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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有机化学基础研究

— 近五年有机化学学科基金资助项 目分析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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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 自然科学墓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
,

北京 10 0 08 ;5

李桂英
2

2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

成都 6 1006 4 )

2X() 2一200 6 年以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

称科学基金 )的资助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和提高
。

有

机化学的基础研究也经历了从模仿跟踪到探索创新
、

重点突破的发展历程
。

有机化学学科领域不断拓展
,

研究水平和层次不断提高
,

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取

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
,

同时也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

理的有机化学基础研究队伍
。

五年来各类基金资助

项目的实施结果充分显示出科学基金对提高学科整

体研究水平
、

推动科研创新
、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均

衡协调发展
、

培养高层次人才发挥的重要作用
。

1 近五年科学墓金对有机化学学科的资助情

况

五年来有机化学学科共资助面上项目 761 项
.

重点项目 23 项
,

重大项 目 1 项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 21 人 ;创新研究群体 (包括连续资助 )

5 个 (见表 1 )
。

总的资助项目经费达 (包括国际重大

合作项目)2
.

9 2 53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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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数量和经费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

有机化学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队伍的快速成

长
。

以 2002 年资助的面上项目为例
,

到 2 005 年底

应结题的 92 项
,

共发表论文 9 38 篇
,

平均每个结题

项目发表 S cl 收录论文 n 篇
。

其中 J
.

A m
.

凸
刃阴

.

叙
.

7 篇
,

A n岁叨
.

。公从
. ,

nI t
.

创
.

6 篇 ; 。公从
.

uE
r

.

J
.

4 篇 ;共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各项奖励 6 项
,

其中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 ;获省部级 自然科学

奖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 项
,

二等奖 1 项
。

2 有机化学墓础研究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的

研究成果

近五年来我国的有机化学研究人员紧紧围绕了

本文于 200 7 年 3 月 19 日收到
.

学科研究前沿
,

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

涌

现出了一大批创新性成果
,

特别是在金属有机
、

联烯

化学
、

不对称合成
、

超分子化学和分子自组装等有机

化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重大

突破
。

2
.

1 高度皿视原始创新
,

部分研究成果已跻身国际

先进行列

例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戴立信院

士等利用叶立德与亚胺
、

醛以及烯烃反应生成氮杂

环丙烷
、

环丙烷及环氧化合物的立体选择性方面等

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
。

他们发现在合成这些小环

化合物的过程中通过反应条件的改变可选择性控制

产物的立体构型
,

上述研究工作结果发表在 J
.

A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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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召功

,

叙
.

和 J
.

。 召 。绷
.

上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

关注
,

他们也获得了 2 0 0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

这些成果的取得也表明他们走在了小环化合物

合成中选择性控制研究的前沿
。

蒋锡夔院士等通过提出概念和建立实验方法
,

对疏水亲醋相互作用 (H IL )促进的分子簇集和自卷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验证了临界簇集浓度
、

静电稳定

化簇集体
、

解簇集和解簇剂等概念或现象
,

研究了溶

剂效应
、

盐效应及几何效应等对分子簇集和卷曲的

影响等
,

从而使化学家能够从定量的高度理解有机

分子的 H L I这一重要的弱相互作用力
。

他们又利

用氢键和静电作用开展了有序聚集体组装
,

构筑了

多个系列的具有特定结构的组装体
,

并 已成功应用

于超分子聚合物的组装
。

在分子 自卷研究的基础

上
,

利用疏溶剂作用
、

静电作用及氢键等诱导产生多

个类型的具有刚性结构的螺旋体
。

这些新的非生物

螺旋体可以有效地络合糖类及有机按离子
,

是开展

分子识别的非环结构的高效新类型主体分子
。

麻生明院士等在基金项目的连续资助下
,

在联

烯化学领域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

他们通过引进亲

核官能团
,

成功地解决了联烯在金属催化剂存在下

反应活性及选择性调控
,

为环状化合物的合成提供

了高效合成方法学
。

共发表论文 81 篇
,

其中 O淤陀
.

尺砍
,

.

