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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开展
。

评估不能流于形式
,

也不能误导科学家为了获

得一个好 的评估结果 注重 于论 文的发表而舍本逐

末
,

不再进行根本性 的创新和丧失探索未知世界 的

兴趣
。

在评估中应考虑经费
、

时间等成本
,

这些主要由

组织者
、

被评估者和评估专家来承担
。

频繁的评估

和材料的准备可能会给科学家 带来 一些额外的负

担
,

同时对各组织者来说也是一件工作量大
、

任务重

的差使
。

因此应考虑如何获得项目的充分信息而又

能保证评估工作的有效
。

评价结果应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
,

让主持人
、

主

持单位知道评估结果
。

至于是否让科学界或社会公

众知道
,

则有待讨论
。

项 目评估仅仅是工作性 的评

估
,

尚不能算作对项 目的结论性评估
,

同时基础研究

成果本身有其特性
。

我们认为评估结果不宜在太大

的范围内公开
,

这既是对评估不理想的科 学家的保

护和爱护
,

也对评估工作本身 留有进 一步解释 的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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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促进军队医院科技发展

徐迪雄 周 来新 汪 小平 陈 自强

(第三 军医大学西 南医院科研科
,

重庆 4 (众 ) 3 8)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对促进

我国基础研究在国际上 占有一席之地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

我 院于 19 88 年首次 申请并获得科学基

金资助
。

近年来
,

我们通过强化科研管理
,

科学基金

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绩
,

医学科技工作取得 了长足进

步和快速发展
。

1 医院获科学基金资助的基本情况

19 88 年 至今
,

我 院共 获科学基 金资助项 目 90

项
,

总经 费 1 4 36 万 元
,

占 医院科 学 研 究 经 费 的

65 %
。 “

九五
”

期 间
,

共获得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子课

题 1项
,

重点项 目和重点项 目分题各 1项
,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1 项
,

面上项 目 57 项
。

其主要特 点

是
:

( l) 获资助项 目数量明显增加
。

连续 5 年获科学

基金资助面上项 目均在 or 项 以上 ; 20 00 年取得 了

19 项资助的好成绩 ; ( 2) 承担高水平课题增多
。

烧

伤研究所在完成第一个重大项 目
“

烧伤早期损害发

病机理及创面愈合机理研究
”

后
,

19 98 年申报 的
’ `

血

管内皮细胞在烧伤早期脏器损 害发 病 中作用 的研

究
”

又获得了重点项 目资助 ; ( 3) 受资助的学科 覆盖

面分布较广
。

全院 40 个科室中
,

有 83 % 均获得过科

学基金资助
,

一些基础较薄弱的学科
,

如妇产
、

耳鼻

咽喉
、

神经内科
、

中医 和血液等学科均承担 了科学基

金课题 ; ( 4) 资助项 目课题负责人年轻化
。

课题负责

人中
,

45 岁以下 中青年科研人员占 92 %
。

2 加强基金项目管理的主要措施与体会

2
.

1 营造良好的科 技创新氛围是做 好科学基金工

作的前提

创新是科技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 泉
,

也是科学

基金的
“

生命
”

和
“

灵魂
” 。

按照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力
-

针的要求
,

我们始终把创新落实到科学基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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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
。

首先是强化创新意识
。

我们在不同的学术

场合
,

大力弘扬科技创新精神 ;在科学基金 申请动员

大会上
,

浓笔重墨宣传科技创新的意义
,

使申报人员

牢固树立
“

创新 只有第 一
,

没有第 二
”

的科 研意识
。

其次是鼓励开展创新性研究
。

医院设立科技创新基

金
,

每年投人 2 00 万元
,

重点支 持有创新 思路 的项

目
,

通过开展前期探索性研究
,

为申报科学基金打下

了良好 的基础
。

三是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
。

医

院积极创造条件
,

以聘请客座
、

兼职教授等方式
,

主

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院访 问
、

讲学 ; 鼓励科技人

员参加 国内外各类学术活动
,

使他们及 时了解学科

发展前沿与动态信息
,

掌握相关基础理论
、

新知识和

新技术
。

目前
,

我院科技于部 的创新意识明显加强
,

申报科学基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

2
.

