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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
,

糖尿病在世界范围 内呈现高发趋势
,

引起广泛重视
,

各项研究投入不断加大
。

本

文对 目前国际上若干重要的糖尿病研究基金进行 了总结分析
,

通过分析它们的资助强度
、

资助方 向

和资助方式
,

试 图从一个侧面反映国 际上糖尿病的研 究发展态势
,

旨在对我国的糖尿病研 究提供一

定 的借鉴作用
。

〔关键词 〕 糖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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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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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分析

糖尿病是 21 世纪对人类健康最具挑战的几个

问题之 一
。

近年来由于 社会发展
,

人 口增 长
、

老龄

化
、

不健康饮食
、

肥胖
、

静息生活方式等原因致使发

病人数 在世界范 围内不 断上 升
。

据世 界卫生组织

( W H O )统计
,

2 0 0 0 年全球有 1
.

7 亿糖尿病患者
,

按

当前病例数量增 加的速度
,

到 2 0 3 0 年 将达 到 3
.

6

亿
,

并且 75 % 左右的患者将集中在发展 中国家川
。

糖尿病带来的直接和 间接影响十分巨大
,

给个体家

庭和健康 系统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
。

随着糖

尿病对世界人 口 健康威胁程度的提高
,

糖尿病研究

日渐受到重视
。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在不同

侧重领域增加 了研究投入
,

呈现出新的研究态 势
。

本文总结分析了国际上若干重要的糖尿病研究基金

的资助方式
、

资助额度
、

资助研 究方 向等
,

以期从一

个侧面对我国糖尿病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

1 国际上重要的糖尿病研究基金

1
.

1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糖尿病研究基金

美国 国立 卫 生 研 究 院 ( N a t io n a l Ins t i t u t e s o f

H ae lt h
,

N IH )是 当前世界一流 的生 物医学研究机

构
,

也是美国政府对医学研究的集中资助机构
,

2 0 0 6

年的预算达到 2 86 亿美元
,

其中超过 80 % 的经 费用

于资助研究院之 外的遍及全美和世界各地的 3 0 0 0

多个研究机构
。

N IH 建立了完备且复杂的科学资助

体系
,

根据不同的资助 目的和对象
,

其基金项 目可细

分为 1 0 0 余类 [2 ]
。

N IH 主要的糖尿病 研究机构是美国 国家糖尿

病
、

消化病及肾病研究所 ( N a t i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D i a -

b e t e s a n d D ig e s t i v e a n d K i d n e y D is e a s e s ,

N ID D K )
,

同

时由于糖尿病本身复杂性疾病的属性
,

N I H 的其 他

相关机构
,

如国家心脏
、

肺与血液研究所 ( N a t i o n a l

H e a r t
,

L u n g
, a n d B l o o d I n s t i t u t e )

、

国家衰老研究所

( 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n A g in g )
、

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

发育研 究所 ( N a t io n a l In s t i t u t e o f C h i ld H e a l t h a n d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

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

( N a t io n a l In s t i t u t e o f N e u r o lo g i e a l D i s o r d e r s a n d

tS or ke )等也参与了研究
。

面对糖尿病高发的严峻形式
,

N I H 制定了 21 世

纪攻克糖尿病的战略计划
,

2 0 0 3一 2 0 0 7 年间投入的

相关研究资金年均在 9 亿一 10 亿美元
,

将现在和未

来在糖尿病研究领域致力的重点划分为三个方面
:

( 1) 在迅速扩张 的交叉领域增 加投入
、

实行新

机制
。

主要领域 有
:

糖尿病基因
、

自体免疫和 p细

胞
、

胰岛细胞移植
、

细胞信号和细胞调节
、

肥胖研究
、

临床研究和实验等
。

( 2 ) 针对特殊的 目标人群
、

并发症和方法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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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重点领域有
:

血管和 口 腔并发症
、

血糖控制
、

糖尿病和环境
、

患糖尿病的妇女
、

儿童和老年 人
、

少

数民族
、

基因工程
、

行为与健康服务研究等
。

( 3 )资源和基础运作方面投入重点有
:

增加研

究人力资源和糖尿病研究中心
、

发展和使用新技术
、

建立动物模型的区域中心
、

增加国家计划的投入来

保证所需的人体组织器官
、

促进 N I H 内部的药物和

生物技 术的合作
、

建立专 家顾 问组来评估 和督导

N IH 内部所有机构进行 的糖尿病相关研究
、

组成糖

尿病研究的战略计划工作组
、

每两年向国会和 N I H

及 N I K D D的主管汇报等 [3 〕。

另外
,

以 N ID D K 为首 的多个 N I H 机构同美 国

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发起的 I 型糖尿病特殊法定基金

计划
,

预计在 1 9 9 8一 2 0 0 8 年间为预防和治疗 I 型糖

尿病投入累计达 11
.

4 亿美元的资金 〔4 〕
。

1
.

2 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的糖尿病研究基金

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 C a n a d a I n s t i t u t e o f H e a lt h

R e s e a r e h
,

C I H R ) 是加拿大最大的医学研究基金组

织
,

由 13 个虚拟的医学分支学科主管及其领导的顾

问委员会组成
,

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通过 多种资助机

制支持加拿大本土的研究机构
。

CI H R 全部经费的

94 % 直接用于科研投入
,

1 9 9 9 年至今共投入糖尿病

相关的研 究 项 目 1 0 00 多个
,

额 度达 3
.

2 14 亿美

元 [5 ]
。

CI H R 2 0 0 5一2 0 0 7 年设立的较大的糖尿病研 究

项 目方向有
:

极地附近地 区的慢性病防治
、

老龄 人 口 的营养

问题
、

I 型糖尿病 /抗体
、

妊娠期影响
、

本土印第安人

健康研究
、

遗传学实验室服务
、

土著居民抗糖尿病药

物
、

饮食 /运动控制
、

青少年健康
、

分子药物
、

干细胞
、

神经生物学和肥胖
、

胚胎生长
、

血糖调控
、

肥胖基因
、

氧化应激
、

胰岛素抵抗
、

俘细胞功能
、

妊娠期糖尿病
、

遗传学
、

预防
、

药物治疗
、

胰岛细胞移植
、

并发症
、

动

物模型
、

低血糖症
、

月细胞动力学
、

胰岛素分 泌
、

胰岛

素活动
、

高血压
、

p细胞再生等 〔“ 〕
。

1
.

3 欧洲糖尿病研究基金

欧洲糖尿病研究基金 ( E u r o p e a n F o u n d a t i o n f o r

t h e s t u d y 。 f D i a b
e t e s ,

E F s D )是欧洲糖尿病研究协

会建立的非营利组织
,

由基金理事会监督下的执行

委员会专门管理
。

为了鼓励欧洲最高水平的糖尿病

研究
,

E F DS 和其他基金会及产业界达成 了创新型

的伙伴关 系
,

迄今 已 为欧 洲的糖尿病研 究投 入 了

3 2 0 0 万欧元
。

欧洲和其他地 区的非营利组织均可

以提出申请
。

近年来 E F DS 授予的研究项 目投资额度从 ( 10 一

2 80 )万欧元不等
,

研究时间为 1一 5 年
,

与其合作的公

司和研究机构有 E li L i l ly a n d oC nr p a n y
、

国际青少年

糖尿病研究基金会 ( J u v e n i le D i a b e t e S R e s e a r e h F o u n -

d a t io n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

JD R F )
、

N o v o N o r d is k A / S
、

S e r v i e r 、 s a n o f i
一 a v e n t is 、

L i f e s e a n 、

M e r e k S h a r p &

D o h n l e 、

J o h n s o n & J o h n s o n 、

P f iz e r 、

A m y l in P h a r
m a -

e e u t i e a l s I n e
. 、

B r i s t o l
一

M e y e r s 一 S q u i b b C o m p a n y 等
。

资助方向主要 有
:

青年 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培训

及流动计划 ;I 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多学科研究 ;

糖尿病病因
、

发病机理
、

治疗和预防以及临床研究 ;

欧洲对于 I 型糖尿病研究的重视的提高 ;I I 型糖尿

病血管并发症的分子机制 ; 血糖监测工具的使用研

究 ; 糖尿病管理的心理
、

社会影响 ; 日细胞功能
、

血糖

促进胰 岛素分泌的机制
、

母细胞脂肪毒性与葡萄糖

毒性
、

p细胞的非侵入式影像等
。

E F S D 还通过发展欧洲的糖尿病研究资源
,

向

本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建立在开放获取基础上的或者

象征性收 费的研究资源
。

另外
,

E F S D 还设立 了多

个奖学金
,

以及中国与欧洲糖尿病联合研究奖金
,

推

进中国同欧洲在糖尿病领域的合作研究〔7 ]
。

1
.

4 国际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

国际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 金会 ( uJ ve in le iD a -

b e t e s R e s e a r e h F o u n d a t io n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

J D R F )是 全

球最大的糖尿病研 究慈善资助机构
,

也是世界著名

的高效慈善团体和医学研究组织
。

得益于类似企业

的高效运作
,

JD R F 自创立以来 已为全球糖尿病研究

投入了约 10 亿美元资金
,

还发起了题为
“

从研究到

现实—
加速糖尿病治疗活动

”

( F or m R e s e a r e h t o

R e a l i t y一 t h e C a m p a i g n t o A e e e le r a t e t h e C u r e f o r D i
-

a b e t e s ) 10 亿美元 的全球筹款活 动
。

19 9 8 年以后

JD R F 陆续在世界各地建立 了 31 个研究中心
,

设立

了多个基 金项 目
,

预计 2 0 0 6 年的研 究 投入 可达

1
·

2 5 亿美元〔“ ]
。

JD R F 目前的三个主要致力领域是
:

( 1) 通过对

移植
、

尽细胞生理学和基因治疗的研究恢 复正常的

血糖代谢 ; ( 2) 避兔并发症和促进其治疗
,

主要关注

的领域为血管炎症和低血糖 ; ( 3) 通过对糖尿病的

发病机制
、

免疫耐受和 I 型糖尿病基 因的理解预防

其发生和并发症
。

2 0 0 2年以后 JD R F 超过 50 % 的研究投入 用于

第一个主要领域的推进
,

重点涉及动脉粥状硬化
、

胰

岛素敏感性
、

低血糖症
、

自体免疫机制
、

胰岛邝 细胞

生长
、

尽细胞生物 /生理学
、

细胞工程
、

细胞血管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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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
、

代谢调节失常
、

基因治疗
、

基因易感性
、

遗传学
、

并发症
、

伤口愈合
、

干细胞治疗
、

移植
、

药理学药剂
、

医

疗器械
、

流行病学
、

环境触发因素
、

病因学等方面
。

J R DF 2 0 05一 2 0 06 年的研 究重点集中于胰 岛移

植
、

干细胞研究
、

恢复 日细胞功能和免疫调节
、

防治

并发症方面
。

在未来 5 年的 6 个治疗 目标是
:

完善

胰岛移植
,

避免慢性的免疫抑制反应 ;通过干细胞研

究等形成安全广泛的可用于移植的胰岛素分泌细胞

的提供者资源 ; 不需要胰岛移植而重生肌体 自身的

俘细胞 ; 完善闭合环路的人造胰腺 ; 发现新的预测
、

防止和逆转并发症的治疗方法 ; 维持和恢 复新发病

人和高危人群的免疫耐受性 〔’ 〕
。

1
.