1 篇
,

A cc
.

以幼
忿

.

尺`
.

1 篇
,

J
.

A m
.

岛曰
九

.

叙
.

5

篇
,

A力 g 吮 t J
.

。脚
.

nI t

份
,

7 篇
,

。 召加
.

uE
二

.

J
.

4 篇
,

口
忍从

.

肠从 m u n
.

3 篇
。

他在 2 005 年度被增选为中

科院院士
,

荣获了 20 06 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

件振合院士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

重点

和重大项目的长期持续资助下
,

在超分子体系的光

诱导电子转移
、

能量传递和化学转换研究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

并获得 了 2 0 0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他们证明了在超分子

体系中可以发生光诱导远程分子内电子转移和能量

传递
,

提出了利用超分子体系的微
一

纳米结构为微反

应器控制化学反应的方向和提高化学反 应的选择
,

性
。

2
.

2 鼓励倡导学科交叉
.

不断拓宽研究领域

近五年有机化学学科的迅速发展是与其他学科

的交叉融合密切相关的
,

获基金资助的交叉研究项

目也在不断增加
。

生命科学
、

材料科学
、

能源科学
、

信息科学和物理学等其他学科不仅为有机化学的持

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不断提出更深层次的

研究目标
,

也为有机化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先进的技

术
、

方法和手段
。

例如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张礼和院士等在基金重

点项目资助下开展了对
“

核酸化学及以核酸为靶的

药物研究
” 。

他们探索了小分子环核昔酸是如何调

控一些重要的生命过程 ;大分子核酸类药物是如何

能在体内稳定地有选择性地输送至靶位取得了重要

进展
。

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模拟
。 A M P 作用并能诱

导肿瘤细胞分化的化学小分子 8
一

氯腺昔
,

同时发现

一个结构稳定有
c AD P R 诱导钙释放活性

,

并能穿透

细胞膜的
c A D P R类似物

,

为研究这一新的钙释放机

制提供了探针
。

序列特异的阻断或抑制某些基因的

表达是发现敌毒药物的理想途径
,

但反义药物的最

大问题是在体内很易被核酸酶降解
、

不易穿透细胞

膜
。

这项研究发现异核昔掺入的寡核昔酸对各种酶

有很好的稳定性
,

能与正 常 D N A 或 R N A 序列识

别
。

发现寡聚鸟嗦吟核昔酸有形成平行的四链结构

的性质
,

发现信号肤与反义核昔酸缀合后可以引导

反义核昔酸进入细胞
,

为反义药物进入临床研究提

供了新的策略
。

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

他们荣获 2 00 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2
.

3 , 视国际交流
,

大力推动国际合作

五年来我国有机化学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日趋

频繁
,

不断深入
,

我国有机化学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

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为进一步推动和

促进国内优秀科学家与国际同行的合作研究
,

共同

对相关学科的国际前沿领域的科学问题展开协同研

究
,

五年来
,

基金委资助了有机化学学科 5 项重大国

际合作项目 (项 目经费共 581 万元 )
。

例如 200 4 年

批准立项的
“

金属催化的化学键形成和断裂的调解

与控制
”

项 目
,

由麻生明
、

陆熙炎院士和席振峰教授

与荷兰 G
.

K o et n
,

c
.

J
.

lE se v ie r 二教授共同合作承

担
。

合作者之一 K ot en 教授 是 凸
刃爪

.

肠
r

.

J
.

和

O 召
u n o 州以奴u ics 杂志的编委和欧共体的化学委员会

主席
,

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共发表了 6 30 篇论文
,

在

国际上享有盛名
。

2 005 年批准立项的一个国际合

作项目是马大为研究员与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袁

钧瑛教授共同负责进行
“

细胞凋亡过程的化学基 因

研究
” 。

2 006 年度又批准了由日本名古屋大学著名

教授野依 良治 ( 2001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与中国科

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丁奎玲研究员的国际合作项 目
“

不对称氢化反应研究
” 。

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

进了本学科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

近几年一批青年学者陆续应邀担任国际著名杂

志的编委或顾间编委
。

如上海有机所麻生明院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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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担任 A n群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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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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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研究员应邀担任 Eu
;

.

