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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 8 3 0 0 1 1)

[摘 要」 新疆基础研 究从具体区情 出发
,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

努力体现 自身特 色
,

收到 了较好

效果
。

文中就新疆基础研究工作的特点及所取得 的成效作 了较为全面 的总结
,

以期探求深化地方

基础研究工作的方法与途径
。

〔关键词 ] 新疆
,

基础研究
,

成果

新疆是一个具有独特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区

域
。

十多年来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其他基础研

究计划的大力支持下
,

新疆基础研究取得显著成效
。

对这一特殊区域进行的基础研究
,

既开拓 了我国的

基础研究领域
,

也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

依据
。

1 资源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
,

为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新疆是一个资源性省份
,

同时又 是一个生态环

境极为脆弱的地 区
。

它以深居 内陆的地理区位
、

干

旱的大陆性气候
、

山盆相间的地貌格局
、

广阔的内陆

流域
、

荒漠性的土壤植被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自然地

理单元
,

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代表性
。

这一区域
,

农业自然资源
、

能源
、

矿产资源
、

生物资源极为丰富
,

组合良好
,

是世界上 尚未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板块之

一
。

同时
,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多民族聚居区
,

新疆

亦拥有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
。

辽阔的区域
,

广阔的

空间
,

丰富的资源
,

使新疆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

新疆独特的地理 区位
、

自然环境状况和资源特

点决定了资源环境问题在新疆基础研究中的地位
。

多年来
,

围绕资源环境进行的基础性研究所取得的

新认识
、

新见解
、

新观点
,

对指导新疆 的资源开发和

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

在化石能源和 固体矿产方面
,

围绕石油天然气

的勘探开发和油气成藏规律开展了盆地形成演化
、

沉积特征以及成油条件等方面的研究
,

建立了盆地

演化特征和沉积模式以及我国塔里木古生代海相成

油理论
。

以此为指导
,

取得 了我国塔里木油气勘探

开发的重大突破 ;围绕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
,

开展了

地质环境
、

造山作用与成矿规律等方面的研究
,

据此

提出了中亚型造 山与成矿这一重大科学命题
,

由此

形成了有别于环太平洋型造山和喜马拉雅型造山的

另类造山类型
。

基于相关的科学研究
,

新疆已先后

发现和圈定了 41 条重要矿带及 200 余处找矿靶区
,

提交了与矿体相联 系的科研预测储量 (资源量 )
:

金

8 9 5 吨
、

铜镍 6 9 8 万吨
、

铅锌 1 0 8 0 万吨
、

钾盐 2
.

5 亿

吨
。

相关的研究工作昭示着新疆矿业的发展具有良

好前景
。

在生态环境科学领域
,

先后开展了干旱生态环

境的形成演变
、

绿洲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生态过

程
、

干旱 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

干旱区生态环境调控

等方面的研究
,

取得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成

果
,

形成了一些新的见解 和认识
。

在生态系统过程

研究方面
,

初步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和退化

机理 ;对西部干旱环境的研究初步阐明了其形成机

制 ;在区域环境整治和荒漠化防治方面
,

提出了重点

区域环境整治方案
,

建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荒漠化

防治模式
。

伴随着相关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入
,

西部

干旱区生态环境理论体系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起来
。

围绕新疆地区性
、

民族性
、

特高发疾病以及特殊

环境下的生物资源
,

开展了重大
、

特高发疾病环境因

素及其在分子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
,

开展 了民族性

特高发疾病的民族易感性的遗传学机制和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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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因变异的影响及其致病机制研究
,

进行了重大

疾病遗传资源的收集 ; 在特殊生物资源抗逆分子机

理及抗逆基因的研究
,

新疆道地药材功效成分的分

离和防病治病机理研究等方面
,

取得了一批重要科

研成果
,

并由此形成了 自己在某些研究方向上的科

研优势
。

如在包虫病研究方面新疆保持了国内领先

水平 ;通过对一些植物资源的研究开发
,

培育发展了

新的产业
,

譬如奥斯曼系列化妆 品已成 为享有盛誉

的名牌产品并实现了产业化
。

2 基础研究引领新获科技发展
,

为培育国家

重大科技项 目
、

增强全区科技能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

近年来
,

新疆先后承担了国家
“
9 73

”

计划
、 “

863
”

计划
、

科技攻关计划等多个重大项 目
,

参与国家层面

科技竞争的能力显著增强
,

这与基础研究的贡献密

不可分
。

基础研究对培育新疆科技发展优势
,

孕育

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起到了第一个
“

馒头
”

