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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若干问题
周 增 桓

第一军医大学科研处

�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概况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于 ��  ! 年
,

其 目

的在于加强我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并

逐步实行科学研究拨款基金制
。

其任务是根据国家

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
、

政策和规划
,

有效地运用科学

基金
,

指导
、

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

作
,

发现和培 养人才
,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

推动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自然科学 中的基础性研

究工作
,

受理全 国各部门
、

各地 区
、

各单位的科技工

作者提出的申请
。

并通过同行评议
,

择优支持有重要

科学意 义或重要应 用前景的研究
,

尤其是为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
针对我国自然资源和 自然

条件特点
,

以及开拓新兴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层次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分为下列三个层次
。

� 重大项 目
。

主要针对我国科学技术
、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

组织跨学

科
、

跨单位
、

跨部门的联合研究
,

是一种定 向研究课

题
。

具有相应研究能力和条件的研究集体或科技工

作者均可针对《重大项 目指南》定向申请
。

� 重点项 目
。

主要针对我国学科发展布局中的

关键科学问题和学科领域的新生长点
,

开展深入研

究
,

并给予高强度的支持
。

重点项 目也是定向研究课

题
,

从 �� � � 年开始
,

每年立项的重 点项 目均在当年

项 目指南 中予以公布
。

具备相应研究能力和条件的

研究集体或科技工作者均可按指南做定向申请
。

� 面上项 目
。

包括
�

� 自由申请项目
,

这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主体
,

占各类资助项 目经

费总额的 �� �以上
。

每年集中受理
、

评审一次
。

� 青

年科学基金
。

在选题和 申请程序上与 自由申请项 目

相同
,

但第一 申请人年龄必须在 �� 周岁以下
,

已取

得博士学位 �或具有 中级以上专业职称 �
,

能独立开

展研究工作
,

学术思想活跃
,

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青年

科学工作者
。

� 地区科学基金
,

这是为支持边远
、

少

数民族和科学基础薄弱地 区所属研究机构或高等院

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专门设立的基金
。

目前得到资

助的有 内蒙古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西藏
、

广西
、

海南
、

贵州
、

江西
、

云南 �� 个省
、

自治区和延边朝鲜族 自治

州
。

� 高技术新概念
、

新构思探索项目
。

依据我国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
,

从国家高技术研究的

总经 费中划 出 ��用于支持新概 念
、

新构思探索研

究项 目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请
、

组织评审和管理
。

申请者要依据专门发布的指南 �部

分含在项目指南中 �
,

进行定 向申请
。

此外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还设有国际 合作与交

流项 目以及数学天元基金
、

科委主任基金和科学部

主任基金等专项基金
。

为了适应深化改革
、

开放的形

势
,

还开拓 了
“

优秀中青年科学基金
” 、 “

留学人员短

期回国工作讲学基金
” 、 “

新 医药
、

新农药基础研究基

金
” 、 “

优秀出版物出版基金
”

和
“

国家重点实验室基

金
”

等专项基金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 目评审原则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主要分为同行通信评议和学

科评审组评审两级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评

审工作在继续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评审原则的同时
,

又提出了
“

控制规模
、

提

高强度
、

拉开档次
、

支持创新
”

的资助方针
。

创新是基

础性研究工作发展的动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具备新思想
、

新方法以及可能产生新成果的研究 申

请
,

并大 力扶持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建功立业的开

拓性工作
。

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长期
、

稳定地支持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完成项 目好
,

并取得重

要进展的持续性研究课题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

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
,

应用性研究不属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 的资助范 围
,

因此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

应选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

而不能选择

应用研究课题
。

为了加强对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概念的认识
,

现将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的基本概念分述如下
。

� 基础研 究
�
基础研究是研 究物质运动的基本

规律
,

目的是认识 自然规律
,

揭示 自然界 中客观事物

的本质
,

提出新理论
,

建立新学说
。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对基础研究的定义是
�

为了取得关于现象和可察

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所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

工作
,

它不以任何专门的具体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

� 应用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是为获得新的

原理 �机理
、

规律 �性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
。

它主

要是为达到某一具体实际应用 目的或目标
。

因此
,

应

用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发展基础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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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以便最终实现实际应用
�
或者是为 了从原理 �机

理
、

规律 �角度决定新的方法或途径
,

以便达到某种

具体的和预定的实用 目的
。

也可以说所谓应用基础

研究
,

就是将基本理论发展成为指导实际的原理性

知识
。

� 应 用研究
�
应用研究是为获得新 知识而进行

的独创性研究
。

它主要是为达到某一具体实际应用

目的或目标
。

应用研究是为发展基础研究成果
,

以便

实现实际应用
�
或者是为了决定新的方法或途径

,

以

便达到某种具体的和预定的实用 目标
。

也就是说
,

所

谓应用研究
,

就是将理论发展为实际运用的形式
。

它

的结果一般只影响科学技术的有限范围
,

并具有专

门或专业的性质
。

因此它们都是针对具体的领域问

题或情况
。

�
�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选题要点 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首先要选择好的课题或项 目
,

