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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F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实行了新的“申请代码”，使其能够体现科学基金不断适应变化

了的基础研究状况，同时也体现基金资助项目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的思想。本文对申请代码的修

订、.//F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申请与资助项目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希望能为科研人员在 .//# 年及今后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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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实行了新的“申请代码”，由原

来的四级代码修改为三级（个别为二级），体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资助不断适应基础研究发展的

需要，同时也体现基金资助项目更加侧重基础、更加

侧重前沿的战略定位。本文将从新、旧“申请代码”

的更换，以及在此引导下 .//F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项

目申请与资助情况进行分析。

@ 微生物学学科“申请代码”修订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项目“申请代码”

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助及管理工作的基础，

此次修改是自然科学基金委适应基础研究发展需

求、便于更好地对科学基金进行科学管理而进行的。

随着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变化，新兴学科及

领域、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使部分原有“申请代码”不

再适应当前项目的申请、资助与管理工作的需求。

.//" 年，微生物学学科启动了基金“申请代码”的系

统修订工作，经过近 " 年的调研，形成了目前实施的

新的代码。

@A@ 新代码的层次划分

与原代码相比，新代码的变化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A@A@ 对部分原有代码进行了更名：举例说明，如：

将“细菌分类”更改为“细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鼓励对原核生物进行系统分类或系统发育研究的需

求；“微生物方法学”更改为“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

与新方法”，便于申请人更好地理解该代码的本来意

图，等等。

@A@A! 新增或细化了一些代码：举例说明，如：新增

加了“病毒资源与分类”，使得二级学科“微生物资源



与分类学”所涵盖的微生物类群更完整；增加“病原

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并细化其下属的三级学科，使

得研究对象更加清淅，等等。

!"!"# 取消了一些代码：举例说明，如：取消了“应

用微生物学基础”及其下属的“工业微生物基础”和

“农业、土壤微生物基础”，体现了科学基金的项目资

助更加侧重基础和前沿的工作思路，等等。

!"!"$ 对一些领域进行了细化：举例说明，如：将原

本的“微生物生理生化”细化为“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和“微生物生物化学”；将“病原真菌”进一步细化为

“植物病原真菌学”、“动物病原真菌学”和“人类病原

真菌学”等，这些变化都更加有利于科研人员在申请

项目时选准代码。

!"% 新旧代码的比较

新的“申请代码”更加符合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

础研究的特点，更加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并且保持工

作的延续性。新代码既做到了包容微生物学学科的

重要研究领域，反映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增长点；

又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基金项

目的申请，便于选择同行评议专家，增强管理和评审

的可操作性。形成了统一的三级编码体系，表 ! 显

示了修订前后申请代码的变化情况。

表 ! 微生物学学科“申请代码”修订前后比较

原代码 现代码 备注

微 生 物 分 类

学

"#!#!#!#! 细菌分类

"#!#!#!#$ 放线菌分类

"#!#!#!#% 真菌分类

微生物资源与分类学 "#!#!

细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 更名

放线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 更名

真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 "#!#!#% 更名

病毒资源与分类 "#!#!#& 新增

"#!#!#$ 微生物生理生化 微生物生理与生物化学 "#!#$
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
微生物生物化学 "#!#$#$

原代码细分

"#!#!#% 微生物遗传育种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
微生物功能基因 "#!#%#!
微生物遗传育种 "#!#%#$

原代码细分

"#!#!#& 微生物方法学 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 更名

"#!#!#’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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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代 码 更 名、细

分

应用微生

物学基础

"#!#!#(#!
工业微生物基础

"#!#!#(#$
农业、土壤微生物基础

取消，分解到 "#!#$、"#!#% 和 "#!#’ 等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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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 "#!#(#! 和

"#!#(#$，"#!#(#%
对应原代码

"#!#!#)#% 部分

病毒学

"#!#!#*#! 动物病毒 转入现代码 "#!#)#$
"#!#!#*#$ 植物病毒 转入现代码 "#!#)#!
"#!#!#*#% 噬菌体 转入现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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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 原 代 码

"#!#!#)#&
细化拆分

医学与兽医

微生物学

"#!#!#)#! 病毒 转入现代码 "#!#)#%
"#!#!#)#$ 立克次氏体

（含衣原体）
转入现代码 "#!#+#$

"#!#!#)#% 病原细菌

（含支原体与螺旋体
部分转入现代码 "#!#+#!