的作用
。

1 9 9 9 年
,

由新疆科技厅组织 申报 的
“

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项目
“

中国西部干旱生态环境演

变与调控研究
” ,

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三轮严格评审被

正式批准 立项
。

2 0 01 年
,

科技 厅再次组 织 申报 了
“

97 3
”

计划项 目
“

中国西部中亚型造山与成矿
” ,

又获

得国家批准立项
。

两个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相继 申报

成功
,

正是由于新疆在资源环境领域做 了大量基础

性研究的结果
。

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

使人们对

新疆资源环境 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

这就为在资源

环境领域提出新的重大科学命题提供了科学导 向 ;

同时
,

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的积累又为实施重大基

础研究项 目夯实了基础
。

棉花是新疆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

目前
,

新疆

已建成我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
,

棉花生产在新

疆经济发展和解决
“

三农
”

问题中占有了重要地 位
。

新疆的棉花生产能够出现今天这样 的局面
,

围绕棉

花所实施的一系列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也是功不可

磨
。

通过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

比较好地解决 了棉花

新品种的培育
、

营养机理
、

栽培模式
、

病害防治等事

关棉花高产稳产 的诸多科学问题
,

从而为新疆争取

国家棉花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
,

在新疆建立国家棉花

工程技术中心
,

形成新疆棉花产业基地奠定了坚实

基础
。

在畜牧业方面
,

20 多项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实

施
,

为新疆承担细毛羊培育
、

牛羊繁殖
、

草场建设等

多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创造了有利条件
,

这些

由新疆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也正是在多项 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

随着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在新疆的实施
,

全

区科技实力不断提高
,

科技支撑新疆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

实践表明
,

基础性研究对地 方

科技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
,

基础研究工作活跃
,

科技

事业发展就会充满活力
,

基础研究工作薄弱
,

科技事

业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和后劲
。

因此
,

高度重视基础

性研究
,

并从具体实践出发
,

积极开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基础研究工作
,

对促进区域科技
、

经济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

3 面向需求
,

基础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

支持

新疆基础研究服务于经济建设
,

着力解决经济

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科学 问题
,

取得 了一批具有重大

应用价值和可望获得重大效益的基础研究成果
,

既

发展了科学
,

又促进了经济建设
。

新疆是一个农业大区
,

农业生产在全 区国民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

基于农业发展对新疆的极端重

要性
,

农业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亦成为新疆基础研 究

的重点之一
。

围绕新疆农业
,

先后开展了种质资源
、

作物育种
、

病害防治
、

品种改 良等方面的基础性研

究
,

相关研究工作为新疆农业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

在种质资源研 究方面
,

新疆 科技人员与区外专

家合作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支持下
,

对新疆

野生油菜资源进行了本底调查
,

并从分类学
、

生态

学
、

遗传学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
,

发现并命名了芸苔

属新物种一新疆毛芥
,

由此填补了国内空白
,

得到国

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

开展新疆豆科植物根瘤菌资

源调查与分类研究
,

先后对新疆 76 个县
、

69 个农林

牧场
、

87 个兵团团场的豆科植物根瘤菌资源进行了

调查
,

采集豆科植物标本 2 23 个
,

包括 38 个属 12 3

个植物种
,

新发现结瘤豆科植物 55 个种
,

从采集到

的根瘤中分离出根瘤菌 16 3 株
,

全部菌种都纳入联

合国菌库 目录
,

填补了中国在 国际根瘤菌资源方 面

的空白
。

相关研究工作为开展生物固氮应用和固氮

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

在作物育种方面
,

新疆科研 人员积极开 展植物

遗传育种
、

植物营养与农业生态方面的基础科学研

究
,

培育出了一批农作物优 良新品种
,

为新疆农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如吴振录
,

张星魁等人培育的春

小麦新品种
“

新春 6 号
”

产量达到 1
,

1 2 5 x 10 4
吨 / h时

,

大面积超高产居国内领先水平
,

超高产潜力达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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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平
,

品种在新疆
、

蒙古
、

宁夏
、

甘肃等地大面积推

广
,

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
。

李维鼎
、

顾振芳等人选育

的玉 米 新 品种新玉 6 号
,

大 面 积 种植 产 量 可 达

6 0 0 0一 7 5 0 0 吨 / h衬
,

赖氨酸含量 0
.

3 5 %一 0
.

