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２０１３－０８－２９；修回：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檭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檭

殐

殐殐

殐

２０１３－０８－３０．

项目申请指南

化学科学部高分子学科动态与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注意事项

董建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要：概述学科前沿与研究进展实例等；简要介绍２０１３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对基金申请存在

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介绍了２０１４年项目指南。

　　关键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分子学科进展；２０１４申请指南

１　学科概况

１．１　论文与综述

我国高分子领域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总数已是大国，在许多高分子期刊上我国内地论文

所占比例均排前几名，例如近期在最具代表性的《大分子》、《聚合物化学》等发表论文所占比例列居世界

第２。在《化学综述》、《化学研究评论》、《英国皇家化学会综述》、《高分子进展》等期刊所发表的综述总量

有了明显增长。此外，我国学者近年来在国外出版专著多本。

１．２　国际奖励

由于在先进橡胶材料的设计、合成、工程和工业化领域做出了杰出成绩，张立群获得２０１１年美国化

学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Ｓｐａｒｋｓ－Ｔｈｏｍａｓ奖。该奖项设立于１９８６年，旨在奖励那些在橡胶科学与技术领

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每年全球提名１名。李永舫获得美国化学会２０１２高分子学术

报告奖，该奖项是通过对２０１２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召开的世 界 高 分 子 大 会（ＩＵＰＡＣ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上的邀请报告进行评选而产生的。获得该奖 项 的 共 有８人，仅 李 永 舫 研 究 员 来 自 中 国 大 陆。
李永舫的论文还荣登２０１３世界最热门成果前２名。

１．３　中美高层次交流

２０１２年夏在成都第２８届化学年会和２０１３年新奥尔良 ＡＣＳ化学大会上已举行两次中美高分子论

坛，拟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上海举行的全国高分子论文报告会上举行第３次中美高分子论坛。

１．４　应用研究进展

吴一弦研究组取得新进展，发现了在降低烷基铝情况下实现提高稀土催化剂活性的新方法，并与中

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合作，在百吨级中试装置上进行丁二烯连续溶液聚合的稳定运行，形成了成套创

新中试技术。
张学全经多年研究，获得高活性、高顺式定向性、低成本、分子量及其分布可控的稀土催化体系，与工

程技术专家合作，开拓出先进的聚合、凝聚和后处理工程技术，近日在山东神驰石化有限公司建成“三万

吨稀土异戊橡胶工业化生产装置”，并于２０１２年９月一次投料试车成功。所生产稀土异戊橡胶产品的质

量、能耗、物耗等关键指标超过俄罗斯同类产品水平，具有成套生产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单线产能最大、能
耗物耗最低、节能环保先进等特点。

唐勇等在超高分子量聚 乙 烯 合 成 方 法 与 技 术 领 域 取 得 进 步，实 现 了 无 长 支 链、相 对 分 子 质 量 高 达

４００万以上聚乙烯的合成，该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加工速度是已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３倍，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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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级产业化。
王献红等在二氧化碳与环氧烷交替共聚脂肪族聚碳酸酯和陈学思等在聚乳酸环境可降解高分子产

业化方面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规模都进一步扩大，张军等在纤维素基绿色加工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并正在走向产业化。
在高科技纤维领域产业技术提升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取得不少重要进展，如在聚酰亚胺纤维及其应用

方面取得突破，碳纤维研究与产业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１．５　基础研究进展

我国学者在序列精确控制聚合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李子臣通过优化反应条件，控制加成动力学，
将ＡＴＲＰ过程可控转化为ＡＴＲＡ 过程，实现在一定条件下可控加成一个烯类单体，改变条件继续加成

新的单体，从而能对聚合物的结构进行精密调控，获得结构为线型的聚酯，这是烯类单体在温和条件下合

成聚酯的一种新方法［１］。采 用 更 简 单 的 Ａ２ 和Ｂ２ 型 单 体，可 以 ＡＴＲＡ 的 方 式 得 到 系 列 新 型 结 构 的 聚

酯［２］。最近又利用Ｐａｓｓｅｒｉｎｉ反应制备序列结构可以调控的聚酯基酰胺多嵌段共聚物［３］和侧链官能团化

的聚酰胺［４］。

王利祥等［５］通过在聚芳醚侧链以共价键引入蓝光配合物ＦＩｒｐｉｃ获得蓝色磷光高分子。他们利用氟

原子作为活化基团提高高分子主链的聚合活性，使得该类聚合物合成温度降低４０多度，解决了聚芳醚合

成条件苛刻所导致的磷光染料的结构变化。利用这一优化的聚合条件，他们合成了具有不同染料含量的

蓝光高分子。结果显示，此类材料的电致发光光谱均表现出典型的来自于磷光染料ＦＩｒｐｉｃ的发射，外量

子效率达到９．０％。与基于聚（Ｎ－乙烯基咔唑）（ＰＶＫ）主体的传统蓝色磷光高分子相比，其效率提高了

３．５倍。他们进一步基于该主 体 构 造 了 全 磷 光 白 光 高 分 子［６］，通 过 将 蓝 光 配 合 物ＦＩｒｐｉｃ和 黄 光 配 合 物

（ｆｂｉ）２Ｉｒａｃａｃ同时接枝在氟代聚芳醚的侧链，并对配合物的掺杂含量进行精细调节，合成了一系列全磷光

白光高分子。此类材料的电致发光光谱均表现出典型的同时来自于蓝光以及黄光配合物的发射，且具备

较好的电压稳定性。

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领域，我们与国际始终同步，常常获得当时最好的结果之一［７］。在光电功能高

