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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2 0 年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 目资助情况回顾与分析

徐淑芳 王之岭 格瑞平 吴 洁 耿东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

北京 100 09 7 )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是北京市农业科学技术综合

性研究机构
,

成立 于 1 9 58 年
,

主要承担国家及北京

市农业应用基础及应用研究
、

高新技术研究与创新
、

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

产业化服务等任务
。

回顾 20

年来我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情

况
,

分析学科发展
,

总结经验与不足
,

对促进我院基

础研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 面上项目获得资助情况

1
.

1 获资助项 目数和资助金额情况

从 19 87一 2 006 年
,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共 66 项
,

获得资助金额

总计 1 1 14 万元 (详见表 l )
。

表 1 198 7一 2 0。` 年获资助项 目数与金额统计表

1
、

3 获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者职称与学位情况

表 3 获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者职称与学位情况统计衰`

学位 职称

学士 硕士 博士 其他 研究员 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人数

比例 / %

10 4 2 5 2 2

16
.

6 7 70 8
.

3 3 3 3
.

3 3

30 14

4 5
.

4 5 2 1
.

2 1

` 19 92 年以前获资助者 6 人
,

没有学位统计数据
。

该表中学位数

19 93 年至 2 0 0 6 年 6 0 位获资助者数据统计
。

申报与获资助项目类别分布情况

1 98 7一 19 9 7 年期间我院获得科学基金资助项

17 项
,

其 中 自由申请 项 目 13 项
,

占总数 的

期间
获资助

项 目数

比上期

增长率 (% )

资助金额

(万元 )

比上期

增长率 ( % )

19 8 6一 1 9 9 0

1 9 9 1一 1 9 9 5

19 9 6一 2 0 0 0

20() 1一 2 0 0 5

2 0 0 6

1 3 1
.

5 8

2 0 6
.

8 2

3 8 6
.

6 7

9 7
.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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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

7 4 0
.

0 0

13 8 5
.

7 1

2 9 12 3
.

0 8

12 10 6
.

8 9 1

`
获资助项目数比十五期间平均数增长率

。

2
资助金额比十五期间平均数增长率

。

1
.

2 获资助项 目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分布情况

衰 2 获资助项目的研究领城或学科分布情况统计表

获得资助

项目数

占获资助项 目

总数比例 / %

7 6
.

4 7 % ;青 年 项 目 4 项
,

占 总 数 的 2 3
.

53 %
。

19 98一20 06 年
,

我院 申请项 目总计 265 项
,

其中 自

由申请 201 项
,

占同期申请总数的 75
.

85 % ;青年基

金申请 61 项
,

占同期申请总数的 23
.

02 % ;其他申

请项目占申请总数的 1
.

13 %
。

1998 一2 006 年
,

我院

获资助项目 4 9 项
,

其中自由申请项目获资助 32 项
,

占资助总数的 “
.

31 % ; 青年基 金项 目获资助 12

项
,

占资助总数的 2 4
.

4 9 % ;资助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3 项
,

占资助总数的 6
.

12 %
,

资助其他项 目 2 项
,

占

资助总数的 4
.

08 %
。

青年基金申请项目获得资助

的比率为 19
.

6 7 %
,

高于 自由申请项目获资助比率

( 15
.

9 2 % ) 3
.

7 5 个百分点
,

显示我院基础研究有很

大的潜力
,

一代青年学者正在茁壮成长起来
,

这将推

动我院基础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
。

研究领域 (或学科 )

农业基础研究 7 10
.

6

农业应用墓础研究 18 27
.

27

园艺与林木遗传学 21 31
.

82

畜牧兽医与动物学 9 13
.

64

农业信息技术与大气科学 5 7
.

58

植物保护学 4 6
.

06

农田灌溉技术 2 3
.

0 3

合计 66 1 0 0

2 资助效果与分析

2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动我院基础研究发展

就获资助项目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分布情况看
,

我院农业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和园艺与林木遗传学学

科获得科学基金资助比例较大
,

分别占获资助总数

的 2 7
.

2 7 %和 31
.