4 4 %
,

比普通玉米高 60 % 以上
。

该品种 以其优 良的品质

受到国内外农业部门的青睐
。

王兆木
、

贾作忱等人
,

选育出我国第一代高产
、

优质
、

早熟芥菜型低芥酸新

品种— 新油 5 号
,

产量 2 6 4 0 k g / li m Z ,

生育期 5 5

天
,

含油率 3 7 3 6%
,

芥酸含量 0 % 一 0
.

48 %
,

油酸含

量 46
.

85 %
,

亚油酸含量 36
.

87 %
。

该品种大面积种

植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
。

刘正等人培育出丰产
、

耐

病甜 菜 新 品 种— 新 甜 6 号
,

较 常 规 种 增 产

16
.

5 %
,

含糖率提高 0
.

65 度
,

在区内外大面积推广

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
。

吴明珠
、

廖新福等人先后培

育出系列甜西瓜新品种
,

在区内外推广产生了巨大

经济效益
。

在畜牧业方面
,

开展 了家畜
、

牧草改 良
、

病害防

治等基础性研究
,

先后实施了
“

山地草原春秋场放牧

演替研究
” 、 “

夭山南坡高山草地群落结构与生产力

研究
” 、 “

中国美利奴羊 (新疆型 )羔羊瘤 胃消化发育

规律的研究
” 、 “

绵羊 高繁殖 力分子遗传标记 的建

立
” 、 “

新疆细毛羊基因图谱建立与分析
” 、 “

全舍饲羔

羊肉品质性状形成的营养代谢与调控机理
” 、 “

家畜

蠕形蚤病的研究
” 、 “

布 氏杆菌病斑点酶联快速诊断

试剂盒的研究
” 、 “

异源性 G P P 调节动物代谢与生长

的分子生物学机理研究
” 、 “

绵羊多头坳病保护性抗

原基因的分离与鉴定
” 、 “

绵羊对氨基酸化学衍 生物

消化利用的研究
”

等多个基础性研究项 目
,

比较系统

地解决了事关畜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科学 间题
,

从

而为新疆畜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作为一个油气资源富集区
,

新疆 围绕油气资源

的开发亦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

特别是对提

高石油采收率的基础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

针对影响

石油采收率的关键 问题先后实施 了
“

油
一

微乳
一

盐水

三相体系中间相 的有序性研究
” 、 “

无机盐对破乳剂

在油水两相中分配和传质的影响研究
” 、 “

黑液驱油

体系及其单剂对非离子表活剂在油
一

水两相传递行

为的研究
” 、 “

化学驱油剂表面 活性剂的分子设计与

合成研究
” ,

等系列基础研究项目
,

这些项 目的实施

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

其相关研 究成果的应用对实现

我国化学驱油剂的国产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

4 基础研究促进了知识创新与高技术发展
,

为新疆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自治区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的
“

漏斗式全沙排沙技术
” ,

是在国家与地

方多项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下完成的
,

该技术

攻克了世界性的工程泥沙难题
,

受到了世界水利界

的关注
。

该成果 目前 已签约推广 52 项
,

其中犯 项

已投产运行
,

产生了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
。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天然彩棉织物生物整理对

色度的影响及纤维化学性能研究
” ,

针对新疆天然彩

色棉在纺织及后整理过程中
,

如何保持色牢度这一

关键问题开展基础性研究
,

从而揭示了彩棉固色机

理并优选出两种生物果胶酶
,

设计 出了最佳 生产工

艺
。

彩棉固色间题的解决对拉动彩棉种植
,

提高彩

棉制品的档次
,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
,

相关研究成果在企业应用
,

已累计加工生产酶整

理彩棉针织内衣 60 万套
,

实现销售收入 5 2 80 万元
,

利税 1006 万元
,

一个新兴的彩棉产业得以健康发展
。

“

维吾尔民间生发药作用机理的研究
” 、 “

维吾尔

民间生眉草— 乌斯玛的引种载培研究
”

等自然科

学基金项 目的实施
,

揭开了乌斯玛促进眉毛生长的

奥秘
,

实现了乌斯玛的规范化种植
。

在此基础上
,

研

制出了奥斯曼系列化妆品
,

产品荣获自治 区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注册国家商标

2 8 件
,

专利 4 项
。

日前奥斯曼系列化妆品已成为知

名品牌
,

并实现了产业化
。

在信息技术领域
,

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地 区多种

语言文字的特点
,

为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

化
,

先后实施了
“

新疆多文种信息处理 系统的综合研

究与开发
” 、 “

维吾尔自然语言理解基础研究
” 、 “

大型

维汉英电子词典技术研究
” 、 “

声
、

图
、

文一体化办公

自动化系统
” 、 “

多语种信息处理 iL im
x
系统与办公

套件研发
” 、 “

蒙文 T R U E T Y P E 字型字体技术的研

究
” 、 “

基于国产 iL
n u x 系统的综合资源应用系统关

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 、 “

短波数据传输系统
” 、 “

维汉声

图文一体化信息处理环境及应用系统
”