分子领域，我国学者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在此领域研究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并在各方面处于同步，其中聚合

物光伏电池聚合物———Ｃ６０本体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的发展非常迅速，其特点是可再生、轻质和低成本。曹

镛及其合作者设计或选择化学结构合适的给体聚合物与负极修饰聚合物之间形成良好的相互作用，已将

正装光伏器件的ＰＣＥ提高到８．３７％［８］，最近他们利用倒置结构将ＰＣＥ从８．３提高到９．２，为该类太阳能

电池ＰＣＥ达到１０％提供了可行之路［９］。

黄飞鹤近来利用柱［５］芳烃骨架合成了含有生物相容性基团———半乳糖的两亲性大环分子。通过范

德华力和氢键相互作用，这些两亲性分子可以在水中自组装形成囊泡，进一步形成结构规整的纳米管。
这些纳米管外壁上的半乳糖可以与大肠杆菌表面的受体形成多重相互作用，使得大肠杆菌的运动及生长

受到抑制。研究证明，简单的组装基元通过非共价键相互作用形成的超分子自组装体，可以作为用于捕

获溶液中活菌的独特化学工具，而且组装体的长度对大肠杆菌的聚集能力起着决定作用［１０］。

袁金颖曾利用含脒 基 团 的 嵌 段 共 聚 物 构 筑 了ＣＯ２ 响 应 性 的 大 分 子 囊 泡，其 在 水 溶 液 中 可 以 通 过

ＣＯ２ 气体刺激发生体积可控的增长，而在施加惰性气体排出ＣＯ２ 后，囊泡体积又可恢复，整个过程类似

于一个生物细胞的“呼吸”作用［１１］。基于上述工作，利用大分子囊泡在ＣＯ２ 气氛中的可逆呼吸行为，开发

了一类新型的仿生大分子纳米器件。在囊泡呼吸、囊泡尺寸扩大的同时，组成囊泡的膜表面孔洞自然扩

大，借助这个特点，可以通过人为调控ＣＯ２ 气体浓度的方法来控制囊泡的渗透性，用以选择性地区分不

同尺度的功能分子，作为一种纳米分离器使用。把某种酶装载于囊泡空腔时，又可以利用不同尺度的分

子底物，通过控制ＣＯ２ 气体的通入量和通入时间，实现囊泡对不同反应在时空范围内的定向控制，达到

区域化反应的功能［１２］。

胡爱国［１３］利用Ｂｅｒｇｍａｎ环化反应先使１，２－萘基炔取代乙烯形成双自由基，该双自由基在Ｃｕ（１１０）

晶格诱导形成规则的一维带状聚１，４－（２，３－邻二萘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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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蛋白质进行组装是一个重要方向，刘俊秋等［１４，１５］利用蛋白质上残基与金属离子配位分别调控获

得线状和环形组装体。周永丰等［１６］通过分别合成核为偶氮基或环糊精基的亲水或疏水超支化聚合物，
利用偶氮基和环糊精间主客体相互作用形成超支化嵌段共聚物，这种两亲性嵌段超支化聚合物可以在特

定溶剂中形成双层结构的囊泡，当以紫外光辐照时，因偶氮基顺式异构化破坏其与环糊精的主客体相互

作用，该组装体会解离，而以可见光照射后，因偶氮基异构化成反式结构回到能与环糊精形成主客体结

构，又恢复了囊泡组装结构。
在石墨烯研究方面，我国高分子学者崭露头角，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１．６　国际学术热点

按引用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１０期间排名前２０的材料化学研究前沿热点领域中，高分子相关占多个，如：
排名第二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排名第五的ＡＴＲＰ和点击聚合，排名第十的用于组织工程的静电纺纳米

纤维多孔支架，排名第十三的自组装超分子纳米结构凝胶材料，排名第一和第六的石墨烯研究也与高分

子密切相关［１７］。

２　２０１３年申请与资助情况

２．１　申请情况

由于新的限项规定的实施，２０１３年度项目申请总数，特别是面上项目申请总数降低。在化学科学部

中，高分子学科体量偏小，总申请数偏低，资助率较高，尚需各单位有志于高分子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广

泛踊跃申请。

２．２　资助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３年度化学科学部高分子科学学科资助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３ａ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项目类别 资助率／％ 资助项目数 平均资助强度／万