2 注重申报项目质量是提高中标率的关键

科学基金 申报竞争 日趋激烈
,

提高 申报项 目质

量至关重要
。

在科学基金 申报过程 中
,

我们重点把

好以下两关
:

一是把好选题关
。

科学的选题 是成功 的一半
。

在科学基金 申请动员大会上
,

我们 主要介绍 自然科

学基金委的资助政策
、

动态和方向
,

并邀请学科评审

组成员和有关专家讲解重点资助领域和 申报技巧 ;

在确定选题时
,

要求申报人员认真复习相关文献
,

积

极查新
,

参照每年项 目指南
,

结合原有工作基础
,

在

学科前沿
、

交叉和空白领域选题 ; 对往年 因
“

创新性

或科学意义不强
”

等而落选 的项 目则要求重新选题

申报
。

二是把好论证评审关
。

集中专 家智慧
,

对拟 申

报项 目进行评审
,

可以避免低水平项 目上报
,

同时可

进一步提高项 目质量
。

首先是科室
、

医院初评
,

然后

由学校组织专家对项 目的创新性
、

科学性和可行性

等方面按照评审标准逐项评 审
,

申请人根据专家评

审意见认真反复修改
。

在申请书上报前
,

医院
、

学校

科研管理部门按照科学基金管理要求
,

对 申请书进

行严格的形式审查
。

经过 以上工作
,

克服了既往 申

报工作
“

广种薄收
” “

薄种欠 收
”

的现象
,

医院基金 申

报项 目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

中标率由 19 8 8 年

的 4% 提高到 20 00 年的 17
.

6 %
。

2
.

3 加强 中后期 管理是确保项 目高质里完成 的重

要保证

加强科学基金项 目的中后期管理
,

努力 提高完

成质量和效益
,

是各级科研管理部 门共 同努力 的 目

标
。

我们针对医院医疗
、

教学任务繁重
、

承担科学基

金项 目增加和管理难度增大等特点
,

主要采 取了以

下措施
:

( l) 改进科学基金管理方法
。

在经费管理方面
,

进一步规范了医院科研经费的使用
、

审批和报销制

度
,

确保专款专用
,

合理使用 ;在课题管理方面
,

出台

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和管理规定
。

对获科学基金资助

的重大
、

重点项 目
,

按资助金额 1 : 1 的比例 匹配研究

经费 ;对获资助 的项 目负 责人在提职晋级
、

立功受

奖
、

出国留学和住房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
,

并一次性

给予课题经费 4 % 的现金奖励
。

加强项 目的中期检

查和结题验收评估
,

将检查验收结果在全院通报
,

并

与项 目组成员劳务补贴和结题奖励直接挂钩
。

( 2) 积极改善研究条件
。

在充分保证研究时间

和提高实验室工作人员生活待遇 的基础上
,

医院每

年投人 5 00 万元
,

重点加强实验室建 设
。

主要支持

烧伤
、

肝胆
、

感染病和消化病等专科实验室
,

并新组

建了综合实验研究 中心
,

设立 了基 因诊断
、

组织工程

和肿瘤生物治疗等功能实验室
,

使之更好地满足科

研工作的需要
。

( 3 )注重协作攻关
。

在充分发挥课题 负责人主

观能动性的同时
,

我们积极引导
、

组织
、

开展科室 间

与院校间合作
,

做到优势互补和共同提高
。

烧伤重

大项 目在与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联合开展研究后
,

取

得圆满成功
。

目前
,

烧伤研究所
、

感染病科和眼科等

学科已与国内外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建立 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

我院在 1998 年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建立了细胞信号转导联合实验室
,

联合开

展了
“

内毒素对内皮细胞损害 的直接途径及分子机

理研究
” ,

课题进展顺利
。

通过以 上措施
,

医院科学

基金研究工作走上了科学化
、

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

科

学基金项 目进展优 良率达 98 %
,

计划结题项 目全部

按期高质量完成
。

3 科学基金对 医院科技工作的促进作用

通过加强对科学基金申报和中标后的全方位管

理
,

我院获得了科学基金持续稳定的资助
,

带动了其

他相关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

有力推动了医院科技

工作 的发展
。

3
.