等一系列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研究开发出了功能齐全的多语种

信息处理 iL im
x
平台环境的桌面版本和服务器版本

以及应用软件
、

多 民族语言的数据库
、

多媒体
、

网络

应用软件和办公套件及开发工具
,

在全区建立了多

语种综合资源信息服务平台
。

围绕新疆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及所取得的诸多相关

研究成果
,

使 自治区政府面 向公众的办公 自动化成

为现实
,

使维文视频
、

通讯
、

教学产品等实现产业化

成为可能
。

5 基础研究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新疆科研人员通过对全区资源
、

环境
、

生态
、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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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方性疾病以及 自然灾害等问题进行大规模综合

性的科学考察
、

系统调查
、

研 究和预测
,

为 自治区国

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综合性基础资料和开发方案
,

为

自治区宏观决策提供 了科学依据
,

促进了社会进步
,

推动了经济协调发展
。

在国家支持下开展的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

通过

对新疆自然地理
、

地貌
、

气候
、

水文
、

水文地质
、

土壤
、

植物
、

动物
、

昆虫
、

农业
、

畜牧
、

经济地理等的大规模

考察
,

提出了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农业 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远景设想
”

和有关农业资源利

用重大问题的 10 个专题报告
,

陆续编写出版 了 《新

疆经济地理》
、

《新疆地貌》
、

《新疆气候及其和农业的

关系》
、

(新疆土壤地理》
、

(新疆地下水》
、

《新疆水文

地理 )
、

(新疆农业 》
、

(新疆畜牧业》
、

《新疆 鸟类和兽

类 》
、

《新疆植被及其经济利用》
、

《南疆盐渍土的发生

及其改良》等 10 余部专著
。

此次综合科学考察
,

对

新疆的开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2 0 世纪 90 年代开展的
“

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

科学考察
” ,

在气候
、

地貌
、

第四纪地质
、

生物
、

土壤
、

环境
、

考古等众 多学科领域取得大量新发 现
、

新认

识
、

新结论
,

为沙漠腹地油气勘探开发
、

沙漠公路建

设和周缘沙漠化防治提供了充分科学依据
。

围绕新

疆资源与环境
,

还相继开展了新疆荒地资源综合考

察
、

新疆天山托木尔峰科学考察
、

罗布泊综合科学考

察
、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
、

新疆资源开

发综合考察
,

这些基础性工作都对新疆 自然资源的

开发及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

在干旱区生态环境演变与荒漠化防治方 面
,

大

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揭示了干旱生态环境演变规律
,

指明了实现生态环境优化调控
、

逐步建立和谐 人地

关系的方向与途径 ; 随着对荒漠化问题认识的不断

深化
,

总结出了具 有国际水平的荒 漠化防治模式
。

对新疆水资源的基础性研究
,

探讨了水资源合理配

置的技术手段
、

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理论方法
、

生态需

水量
,

建立了相应的宏观经济
一

水资源预测模型以及

生态
一

水环境需求模型
,

对环境评价与保护准则 的研

究取得积极进展
,

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新疆是一个多种灾害发生的地区
。

围绕 自然灾

害开展的大量基础性研究
,

为其预防和治理提供了

科学依据
。

特别是在地震灾害方面
,

开展 了历史大

震的考察与地震地质的调查
,

并有重点地研究了新

疆的新构造运动
、

地震构造
、

活动断裂
、

古地震 以及

地震活动特征
、

地震影响场等
,

相关研究工作极大地

促进了在地震领域新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

进而提高了新疆在国家地震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
。

上世纪 80 年代
,

新疆某地区人民群众遭受一种
“

怪病
”