选题的

好坏直接影响中标率
,

因此课题的选 择对 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环节
,

一定要引起

高度重视
。

如何选择课题
,

可从下列几个方面考虑
�

� �� 选题要符合国家基金委资助的要求
,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只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而开

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属国家基金的资助范围
。

��� 所选课题的名称其文字要简单
、

醒 目
、

概括
,

能概括主要研究内容
,

课题名称要与研究 内容
、

技术

方法和主要研究指标相匹配
,

防止出现文不对题
。

��� 选题必须坚持先进性
、

效益性和条件许可性

原则
�

� 先进性 原则
�
基础 研究必须是高起点

、

有 创

新
,

属前沿学科或国际关注的有一定影响的课题
,

该

项研究主要是解决本研究领域的理论间题或是对规

律的探讨
�

� 效益性原则
�

研究结果要对本学科的发展有

重大的影响
,

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

� 条件许可性原则 �
选题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作

基础
,

具有完成该项研究的设备条件
,

其研究力量和

人员结构必须充分合理
。

�根据原有研究工作 �包括预试验 �的基础
,

结

合本人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所掌握的国内外

在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
,

认真构思和选择有创新

性的课题
。

� 所选课题必须是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性

课题
,

在科学上一定要有重要意义
,

不能涉及推广应

用
�

重点着眼于解决理论或机制及新认识方面的问

题
。

�选题层次要高
,

要坚持高起点
、

高水平和高技

术的三高原则
,

课题所涉及的研究面不能太宽
,

攻关

点要明确且有意义
,

要注重在学术上的创新
,

避免低

水平重复
。

� 选题一定要立足于本学科的前沿
,

要体现 出

课题的特色与水平
。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

要确实

体现出有应用背景
,

但在近 � 年内仍达不到 实际应

用的水平
。

所做的工作都是应用基础性研究工作
。

� 选题时学术思想要新颖
,

在试图发现 自然现

象和规律时
,

要有独特的学术思想
,

能提出新的学术

观点和新的理论
。

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对某一科学理

论有重要突破
。

� 选择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一定要着

眼于世界先进水平
,

要能在世界上有竞争力
。

通过研

究
,

在某些方面或某一点上 能填补国内空 白或引进

国外最新先进技术
。

�
�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注意事项

� �� 申请书的所有手续必须完备
,

首先是 申请者

和推荐者的资格应当符 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招标的

要求
。

青年基金一定要注意 申请人的资格
,

年龄必须

在 �� 周岁以内
,

博士生在读期间不予受理
。

如果即

将毕业可获得博士学位
,

可以申请
。

另外
,

如果无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

助研
、

主治医师 �一般也不予

受理
。

在申报时
,

所填写的年龄和其它条件应当实事

求是
。

��� 申请者和参加者保证有足够的科研时间以

满足开展本项研究工作的需要
,

不可随意填写
,

项 目

负责人的工作时间不超过 � 个月
,

一般最好在 �一 �

个月之间
,

项 目参加者以工作 � 个月为宜
,

最少不能

低于 � 个月的工作时间
。

如果课题的主负责人和参

加者已有一项在研项 目
,

两个项 目的工作时间累加

不得超过 �� 个月
。

课题参加者的年龄不宜过大
,

其

年龄要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

例如
,

有的申请

人参加两项申请加起来一年有 �� 个 月参加科研工

作的时间
,

还有的申请项目中的参加人员为 �� 岁的

教授
,

每年安排 �� 个月的工作时间
,

这些都不是实

事求是的合理安排
,

易被评议专家作为问题指出
。

� �� 按基金委的规定
,

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可同时

有两项基金资助的课题 �包括作为主要参加者 �
,

如

超过两项
,

超过的项 目将被筛除
。

� �� 申请金额要适当
,

一般面上项 目以 �� �� 万

元左右为宜
,

个别好的项 目可申请在 �� 万元以上
。

重点项 目的金额平均每项 �� 万 元
,

一般以不超过

�� � 万元为宜
。

� � �对高技术
、

新概念
、

新构思探索性课题 必须

与指南上规定的主题相吻合
,

才能受理
,

并不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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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认为是新概念
、