1 在促进学科建设方面

( l) 原有优势学科取得 了新的发展
。

烧伤研究

所在国际著名烧伤医学专家黎鳌 院士的带领下
,

完

成了包括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在 内的一系列研究课

题
,

烧伤临床救治水平居国际领先水平
,

在国内外的

学术领先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 ;肝胆外科
、

感染

病科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
,

开展了
“

复杂疑难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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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疾病诊治
” 、 “

肝功能衰竭治疗
”

等前沿课题研究
,

2 0《X) 年均被批准为全军医学研究所 ;

( 2) 新的特色学科不 断涌现
。

如眼科
、

泌 尿外

科
、

消化内科等学科先后承担并开展 了科学基金研

究
,

已跻身于军内外先进水平行 列
,

2 0 00 年均获批

准为全军医学专科中心
;

( 3) 促进和带动 了临床救治水平的提高
。

近年

来
,

医 院相继开展了
“

肝脏移植
” 、 “

心
一

肾联合 移植
”

和
“

生物人工肝治疗肝衰竭
”

等 10 0 多项新业务
、

新

技术
,

其中有近 80 % 是在完成科学基金相关基础研

究后开展的
。

3
.

2 在加强人才培养方面

( 1 )一大批优 秀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

共培养

博士研究生 125 名
、

硕士研究生 209 名
,

医院科 技干

部队伍年龄
、

知识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

先后产生 了
“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4 名

,

军队
“

科 技银

星
”

和
“

科技新星
”

各 2 名
。 “

吴
一

杨医学奖
” 、 “

吴阶平

医学奖
”

和
“

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 ,

我院专

家均榜 上有名 ;

( 2) 稳定了医 院科技干部队伍
。 “

九五
”

期间
,

医

院共有 3 00 人次承担或参加 了科学基金研究任务
,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已成为医院业务技术骨干
。

学科

学术带头 人中
,

有 91 % 主持过科学 基金项 目的研

究 ;共有 36 名优秀中青年人才 出国深造
,

犯 名 学成

回国人 员中
,

感染病科王宇明教授
、

消化 内科房殿春

教授被聘为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

眼科阴正勤

教授回国后
,

先后获 得 2 项面上项 目资助
,

2《X旧 年

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3
.

3 在提高科技综合水平和竞争实力方面

( 1) 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

1996 年 以

来
,

我院先后获得 了省部级二等奖 以上科技成果奖

32 项
,

其 中与科学基金密切相 关的有 26 项
。

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 目
“

肝胆管结石及其并发症 的

外科治疗和实验研究
” ;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 目

“

早期肠道营养维护烧伤后肠道结构功能与降低 高

代谢的研究
”

和
“

血管内皮细胞在烧伤早期脏器损害

发病中作用的研究
”

都是在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完成

的
。

烧伤重大项 目于 19 97 年圆满 结题 并被 评为 当

年
“

全国医药卫生十大科技新闻
”

之一
。

有关科学基

金项 目研究同时还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项
,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 项
。

( 2 )发表论文数质量稳步提高
。

据统计
, “

九 五
”

以来
,

我院科学基金项 目共发表科技论文 220 篇
,

其

中国外生物医学期 刊论文 21 篇
。

根据中国科学 引

文数据库 19 97
、

199 8 连续两年 的统计结果
,

我 院科

学基金论文发表数均居全 国各 大医 疗机构排名 第

( 3 )有力促进和带动了相关高水平研究的开展
。

科学基金项 目
“

组合靶基 因芯 片
” 、 “

生物人工肝
” 、

“

转基因猪皮
”

研究均已取得 了实质性进展
,

近期 又

分别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在内的高层次课

题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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