J
.

0 苔
.

0愉m
.

的国际咨询委

员会成员 ;马大为研究员被国际杂志 J
.

M曰
.

0公 m
.

和 Cu ~
t o em cia l B泛谕曰 聘为顾间编委 ;俞脱和姚

祝军研究员分别被国际杂志 。 泊峨州m et R e锹王

crh 和

A n tica
~

A梦” st in 彻阮 i奴 an l G公m纽yr
,

以动
王

ica l

刀汉恻 & D阴g D匕枷
,

uC ~
t 以enZ 耐 B必城妙

.

聘

为顾间编委 ;上海药物所蒋华良研究员被国际杂志 J
.

入公以
.

口四九
、

聘为编委等
。

由我国学者领衔在祖国大陆举办系列性国际专

业学术会议也不断增加
,

其中
,

不少会议规模较大
,

出席人数较多
。

例如
:

第 19 届 I U P A C 金属有机学

术会议 ( 2000 年上海 )
,

第 7 届 IU P A C 国际杂原子

化学会议 ( 2 004 年上海 )
,

第 17 届 IU P A C 国际物理

有机化学会议 ( 2004 年上海 )
,

第 17 届世界氟化学

会议 ( 2005 年上海 )
,

第 14 届 IU P A C 国际国际生命

起源大会 ( 200 5 年北京 )等都获得了基金委的大力

支持和经费资助
。

我国学者获得国际有机化学学术奖励也在不断

增加
,

如麻生明 20 05 年获得 OM CO S A w ar d
,

周其

林教授
、

冯小明教授分别成为 2005 年和 20 06 年国

际有机化学著名杂志 勿
”
ht es i , /段卿 let t 的 oJ ~ al

A w a r d 获得者
。

此外
,

我国学者应邀在一些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上作大会特邀报告
,

在学术专著上撰写相关章节的

人次近年来也不断增加
。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

我国有机学科基础研究的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

别获得了延续资助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所马大为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群体在

项目实施评估中得到了专家组的一致好评
,

被评为

优秀群体 ;兰州大学涂永强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团

队
,

他们扎根西部
,

勇于创新
,

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有

机化学研究的青年学术骨干
,

坚持努力优化群体队

伍
,

不断引进新成员
,

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
。

六年来
,

该创新团队成员中有 1 人

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两人入选教育部
“

新世

纪人才计划
” ,

两人入选中科院
“

百人计划
” ,

获省部

级奖 6 项
,

该群体人员已成为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

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力量
。

五年来
,

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才基金项目的

培育
,

特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

体的实施
,

同时在老一辈有机化学家的精心培育和

指导下
,

我国有机化学界已经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

的充满创新活力的学术队伍
,

已经成为我国有机化

学研究的主力军
,

他们的创新性工作在国际有机化

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3 科学签金支持和促进了有机化学墓础研

究人才队伍的建设

培养人才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使命
,

基

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对稳定青年科技队伍
,

培养学

术骨干和领军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五年中

有机化学学科领域共资助了青年基金 13 6 项
,

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21 人和 5 个创新研究群体
。

他

们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马大为研究员为学术带

头人的
“

化学生物学导向的有机合成
”
( 20 03 年 )

、

南

开大学程津培院士为学术带头人的
“

功能有机分子

的构筑和构效关系研究
”

( 2 004 年 )和北京大学席振

峰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

有机合成化学与方法学
”

( 2 0 05 年 )
。

2 0 00 年
、

200 1 年和 20 03 年获资助的兰

州大学涂永强教授
、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麻生明

院士和马大为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三个创新研究

群体分别经专家在 3 年或 6 年项目实施评估后又分

4 存在问题和发展对策

虽然这几年我国有机化学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

发展态势喜人
,

但与欧
、

美
、

日等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不少的差距
。

20 05 年我国在美国化学会志

(J
.

A m
.

O公m
.

欲
.

)和德国应用化学杂志 ( A侧夕叨
.

。 动之
.

ntI
.