新构思就行
。

��� 重大项目
、

重点项目均应先提出建议案
。

只

有在列入重大或重点项目指南后
,

方可提出申请
。

对

于其他单位的专家所提出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

建议案
,

经评审立项后
,

其他单位人员也可申请
,

并

有机会获得资助
。

��� 要按照《项目指南》公布的学科分类和代码

认真选择和填写本项申请所属学科专业
,

使本项申

请的评议能在最对口 的专业组进行
。

��� 在填写申请书时
,

如完成期限为三年
,

其最

后一年应填写到 �� 月底以前结题
。

例如
�

本课题的

起止时�司为 � � � � 年 � 月一 �� � � 年 � � 月 � � 日
。

��� 单位意见
,

包括学术委员会意见一定要严格

把关
,

要选择前沿
、

优秀和有特色的课题或者是全新

的课题参加申报
,

要保证所申请的项目确实在该领

域有竞争力
,

特别是你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别人没有

做过
,

即使有人做也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

因为你在这

方面有优势
,

这样的课题很容易得到基金委的资助
。

���� 不要违反基金委的有关规定
。

如果你有在

研项目
,

每年应按要求及时上报合格的年度进展报

告
,

如不执行这一规定
,

将不给予受理
。

对完成的基

金项目
,

如果没有按时上缴符合要求的总结报告
,

在

� 年内也不给予受理
。

�� � �对于 申请项目负责人出国或其他原因离开

原单位的要及时有人接替其所承担的研究工作
,

并

向基金委报告
,

如拿到课题后负责人出国或调离原

单位
,

又无人接替
,

也不向基金委报告
,

基金委将撤

消该项 目
,

甚至对承担单位的其它课题或项 目也不

予受理
。

����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要求
,

凡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
,

在发表论文时
,

要在文章下角注明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
,

或该项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 , �� 年 � � 月 � � 日收稿 �

胃肠粘膜提取物对消化性溃疡治疗的实验研究

从新生小牛胃肠粘膜制备出能保留分子量在 � �� � 以下肤类物质的组织抽提物及小鼠领下腺表皮生长因子 ��  ! �提取物
,

观察其对实验

性大鼠急性胃粘膜病变
,

慢性胃
、

十二指肠险疡和结肠炎的保护作用
�

选用雄性 � 油
� �
大鼠及昆明小鼠

�

制作动物模型
�

急性胃粘膜病变组用阿斯匹林按 �� � � � � � � 体重灌服
,
慢性胃溃疡组用 �� �醋酸 。

�

�� �

经 胃窦部前壁注射于 胃粘膜下
�
慢性十二指肠溃疡组给予大鼠皮下注射盐酸

一

�
一

半胧氨酸 �� � � � � ��� 体重
�
慢性结肠炎组用 � ��� �� 大鼠的结

肠粘膜制成匀浆
,

加 �� � � � 完全佐剂
,

配成 � � �免疫乳剂作皮内免疫注射
�

取 � � 只大鼠
,

分笼饲养
,

分别给大鼠背部皮肤和足肉垫内注射免

疫佐剂各 。
�

�� �
,

�� 天后用同样方法再注射 � 次
。

各组大鼠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给予粗提物 � � �
,

经 口灌服
�

对照组灌服生理盐

水
。

结果表明
,

急
、

慢性 胃肠粘膜损害的模型动物
,

均可在胃肠粘膜形成程度不等的糜烂或溃疡病变
,

加入粗提物灌服的动物溃疡指数较之对

照组 明显减轻
,

在组织学上
,

粘膜上皮脱落及炎细胞浸润也明显较轻
�

超微结构上进一步证实经组织变性坏 死等变化较轻
,

糜烂上 皮面容易出

现粘液纤维渗出
,

上皮细胞内粘液颖粒物增多
。

采用 � �
一
�� � 作胃粘膜粘液染色观察

,

发生于胃粘膜的急性糜烂性炎症可引起粘膜表面酸性粘液量的明显减少
,

在染色切片上
,

呈现为表

面上皮的脱落和蓝色着染物质的减少
�

治疗组则出现酸性粘液物质的反应性增多
,

充填于腺上皮糜烂处
,

复盖于粘膜表面形成一连续的界层
。

应用刀豆凝集素 � � � � � �作胃粘膜 �
� � � 受体标记

,

观察急
、

慢性胃溃疡性病变胃粘膜粘液碳水化合物变化
。

在急性胃溃疡病变
,

粘膜炎症

反应
,

对胃粘膜碳水化合物量的影响不大
,

但是在慢性胃演疡病变
,

粘膜非特异性炎症可使胃粘膜内碳水化合物合成减少
,

表现为细胞膜和胞

浆内棕黄色着染的阳性染色物质明显减弱
�

治疗组的实验动物胃粘膜碳水化合物的量则增加
�

采用银染核仁形成区的方法观察胃粘膜在炎症

刺激下
� � �  基因活性的变化

,

治疗组 � � � � � 计数量增加
,

与对照组相比
,

有显著差异
。

血液和组织中脂质过氧化物质丙二醛�� � �  含量和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  
一

��� 浓度
,

在实验与对 照组之间
,

虽有差异
,

但无统计学意

义
。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胃肠粘膜组织中 � � � 和胃泌素含量
,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统计学差异不显著
�

实验结果证实消化道粘膜的完整性取决于侵袭因素和防御因素的平衡
。

粗提物对胃肠粘膜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

这种细胞保护作用可能与

胃肠 粘膜内多种低分子量的生物活性肤有关
,

后者涉及增加粘液分泌和粘膜内碳水化合物的合成
、

促进细胞营养
、

加速上皮细胞新生和更新
、

减少自由基的产生等多种粘膜保护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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