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 中 国 科 学 墓 金

·

基盘纵横
·

浅析海南医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管理工作

谢毅强 黄元华 李冬娜 蒋 洁 黎 丹

( 海南医学院 科研部
,

海 口 571 10 1)

科学研究是医学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

开展科

研
,

对医学院校学科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一 3〕。

笔者对 20 02 一 2 006 年我校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情况进行了分析
,

探讨了

科研组织和管理对科研工作的重要作用
,

以期促进

科研项目尤其是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和管理
。

1 我校获得科学荃金资助总体情况分析

近 5年来
,

我校共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23 项
,

全部为面上项 目
,

共获研究经费 46 5 万

元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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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表明
,

我校申请和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数
,

稳中有升
,

申请项目数
、

获资助项

目数和金额都呈逐年增高的趋势
,

资助率基本稳定

在 24 %左右
。

2 四点经验

2
.

1 突出地区特色

海南省是我国惟一的热带省份
,

管辖 2 00 多万

平方公里的海域
,

热带资源
、

海洋资源丰富
,

属热带

季风气候
。

我校抓住这一独特的地 区特色
,

以流行

于海南省的热带病 (主要为疟疾
、

立克次体
、

登革热
、

鼻类疽等 )为主要研究对象
,

应用当代先进的生物医

学研究技术
,

通过紧密相关的学科交融重组
,

进行高

水平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一体化研究
。

我校拥有

的省级重点实验室— 热带病重点实验室
,

主要以

热带病疫苗的开发和应用
、

热带病原学
、

热带病诊断

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

热带病病原和虫媒载体耐药机

理
、

热带病预防与控制为主要研究方向
。

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过程中
,

我们充分发挥重点

实验室的优势和特色
,

整合校内的资源
,

在目前获得

的 2 3 个资助项 目中
,

与之有关的资助项目就达 14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使我校在该领域

的科研水平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幅提高
,

同时培养

了一大批专门从事热带病研究的人才
。

2
.

2 注重人才引进

近 5 年来
,

我校从全国各地引进急需的硕士
、

博

士以及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00 多

人
,

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了我校的科研实力
,

这些引

进的人才不负学校的重托
,

在科研工作中形成了一

支支完整的团队
,

目前我校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中有 6 0 % 以上是近几年引进的人才申

报成功的
。

2
.

3 集中精力发展优势学科

我院现有省级重点学科 2 个 (妇产学科和天然

药物化学 )
、

省级重点实验室 2 个 (热带药用植物研

究开发重点实验室和热带病原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
。

黎族基因及遗传病
、

热带病研究
、

生殖工程与优生
、

干细胞研究
、

南药与海洋药物开发是我院科研的主

攻方向
。

目前
,

我院已形成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

生

殖医学
、

药学
、

康复治疗学等一批特色学科
。

近 5 年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 80 % 以上都在

上述研究方向
,

承担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发表的论

文中
,

被 S C I 收录 20 篇
,

其中一项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成果在 2 0 0 4 年获海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2
.

4 加强申报过程的管理
.

我校科研管理部门每年在申报前都组织学习申

报指南
,

了解各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

请历年获得

资助的人员做专题讲座
,

交流申报的经验与教训
,

从

形式上保证申请书的质量 ; 在申请人上交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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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之后
,

组织校内外的专家进行审阅
,

提出修改

意见
,

必要时组织答辩会
,

并要求申请者按照审阅专

家所提的意见认真反复修改
,

同时鼓励申请者进行

校内外各种形式的合作
,

并积极为合作与交流创造

条件
。

正是实施了这些严格的申报程序
,

保证了我

校基金项目获资助率稳定在较高的水平
。

年龄区
”

是 25一 45 岁4[]
,

其
`·

峰值年龄
’ ,

是 37 岁左

右
,

这是专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最为活跃的群体
。

在人才使用过程中
,

要发挥人才效益最大化
。

在组

建项目人员梯队时应注意合理搭配技术力量
,

使处

于
` ,

峰值年龄
”

阶段的研究人员占到合适的比例
,

做

到既有老专家的指导
,

又有足以完成研究的中青年

技术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
,

这样的团队才更具创造

性
,

更易出成果
。

今后我院要继续加强青年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
,

充分发挥他们
“

敢想
、

敢干
、

能干
”

的锐

意精神
,

培养他们善于思考
、

洞察科学问题的思维能

力
,

以及阐述科学观点
、

书写申请书的写作能力
,

从

而挖掘他们的科研潜力
,

为我校科研综合实力的提

高寻求新的突破 口
。

3
.

4 加强信息交流

要继续鼓励科研管理人员积极参加各种会议
,

利用网络等手段密切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发布的信息
,

在院内利用一切可行的渠道有条不紊

地布置基金项 目的组织和申报工作
,

并指导申请者

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颁布的 (项目指

南》
,

同时继续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

做到

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基金项目申报与管理工作的经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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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今后我校国家自然科学荃金资助项

目管理的思考

3
.

1 稚固基础项目的管理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必须要有扎实的

前期科研工作的积累
,

因此
,

做好各种省部级
、

厅局

级
、

市级以及横向联合项 目就成为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

一方面
,

学院要

鼓励有条件的科研工作者积极申报各级别的项目
,

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

次
,

要协助科研人员管理好基础的启动项目
,

及时总

结科研成果并发表论文
,

挖掘前期工作的深层意义
,

利用我院现有的实验支撑条件
,

形成和突出研究的

优势与特色
。

3
.

2 对申请书质 t 严格把关

对申请书质量要层层把关
,

适当提前院内申报时

间
,

继续坚持将申请书送请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审

阅的办法
,

组织会议请专家讲评并在会后做一对一的

指导
。

科研处要继续坚持对申请书的形式进行严格

细致的检查
,

认真校对每一细节和数据
,

争取通过整

洁
、

认真的书面形象展现我院研究人员严谨的科学作

风并体现出我院科研管理工作的一丝不苟
。

3
.

3 合理组建科研团队

通过申请和承担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近几年我

院涌现了一批中青年科研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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