份
.

)共发表 219 篇论文
,

约占当年 J
.

A爪
.

。 召从
.

叙
.

和 A ” g欲`
.

。 亡阴
.

ntI
.

反
.

发表论文

总数的 4 % 和 5 %
,

而 日本为 n % 和 14 % 川
。

就我国学者发表论文数最多的有机化学领域之

一的超分子化学和分子自组装研究领域来分析
,

我

国学者在 200 2 年和 200 3 年发表的论文数占世界该

领域总论文数的 12 % 和 13 % 2[]
。

在 2006 年召开的
“

全国有机化学学术与战略研

讨会
”

上不少专家指出
: “

我国具有原创性
,

有特色的

系统研究工作较少
,

研究积累不足
” ; “

在基金申报项

目中跟踪热点的工作较多
,

研究面窄 ;学术思想
、

研

究方法创新不足
” ; “

对一些关系到学科长远发展的

基础研究领域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密切相关的有机

化学基础科学问题等关注较少
,

在凝练重大基础科

学问题方面思考不够
。 “

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 ; “

有机化学基础研究队伍建设还要

进一步加强
”

等
。

此外
,

有些专家还指出
,

目前有机

化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
,

有些分支学科甚

至有萎缩趋势
。 ”

从近五年来资助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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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

有机合成化学占 34
.

3 %
,

金属和元素有机化

学占 14
.

9 %
,

天然有机化学占 1 1
.

8%
,

物理有机化

学占 13
.

8 %
,

药物化学占 7
.

1%
,

生物有机化学占

8
.

5 %
,

有机分析化学占 0
.

7 %
,

应用有机化学 占

8
.

9 %
。

很明显天然有机化学和有机分析化学获资

助的比例很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宜瑜主任最近从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总体部署出发
,

进一步明确了基金

委的战略定位3[]
。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有机化

学学科要把握好学科的战略定位
,

正 确认识和把握

科学研究
、

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之间的辩证关系
,

充

分发挥某些领域的科研优势
,

拓宽学科发展方向
,

并

注重学科发展的内涵
,

着重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育
。

通过人才队伍的不断优化
,

进一步增强科研实力
,

从

而达到促进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
。

我们一定要努力

工作
,

促进学科的均衡
、

协调发展
,

鼓励和重视学科

交叉
,

不断关注其他学科中存在的基本有机化学问

题
,

不断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
,

在学科交叉领域做出

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

同时要积极推动有特色有优势

的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以求重点突破
。

另一方

面我们还要密切关注 国际研究前沿和热点
,

特别是

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化学概念间题 [’]
,

重视以原

子经济性为基础的反应选择性调控问题
,

积极参与

国际竞争
,

继续加强国际合作
。

在学科管理方面要根据学科研究的特点
,

加强

调研
,

不断完善基金管理和项目资助模式 ;不断加强

与重点科研院所
、

高校的联系
。

要鼓励合作和交叉

研究 ;对优秀项目和优秀研究人员实行跟踪管理和

连续资助
,

高度重视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育 ;要

营造宽松环境
,

鼓励有原创性有特色的系统性工作

的深入开展
,

对一些有机化学的传统分支学科如物

理有机
、

天然有机
、

全合成等研究领域要继续保持一

定的资助规模
。

要对热门课题申请量过多的问题
,

在实行预审制的基础上
,

邀请一批专家进行评审
,

本

着
“

突出创新
”

的精神择优支持
。

大力发展和支持具

有我国特色和优势的研究领域
,

促进有机化学研究

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

为我国有机化学的快速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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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纪检监督审计局

设立监督工作电子信箱

为进一步加强科学基金纪检监察审计工作
,

加

强自然科学基金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对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经费使用监督
,

纪检监察审计局对外设立监督

工作电子信箱 ( E
一

m all
: lszj @ n sf c

.

go
v

.

。
n)

,

广泛听取

委内外对自然科学基金委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和建

议
,

同时接受社会各界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人员

有关廉政问题以及项目负责人在基金资助项 目经费

使用方面问题的投诉和举报
。

(纪检监督审计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