面上项目 ２７．７　 １３７　 ８０

青年基金 ２９．５　 １１０　 ２５

地区基金 ２２．７　 １７　 ５０

重点项目 ２１．２　 ７　 ３００

优秀青年基金 １４．０　 ７　 １００

杰出青年基金 １１．１　 ５　 ２００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５０．０　 ２　 ３００

３　２０１４年申请注意事项

３．１　申请代码调整

为便于申请、及时适应学科发展、完善评审工作，对于学科申请代码进行了部分调整，请大家给予关

注。准确填写申请领域代码有利于函评专家遴选等，应认真斟酌。例如，聚酰亚胺研究应选填“高性能聚

合物”。

３．２　限项规定

对于面上项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连续两年申请未能获得资助的，２０１４年需停止申请一年。国际合作项目

和重大仪器专项项目均已列入查重。对于２０１３年获得面上和重点等项目资助者，２０１４年不能连续资助

同类项目。

３．３　写作规范

还有一些申请书在年度计划填写方面存在问题，如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等 分 别 写 成“第 一 年、第 二

年、第三年”等，易引起猜想是拷贝从前申请书，试图一劳永逸，结果会影响通讯评审评价等级。有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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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年度计划中，把第一年中前６个月列为“继续调研文献、制定研究计划、订购实验材料和初步探索实

验”等，把撰写申请书时的工作后移大半年；把“最后半年计划列为总结实验结果，撰写发表文章和结题报

告”等，显得很外行。
有的申请者大段抄袭或复制其它申请书（他人或自己），最近每年都有通过计算机系统相似度对比查

出上述问题的。
有些申请书英文摘要写得很不通顺，使得函评专家质疑申请者水平和能力。
正在投稿的成果不要列入论文清单中。

４　２０１４年化学科学部高分子学科项目指南

高分子科学是研究高分子的形成、化学结构与链结构、聚集态结构、性能与功能、加工及应用的学科

门类，研究对象包括合成高分子、生物大分子和超分子聚合物等软物质体系。
在高分子化学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合成高分子的各种聚合方法学、分子量和产物结构等可控的聚合

反应及大分子的生物合成方法，研究高分子参与的化学过程；要注重非化石资源合成高分子、注重超分子

聚合物、超支化高分子等以及高分子立体化学；要深化新型聚合反应催化或引发体系的探索，发展温和、
高效和高选择性高分子反应方法。

在高分子物理领域，要进一步加深对软物质凝聚态基本规律的认识；要关注聚合物结晶、液晶和玻璃

化等转变过程，以及多层次聚集态结构及其动态演变路径；要重视对高分子表面与界面、纳微结构尺度效

应等问题；加强对高分子溶液和聚合物流变学的研究；要重视发展高分子的表征技术、高分子新理论、以

及多尺度关联的计算模拟方法。
在功能高分子领域，要进一步认识和发展高分子功能材料与功能体系，如具有电、光、磁特性的高分

子，与生物学、医学、药学相关的高分子，可用于吸附、分离、试剂、催化、传感、分子识别等方面的高分子；
要推动功能高分子作为先进软物质材料在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医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应用；要善于

从天然高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研究中寻找高分子科学发展的新切入点和生长点，在合成高分子与生物大分

子之间的交叉领域寻找发展空间；要重视环境刺激响应性高分子和仿生高分子。
在应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合成树脂等重要高分子品种的聚合方法与反应过程控

制方法；探索高分子加工新原理与新工艺。应善于从高分子工业与高分子实际应用中提取重要的基本科

学问题，要关注高性能聚合物、多相多组分高分子体系、化学纤维、高分子弹性体、阻燃高分子、天然高分

子和杂化高分子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
近年来本学科受理的申请项目中，聚合反应方法学、结构表征方法学等方向的偏少，地区专项基金申

请偏少，需引起重视。建议青年学者在申请项目时，要勇于突破原有研究方向，勇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
化学科学部高分子科学学科受理如下领域重点项目的申请：
（１）高分子合成化学；
（２）高分子结构与性能；
（３）光电功能高分子；
（４）生物医用高分子；
（５）高分子理论计算与模拟；
（６）聚合物凝聚态结构；
（７）响应高分子。
请务必在申请书附注说明一栏写出上述其中一个领域名称，否则会被初筛掉。上述领域名称来自学

科发展重点领域，本学科在重点立项时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书。

５　结束语

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在科学上尚有许多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在技术上需要结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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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拓。目前，紧紧抓住本学科经典基础问题的研究还需继续加强，而跟着热点跑、没有自己特点的研究

需逐渐减少。高分子学科呼唤更多的学者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即使是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从应

用项目中找出共性基本问题，有新颖性也是能够获得资助的。
青年学者应特别注意，应尽早开展有自己特点、有别于自己导师的工作，这样才能够取得学术地位和

提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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