"#!#!#)#& 病原真菌 转入现代码 "#!#(

病毒学 "#!#)

植物病毒学 "#!#)#!
动物病毒学 "#!#)#$
人类病毒学 "#!#)#%
噬菌体 "#!#)#&

重新分类调整

支原体、立克次体

与衣原体 "#!#+
支原体 "#!#+#!
立克次体、衣原体等 "#!#+#$

重新分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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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正式受理面上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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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资助面上项目

(&) 项（包括 ( 年期小额探索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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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总体情况见表 !。

表 ! !""# 年度受理与资助各类项目数量（括号内数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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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资助项目 合计 重点项目 杰青与海外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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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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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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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 年相比，!""# 年度申请项目数量年增加

了 %+#,。其中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数量增加

明显，达到 (&+’,和 (%+",。!""# 年度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资助总经费达到 )$%" 万元

（!""* 年为 ’!)’ 万元），资助项目数增加较多。!""#
年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资

助总项目数为 !"* 项（其中包括 (! 项“小额探索项

目”），比去年增加 (%+&,。面上、青年和地区基金

的平均资助强度也从 !""* 年的 &"+"# 万元、(*+"#
万元、(# 万 元 分 别 增 加 到 !""# 年 的 &(+%$ 万 元、

(%+%$ 万元、!’+#% 万元。其中面上项目的各分支学

科申请与资助情况见表 &。

表 % 分支学科的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申请代码
申请项目

数量（项）

获资助项

目数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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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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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原 真 菌

学

病毒学

支原体、立克

次体与衣

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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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植物病原真菌学 -"("*"( (( & !*+& ("& !+)
动物病原真菌学 -"("*"! ! " " " "+"
人类病原真菌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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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等 -"("%"! ) ! ’"+" $" (+)

%+!

$+&

(%+)

(+)

&$+)

合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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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项目申请

和资助情况分析

!%& 申请数量上与旧代码具有密切的延续性

除被取消的“应用微生物学基础”转入到“微生

物生理与生物化学”和“微生物遗传育种学”下属的

二级学科，以及“陆生环境微生物学”造成相应的申

请数量增加幅度较大之外，旧代码中其他分支学科

的申请都在相应的新代码中体现，并保持了与往年

类似的申请数量。

!%" 资助情况上各领域分支学科之间差异较大

!%"%& 微生物资源与分类领域：!""# 年微生物资源

与分类领域中“真菌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申请项

目数量占“微生物资源与分类”领域总申请数量的

$"%，并且该领域资助率较高（&$’$%）。这主要是

由 !""! 年以来，微生物学学科一直对“真菌经典分

类研究”进行适度倾斜。倾斜措施对科研人员的激

励作用十分明显，培养和稳定了一批年轻的基础研

究队伍，使得该分支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

微生物学学科从 !""( 年开始也对“原核微生物资源

分类”进行了适度倾斜，!""# 年的“细菌资源、分类

与系统发育”申请数量也有所增长。

!%"%" 微生物生理生化和遗传：“微生物生理生化

和遗传”领域是微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也是体现微生物学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期

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非常重视对“微生物生

理生化和遗传”研究课题的支持。同时，由于取消了

“应用微生物学基础”申请代码，使得许多项目也转

向“微生物生理生化和遗传”领域，从而使该领域项

目申请与资助数量进一步增加。从 !""# 年的统计

数据可以看出，该领域是各分支学科申请及资助项

目数量最多的，申请项目的资助率也较高。申请项

目总数达到 &") 项，占总申请数目的 )*’)%；获得资

助项目数为 $+ 项，也占总资助项目数的 )*’!%，整

个领域资助经费占本学科总资助经费的 ))’#%。

但不同分支学科资助率有所不同，“微生物生理与生

物化学”高于平均资助水平，“微生物遗传育种学”则

低于平均资助水平，而“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

方法”的资助率在所有分支学科中是最低的（除去三

个 "% 的外），申请 !& 项仅资助 + 项，资助率仅为

)’&%，这主要说明具有原始创新意义的新的研究方

法的探索难度很大。

!%"%! 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微生物学”领域是从原

有的“微生物资源与生态”、“农业、土壤微生物基础”