5 英国糖尿病组织的糖尿病研究基金

英国糖尿病组织 ( iD ab et e S U K )是英 国最具领

导性的糖尿病慈善团体
。

该组织主要依靠捐赠设立

了英国制药业以外最大的糖尿病研究基金
,

每年的

投入在 50 0 万英镑左右
,

主要用于改变糖尿病 人生

活的研究
。

2 0 0 5 年 2 3/ 的研究项 目
,

3 4/ 的研究经

费投入到糖尿病致病原 因的研究
,

其余的研 究项 目

和经费投入到护理 和治疗
。

2 0 01 年以来为胰岛细

胞移植的研究募集了超过 50 万英镑的资金 〔̀ 。 〕
。

近年来 iD ab et e S U K 资助的研究项 目重点主要

有
:

并发症
、

尽细胞
、

基 因
、

妊娠期糖 尿病
、

胰岛素抵

抗 /敏感性
、

诊断 /预防 /控制
、

抗体 / 自体免 疫
、

胰岛

素分泌
、

胚胎干细胞
、

胰岛生长与功能
、

心理因素等
。

2 0 0 6一 2 0 1 0 年的研究重点有
:

( 1) 护理和治疗
:

全面的糖尿病最佳护理与治疗实践 ;病 人自我管理 ;

代谢控制和生活方式 ; 儿童和青少年 自我管理 的心

理因素 ;妇女月经周期
、

妊娠
、

绝经和血糖指数控制 ;

男性生殖
、

勃起功能障碍 ; 社 会心理因素 ;糖尿病患

者的生活质量 ; 血糖控制和糖尿病的新疗法 ;替代疗

法 ;
并发症的早期发现及控制 ; 设计和评估为不 同类

型患者提供 的适合服务等
。

( 2) 致病和 预防
:

识别

和理解致病原因及并发症的成因 ; 开展分子和细胞

层面研究 ;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

( 3) 治愈方法
:

支持挑战传统的新研究和具有长远潜力的有实验根

据的新疗法
,

包括干细胞研究
、

胰岛细胞移植
、

活体

捐赠胰腺移植
、

异种移植等川了
。

1
.

6 澳大利亚糖尿病研究基金

澳大利亚糖 尿病研究基 金 ( D i a b e t e S A u s t r a li a

R e s e a r e h T r u s t
,

D A R T ) 由澳大利亚糖尿病医学会

创立
,

通过多种形式的捐助从企业
、

个人和其他相关

机构获得资金
,

迄今 已经向澳大利亚 的糖尿病研究

人员提供 了超过 1 5 0 0 万美元的资金
。

D A R T 收入

的 9 5 % 直接用于研究投入
,

2 0 0 7 年的投入额度预计

为 2 5 0 万美元左右 12[ o]

近年来 D A R T 资助项 目的研究重 点有
:

( 1) 新

千年奖金
:

I型糖尿病 /氧磷醋酶
一

1
、

糖化最终产物受

体
、

俘 细 胞 伤 害
、

胚 胎 干 细 胞
、

免 疫 /治 疗
。

( 2) D A R T /国家健康与医疗 研究委 员会 ( N at ion al

H e a l t h a n d M e d i e a l R e s e a r e h oC
u n e il )五年职业生涯

发展基金
:

血糖控制
、

动脉硬化症
、

心血管并发症
、

糖

尿病肾病
。

( 3) 其他项 目基金
:

糖尿病与代谢
、

流行

病学 /患病风 险因素
、

并 发症
、

监测 /诊 断
、

治疗 /控

制
、

预防
、

胰岛素抵抗 /敏感性
、

动物模型
、

胰腺 俘细

胞功能
、

自体免疫 /抗体
、

I 型糖尿病 /发病机理 /预

防
、

妊娠期糖尿病
、

大脑损伤 /抑郁
、

胰岛素分泌
、

基

因
、

胰岛素作用等
。

2 0 0 7 年集中关注
:

( 1 ) I 型糖尿病
:

免疫 系统调

节 钾 细胞替换 /胰岛移植
、

基 因工程 /基 因疗法
,

低

血糖症
、

并发症
。

( 2 ) H 型糖尿病
:

胰岛素分 泌和活

性
、

胰岛素抵抗
、

并发症
。

( 3) 生物化学
、

生理学和

病理学
、

营养学
、

心理学
、

足部护理
、

教育研究
、

健康

服务递送等
,

突出关注边远社区
、

多元文化社区
、

本

土社区的居民 13[ 〕
。

2 国际上重要糖尿病研究基金的分析与总结

2
.

1 资助额度加大
,

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

近年来国际上政府资助和慈善性质的糖尿病研

究基金收人整体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
。

N I H
、

C I H R 等机构 获得 的政府拨款不断增加
,

相应的对

糖尿病研究的投入力度也在增大
,

并且通过专项基

金保证特定研究领域的资金支持
。

同产业界的合作增多
,

鼓励个人或组织以多种

形式进行捐助
,

许多组织发起大规模的公益和宣讲

活动为糖尿病研究募集资金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各

基金组织都在努力增加整体预算中直接投入研究的

比重
,

缩减运作开支
。

2
.

2 资助方式多样
,

资助体系不断完善

各研究基金一般设有多种不同的资助方式
,

不

同规模的基金之间差别甚大
,

常见的有计划 /项 目基

金
、

奖学金
、

职业发展和培训基金
、

创新基金
、

设备基

金
、

临床研究基金等
。

对于项 目申请较多采用同行

评审和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
,

在基金管理
、

项 目管

理
、

成果管理等各个方面有成熟的运作模式
,

越来越

重视研究的投入产出 比和长远收益
,

对于特定人群

和健康服务等的研究增多
。

2
.

3 特色鲜明
,

各有侧重

各基金因为不同的性质
、

规模等原因
,

在组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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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和运作
、

资助额度和方式
、

影响范 围
、

研 究重点等

方面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

如 N I H
、

CI H R 这样实力

雄厚的大型研究机构
,

拥有整体一致的资助体系
,

设

有若干个糖尿病研究中心
,

开展的糖尿病研究涉及

领域 比较 全 面
,

资 助 范 围达 世 界 多个 国家
。

像

E F S D
、

D i a b e t e 。 U K 和 D A R T 这样的区域性非营 tIJ

的基金组织则有 自己独立的运作模式
,

主要资助特

定区域的糖尿病研究
,

每年确定若干个 明确的研究

重点
。

而像 JD R F 这样的专项研究基金则集中针对

某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

投入相当数量的研究资金
,

具

有本领域一流的研究实力
。

2
.

4 长短期计划相结合

各研究基金普遍拥有长期 系统的战略规划
,

根

据自身的情况和愿景确定若干个侧重领域 ; 同时 明

确短期的研究重点
,

并以此来指导不同时期研究项

目的资助
。

2
.

5 合作增多

近年来各糖尿病研究基金组织内部各部门和基

金之间合作研究的项 目增多
,

满足了糖尿病这一系

统性疾病的研究需要
,

也为糖尿病系统生物学的研

究做了准备
。

各基金同政府
、

产业界
、

其他机构和个

人等的合作增多
,

为寻求研究支持
、

拓宽研究资金的

来源渠道
、

快速转化研究成果等起到了推动作用
。

2
.

6 需要改进的问题

虽然上述基金对国际糖尿病研究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
,

但各研 究基金还存在若干阻碍糖尿病研

究发展的因素
,

如糖尿病研 究的整体投入还相对不

足
,

与其对健康保健支出的影响不成比例 ; 整个资助

体系还有待完善 ;糖尿病相关的研 究机构开展的研

究还不足
,

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机制还欠成熟 ; 缺少进

行现代糖尿病研究的必要基础条件和进行临床研究

的稳定的组织基础
,

以及可以产生新技术的机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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