8 2 %
,

正是科学基金长期稳定的资

助
,

使得这些学科和领域的基础研究得到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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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整体科研实力得到提升
,

成为我院基础研究的

优势力量
。

这一结果也表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推动我院重点学科发展
,

带动农业基础研究多

方面全方位发展
,

对启动和承担国家重要的科技项

目与计划发挥了先导和培育源头的作用
。

我院科学基金获得者生物技术中心主任马荣才

研究员带领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重要经济植物

— 扁桃 (巴旦杏 )种质资源评价
、

利用技术和开花

控制研究
,

有关技术将使扁桃育种缩短 3一 5 年
,

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及部市级课

题 20 余项
。

在国际国内刊物及会议论文集上发表

论文 7 0 余篇
,

应邀作国际会议报告 4 次
、

国内大型

会议报告 4 次
。

我院蔬菜研究中心育种部首席专家张凤兰研究

员也是科学基金获得者
,

她带领的研究团队先后承

担国家攻关项目
、

863 计划项目
、

科技部成果转化基

金项目
、

北京市科委重点项目
、

农业部 94 8 项 目等共

计 30 项
。

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

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发表研究论文 90

余篇
,

其中 SC I收录论文 6 篇
,

出版专著 8 册
,

获国

家发明专利 2 项
。

我院其他学科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也得到了良

好发展
,

农田灌溉技术
、

植物保护学
、

畜牧兽医学科
、

草地学科
、

养蜂学科在十五期间相继得到基金的支

持
,

有 8 人获得 2 次以上基金资助
。

2
.

2 国家自然科学墓金培养出一批农业荃础研究

的学术带头人

我院农业信息技术专家赵春江研究员从 19 97

年开始申报科学基金并先后获得 4 次资助
。

10 年

来他全身心投入开展小麦形态诊断计算机图像智能

化识别系统研究
。

在科学基金长期稳定的支持下
,

他又获得国家其他重点攻关项 目的资助
,

先后于

19 99 年和 2 0 01 年组建了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 ( BA IT R C )和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N E R CI TA )
,

形成了一支设备先进
、

技术力量雄厚
、

以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的研究队伍
。

他曾担任国家

86 3计划
“

数字农业
”

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 长

( 2 00 3一 2 0 0 5 年 )
、

国家 8 6 3 计划重大项 目智能化农

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技术总体组组长
。

带领队

伍开展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和农业信息技术

与精准农业技术体系研究
,

推进农业信息技术学科

的发展
。

其研究成果
“

农业专家系统研究及应用
”

获

得 2 0 0 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北京市科学技

术一等奖
,

获得国家专利 12 项
、

软件著作权登记 24

项
,

发表学术论文 10 0余篇
,

出版著作 6部
,

并先后

获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

全国
“

五一
”

劳动奖章
、

全

国先进工作者
、

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
、

全国农

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

我院王纪华研究

员
、

刘良云研究员是该研究队伍中的成员
,

都受到过

科学基金的资助
,

现 已成为该学科的专项学术带头

人
,

这个团队已逐渐发展成一个高技术创新研究群

体
。

我院植物遗传育种专家许勇研究员从 199 6 年

开始申请科学基金
,

先后获得 4 项面上项目的资助
。

在科学基金和其他项目的资助下
,

他带领葫芦科遗

传育种与基因组学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长期开展抗病

育种的相关研究 ;绘制了第一张西瓜永久分子遗传

图谱和黄瓜高密度分子遗传图谱
,

对 6 种病害抗性

基因进行定位与辅助育种研究 ; 利用国际通用的葫

芦科作物 SS R 引物构建了我国特有甜瓜资源哈密

瓜的分子遗传图谱框架
,

代表中国参与了国际葫芦

科基因组计划
。

其研究成果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

发表论文 50 多篇
,

其中 sc l 收录论文 8 篇
,

出

版编著论著 4 本 ;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1 个
,

审定

品种 7 个 ; 主持培育的
“

京欣 2 号
”

与
“

京秀
”

等系列

西瓜新品种及西瓜砧木品种推广面积 200 多万亩
,

取得社会经济效益超亿元
。

这些学术带头人的成长

都离不开科学基金的支持
。

2
.

3 墓础研究促进我院应用及开发研究

科学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先导
,

基础研究促进了

我院应用及开发研究
。

全院科研人员围绕都市型现

代农业生产中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
,

开展了一系

列应用与开发研究
,

培育了农作物
、

蔬菜
、

林果
、

畜禽

等新品种
,

开展了作物栽培技术
、

植物保护技术
、

土

壤改良技术
、

农业环境保护技术
、

农产品加工技术研

究 ;研制了新型肥料和畜禽疫苗
,

其中在农作物及林

果新品种选育
、

农业生物技术
、

农业信息技术
、

畜禽

疫苗研制
、

蔬菜工厂化农业等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

突出的成绩
。

育成的优良玉米自交系
“

黄早四
”

