导，而且还

亲自申请和评审科学基金，坚守在科研一线、培养我

国未来微生物学领域的高级人才。

（!）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活跃在科研

一线，积极冲击国际同类研究的前沿，是我国目前微

生物学研究的生力军。在微生物基因组与功能基因

组学、链霉菌次生代谢途径的解析及调控、古菌分子

生物学、蓝细菌生物化学与分子遗传、沙门氏菌的分

子进化、粘细菌生物学、有机大分子污染物的降解代

谢、病毒复制与调控等诸多领域，都达到或接近国际

同类研究工作先进水平；尤其是在链霉菌 ’() 中率

先发现并解析了硫修饰的机理，这一发现有可能在

国际上开辟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上述各领域的研

究 成 果 均 发 表 在 学 科 核 心 学 术 刊 物 !"#$%&#’(
!)%("*)"#"+,，-"&(.’# "/ 0’%1$()"#"+,，-"&(.’# "/ 2)("#"+,
及其他重要期刊上，有的发表在 3’1&($，4%)$.%$，

5364 等权威刊物上。

（*）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青年科学家已经走向科

研岗位，他们是我国微生物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希望

所在。近 &$ 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年

轻博士、博士后走向科研一线，参与到国家重要科研

项目中去，不断成长为我国微生物学研究的中坚力

量。在近年资助的基金项目主持人中，"+ 岁以下的

青年学者已经占到总数的 ,$#以上，有些已经开始

主持重点项目。

（"）良性竞争的科研环境已经形成，这是我国未

来微生物学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可否认，我国

科技领域里的浮躁现象还比较普遍地存在，一些非

学术因素影响科研资源分配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但

在微生物学领域里，这类现象较少出现。微生物学

家们潜心科研、求真求实的作风正在主导着该领域

的发展，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性竞争环境已

经形成。

可以预见，我国微生物学研究事业已经步入快

出成果、快出人才的大发展时期，我们有理由期待我

国微生物学研究更加辉煌的明天。作为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微生物学学科工作十多年的一名基

金管理人员，作者由衷地感谢我国微生物学及相关

领域的科学家对科学基金事业的关心、爱护和支持，

更感谢他们为我国微生物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的

重要贡献，同时，更喜看他们为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责编：王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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