及部分“微生物生理生化”演化而来的。该领域除由

农业、土壤微生物基础转变来的“陆生环境微生物

学”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多（&$ 项）外，两个新增的

分支学科“水生环境微生物学”和“其他环境微生物

学”的申请数目均低于 +" 项。从资助率来看，“陆生

环境 微 生 物 学”的 竞 争 相 对 激 烈（ 资 助 率 仅 为

#’&%），比“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的资

助率略高；“水生环境微生物学”的资助率也不高，仅

+ 项获得资助；而“其他环境微生物学”的资助率高

于平均资助率。整体来说，目前环境微生物学领域

在微生物学学科所占的比重不大（*’!%），希望通过

新代码的引导，我国科学家能够积极关注该领域最

新的研究进展，借助“环境元基因组学”研究方法，研

究微生物“群落”及“个体”对不同环境中的物质能量

转化的作用与机理，开发微生物在环境修复方面的

重要作用并推动微生物学学科的发展。

!%"%’ 病原微生物：“病原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和农

业生产密切相关，微生物学学科将更加积极关注病

原微生物学基础研究。!""# 年度，该领域在微生物

学科资助经费占总资助经费的 &$’*%。与人类健

康密切相关的“人类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人

类病原真菌学”、“动物病毒学”和“人类病毒学”项目

申请总数达到 +,# 项，占该领域申请项目数的 #!%；

获得资助项目数为 &* 项，占本领域资助项目数的

()’*%。新增的代码申请项目数较少，但资助率均

超过平均资助率，希望通过代码的修改发挥科学基

金引领作用，让有关科学家积极关注这些领域。而

噬菌体、支原体、立克次体与衣原体等学科由于本身

属于“小品种”微生物类群，研究人员一直较少，希望

相关科研人员予以关注。

!%! 新代码的指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由于是 !""# 年是实施新代码的第一年，代码的

引导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出来。新增的代码如：病毒

资源与分类、水生环境微生物学、其他环境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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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原真菌学、动物病原真菌学等

申请数量均小于 +" 项，其中病毒资源与分类仅 +
项。这种现象体现了这些分支学科当前实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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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但也有相关科学家尚未注意到代码的变化所

致，相信将来会有所改变。

!"# 使用新的申请代码填写申请项目

各分支学科均有少数项目采用旧代码进行申

报。希望广大科研人员在今后申请项目时，认真填

写新的申请代码，如若按照旧的代码填报申请书，自

然科学基金委将按照申请书填写错误而不予受理其

申请。另外，由于申请人对新代码不熟悉，造成错

报、细化不够等现象，这些都对项目的分类、管理、评

审带来很大困难，增加了相应的工作量及评审难度，

希望在今后的申请工作中予以改进。近 !" 年来，我

国微生物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批优秀的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正在慢慢崛起，在诸如链霉菌遗传

与代谢途径、古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蓝细菌分

子生物学、沙门氏菌分子进化等许多领域已经具备

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发表在国际核心学术刊物如

!"#$%&， ’()&*$)"% ’+*%(,+()(-.， /($%0") (1
2"*#&%+()(-.，3!45，/26 等上的高水平研究论文不

断增加。可以预见，我国微生物学研究的又一个春

天正在到来。在此，让我们向奋战在微生物学研究

一线的广大科学家表示衷心祝贺和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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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责编：王晋芳）

!#$% 年创刊以来所有文章全文上网

&""’ 年 ! 月中旬，《微生物学报》自 !#$% 年创刊以来的文章全文上网啦！欢迎广大读者登陆本刊主页（())*：++,-./01234 564
174 70+17)1657/-70）浏览、查询、免费下载全文！

建立全文数据库的工作是从 &""8 年初开始的，经过多方人员的共同努力，历经半年多时间成功完成。由于《微生物学

报》历史久远，其间经历了期刊的变化，变化情况统计如下，以供读者查阅参考。

《微生物学报》刊、期统计表

&""’ 年 !& 月统计

时间 刊期 卷号 期号

!#$% 9 !#$: 半年刊 ! 9 ; ! 9 &
!#$8 9 !#$’ 季刊 $ 9 : ! 9 ;
!#$# 季刊 8 ! 9 &
!#$# 9 !#:& 停刊 % 年

!#:& 季刊 ’ % 9 ;
!#:% 9 !#:$ 季刊 # 9 !! ! 9 ;
!#:: 季刊 !& ! 9 &
!#:: 9 !#8& 停刊 : 年半

!#8% 9 !#’’ 季刊 !% 9 &’ ! 9 ;
!#’# 9 &""8 双月刊 &# 9 ;8 ! 9 :
&""’ 月刊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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