困扰
,

患者长期在国内四处求医不得真相而

纷纷弃田迁移
。

面对这一状况
,

新疆 医务科技工作

者对此展开了系统的病源调查
,

进行 了系列基础性

研究
,

最终发现了我国大陆上第一起地方性砷中毒
,

由此开辟了地方性氟
、

砷及氟砷联 合中毒三种地方

病共存病区的研究新领域
。

在氟
、

砷及氟砷联合中

毒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基础研究工作
,

平抑了人

们弃田迁移的社会风潮
,

稳定 了病 区 20 万 人的民

心
,

对实现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6 基础研究日趋活跃
,

推动了以重点实验室

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平台建设

伴随着新疆基础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

研究

内容的 日趋深化 以及基础研 究成果科学价值的体

现
,

新疆以重点实验室为核心 的基础研究平台建设

不断加强
,

基础研究的基地建设与研究工作的不断

深入推动新疆基础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

目前
,

新疆已建成 n 个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

一

个体现新疆基础研究优势
,

适合 自治区区情 的基础

研究基地建设体系 已基本形成
。

这 n 个 自治区重

点实验室是
:

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实验室
、

新疆包

虫病基础医学实验室
、

新疆特殊环境微生物实验室
、

新疆植物资源化学实验室
、

新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

统应用实验室
、

新疆绿洲生态实验室
、

新疆维吾尔药

实验室
、

新疆地方病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

新疆草地资

源与生态实验室
、

新疆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和

新疆农作物细胞工程实验室
。

为加强重点实验室建

设
,

自治区还设立 了每年 500 万元的专项资金
。

现

在
,

n 个重点实验 室已成 为自治区进行基础研究
,

实现知识创新的基地
、

人才培养的摇篮
、

对外进行学

术交流的窗口和 自治区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志
。

7 基础研究培养了高层次
、

高素质科研人

才
,

促进了优势学科和优秀科研团队的形成

与发展

基础性研究在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新疆一些科研骨干人才特别是

2 0 世纪 80 年成长起来的优秀科研人才
,

多数都是

通过承担基础性研究项目成长起来的
,

基础性研究

项 目成为引导他们进人科研领域的第一个阶梯
。

新

疆大学潘晓玲教授
,

最早参与的科研项 目是在其攻

读博士期间由导师主持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其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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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迪尔等
:

新疆基础研究成效显著9 2 1

自己开始主持地方和 国家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经

过多项基础研究项 目的培养与锻炼
,

1 9 9 9 年她主持

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 目
,

成为项 目首席科学

家
。

基础研究在培养人才的同时
,

也促进 了优势学

科和优秀团队的形成与发展
。

现在新疆一些优势学

科如图论及其应用
、

粒子物理共形场论
、

干旱区生态

环境
、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

博士学位授予点如土地资

源与 3 5 应用
、

水利水 电工程
、

自然地理学
、

生态学博

士点
,

科研团队如温浩包虫病研究团队
、

哈木拉体
·

吾甫尔与斯拉夫
·

艾 白维医维药研究团队
、

李南方高

血压研究团队等
,

就是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实践

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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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雅碧江水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签字仪式在京举行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
一

二滩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的雅碧江水电 仟发联合研 究基

金签字仪式于 2 0 0 5 年 7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
。

根据

双方商定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资 2 0 0 0 万

元
、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出资 3 0 0 0 万元
,

共

同设立雅碧江水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
。

设立雅碧江水 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旨在发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作用
,

引导社会资源

支持基础研究
,

促进大学
、

研究机构 与企业在基础研

究领域的合作
,

鼓励科学家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战

略需求开展探索和创新研究
,

增强我国水 电开发技

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

结合雅碧江水电开发实际
,

研

究水工结构工程
、

工程水力学
、

岩土工程
、

水资源与

水环境
、

流域水电开发与管理等领域的前沿问题
,

努

力解决我国西部水能开发利用目前面临的核心科学

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

为我国水能开发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

培养科技人才
。

雅碧江水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计划用 6 年左右

的时间
,

对以下五大领域中存在的核心科学问题和

关键技术的研究有所突破
,

促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成

果在雅碧江水能开发利用 中的应用
。

这五大领域

是
:

高坝安全
,

高坝枢纽水力学和河道水环境
,

高压

力大流量岩溶裂隙水环境下深埋长引水隧洞安全及

其预报
,

岩石高边坡安全及其预报
,

流域水能开发利

用管理
。

雅碧江水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拟资助五大领域

中 17 个领域的研究
,

资助项 目类型为重点项 目和面

上项 目
。

第一次拟安排资助经费 3 5 0 0 万元左右
,

资

助上述五大领域中 14 个领域的研究项 目
。

规定 申

请的重点项 目的研究期限为 4 年
,

拟资助额 度为

2 0 0 万元左右 ;面上项 目的研究期限为 3 年
,

拟资助

额度为 30 万元左右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闻办公室
,

二滩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闻办公室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