是国

内玉米育种史上利用率最高的自交系 ;选育的 8 个

桃品种和 8 个油桃新品种使桃露地栽培的供应期延

长 4 个月
,

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

面积超过 50 万亩 ;在

蔬菜研究创新中率先进行了蔬菜袋式精品栽培技术

研究
,

提出了基质重力监控实现营养液的均衡控制

理念
,

设计出我国第一台重力测控灌溉系统
,

该系统

解决了蔬菜容器 培供液不均的问题
,

增产 30 % 以

上 ;在畜禽疫病防治研究中
,

其研究成果为北京市科

学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提供了决策依据
,

并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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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
、

中国信鸽协会参加国际赛事提供了科学

依据
。

“

十五
”

期间全院获得各类科技奖励2 6 项
,

获国

家专利 巧 项
,

审定品种 81 个
,

软件著作权登记 97

项
,

基因登记 n 个
,

国家批准生物制品和保健品 10

项
,

连续 7 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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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7 年度信息科学领域国家
、

部门重点实验室

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按照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总体安

排
,

信息科学部和委实验室工作办公室共同组织了信

息科学领域国家
、

部门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
。

现场评

估工作于 200 7 年 3 月 6 日开始
,

经过专家组近 20 天

辛勤紧张的工作
,

顺利完成了实验室现场评估
。

200 7 年信息领域一共有 30 个国家
、

部门重点

实验室参加评估 (另外有 1 个连续 3 届优秀
,

免评 )
,

其中 19 个隶属教育部
,

9 个来 自中国科学院
,

1 个来

自国防科工委
,

1 个来 自山西省
。

本年度信息科学

领域国家
、

部门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分为两个阶段
:

3 月 6一 25 日现场评估
,

最终初步评选出 16 个实验

室参加 5 月 10 日在南京举行的实验室评估第二阶

段复评会议现场答辩
。

信息科学领域国家
、

部门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

定标会议 3 月 6 日在北京召开
。

基金委孙家广副主

任在发言中指出
:
国家

、

部门重点实验室评估经过

17 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 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自我

创新的规则体系
,

评估工作影响重大
。

要求评估专

家应代表国家进行评估
,

要认真严谨
、

客观公正
、

求

真务实
,

评估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回避原则
、

保密原

则
。

评估是手段
,

目的是全面检查和了解实验室运

作情况
,

总结经验
,

发现 问题
,

推动实验室更好地实

行
“

开放
、

流动
、

联合
、

竞争
”

的运行机制
,

促进实验室

的改革和发展
。

3 月 7一 23 日
,

与会专家分为 5 个小组
,

奔赴各

地进行现场评估工作
。

现场评估过 程中
,

与会专家

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评估纪律
,

认真执行评估程序
,

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和回避
、

保密制度
,

整个现场评估

全程不举行开幕式和闭幕式
,

不宴请
、

不送礼
、

不安

排与评估无关的工作
。

为应付评估中的非一般情

况
,

各小组均备有应急预案并坚持在每个实验室评

估前召开由专家和评估实验室工作人员共同参加的

预备会议
,

以沟通情况并说明注意事项
。

在评估专

家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

圆满完成了 20 07 年度

信息科学领域国家
、

部门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
。

此次实验室评估中在吸收以往其他领域实验室

评估工作经验的同时
,

工作人员也根据信息科学领

域的特点
,

改进了一些工作方法
,

简化了流程
。

评估

中注意了各小组评估的排序
,

严格实验室固定人员

身份及其成果的界定 ;取消实验室性质的分类 (基础

或应用基础 ) ;增加实验室人员访谈 ;增加综合评定 ;

被评实验室不参与评估实验室的会务和接待工作
,

均 由信息科学部委托其他院校作为第三方完成并选

择与被评实验室无关的宾馆和会议室召开会议
。

整个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结束后
,

各专家小组

分别提交了总结报告
,

也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
:

信息

科学领域学科分类太多
,

交叉性强
,

各学科之间不具

有可比性
,

如何使评价指标体系相对统一又能体现

各自学科特点 ;第三方接待注重公平同时如何兼顾

效率 ;评估时间周期长
、

任务繁重
,

如何进一步简化

工作流程等等
。

信息科学部将根据以上建议进一步

加强和科技部
、

基金委实验室工作办公室的沟通和

联系
,

认真总结经验
,

共同做好以后的实验室评估工

作
。

(摘自墓金委`情况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