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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0 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学

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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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1 0008 3 ;

3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 0 85)

〔摘 要〕 本文就近 20 年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临床医学基础 学科 11 儿科学资

助项 目情况进行 回顾与分析
,

有助于了解我国儿 科学近 2 0 年来基础研 究与发展状况及趋势
,

并期

望为广大 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者提供一定参考
。

〔关键词」 儿科学
,

科学基金
,

回顾

儿科学是医学的重要分支
,

随着我国社会
、

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
,

人们对健康愈加重视
,

国家对 医学基

础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加
,

相应地对儿科学基础研究

也增加了资助规模和强度
。

本文对 1 9 8 8一 2 0 0 7 年

在儿科学申请代码下的资助情况进行回顾与总结
,

旨在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角度分析我国儿科

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

同时
,

为了解国际儿

科领域科学研究现状
,

选取了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 N a t i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S o f H e a l t h
,

N xH )近年来公布的

一些数据
,

对其资助力度
、

资助项目的主要科学问题

分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儿科学研究状况进

行比较
、

分析
,

期望为广大儿科工 作者提供一 定参

考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学研究的概

况分析

儿科学是一门研究小儿发育规律
、

提高小儿身

心健康水平和疾病防治质量的医学科学
。

可分为预

防儿科学
、

发育儿科学和临床儿科学
。

临床儿科学

已派生出各种专业分支如心血管病学
、

血液病学
、

神

经病学
、

肾脏病学
、

内分泌学和遗传病学等
。

由于小

儿阶段一直是处在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 中
,

年龄愈

小与成人的差别愈大
,

决非成人的缩影
。

因此
,

对儿

科学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学研究的学科分

布及其资助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儿科学相关的申请项目主

要分布在生命科学部临床医学基础学科
、

预防医学
、

神经学和心理学等学科
,

分别侧重于临床诊疗学
、

预

防儿科学和发育儿科学
。

儿科学代码下主要资助的

领域包括各种专业分支如心血管病学
、

血液病学
、

神

经病学
、

肾脏病学
、

内分泌学和遗传病学等以及 J/
、
) L

生长发育的有关科学问题
。

1
.

2 1 9 8 8一 2 0 0 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学

研究的项目数及资助强度分析

近 20 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资助儿

科学基础 研究项目数 251 项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项
,

资助金额共计 3 924 余万元
。

儿科学研究项 目自 198 8 年开始得到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
,

尽管 1 9 8 8一 2 0 00 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儿科学项 目数有小的波动
,

但自 2 001 年后

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
,

从 19 8 8 年的 8 项增长到 2 0 0 7

年的 2 8 项
。

其中以 2 0 0 3 年后增长速度最快
,

从 12

项增加到 2 0 0 7 年的 2 8 项
。

与资助的项 目数相 比
,

资助强度的增加明显高

于项目数的增长
。

19 8 8 年资助 儿科学的总金额为

2 2 万
,

平均资助强度每项为 2
.

75 万
。

此后
,

资助强

度逐年增加
,

到 1 9 9 6 年和 2 001 资助 总金额分别为

1 9 8 8 年的 4 倍和 8 倍
,

2 0 0 7 年儿科学的资助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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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70 3万
,

为 1 988 年的 3 1
.

9 倍
。

根据现有资料
,

我们统计了从 1 9 9 8一 2 0 0 7 年申

报学科为儿科学的申请项目数
、

获资助的项 目数以

及平均资助率的情况 (表 1 )
。

儿科学的资助率 自

2 001 年以后有所提高
,

但仍低于基金委对其他领域

的平均资助率
。

表 1 1 998一 200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儿科学情况

年度 19 9 8 19 9 9 2 0 0 0 2 0 0 1 2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申请项目总数

获资助的项目数

资助率 ( % )

92

16

8
.

3 3 9
.

3 0

6

8
.

45

7 3

9

12
.

3 3 1 7
.

39

8 8

1 2

1 3
.

6 4

1 5 1

2 l

1 3
.

9 1

18 1

2 3

12
.

7 1

2 15

2 6

12
.

0 9

2 2 4

2 8

12
.

5 0

1
.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学研究的项 目单

位分布

近 2 0 年来国内高等院校及其附属医院获得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项目最多
,

占 98 %
,

少数

项目承担单位为研究所和医院
,

仅占 2 %
。

其中
,

北

京大学承担的项 目数最多
,

为 45 项
,

占 19
.

3 %
,

其

次是上海交通大学
,

为 39 项
,

占 16 %
,

位于第三位

的是重庆医科大学
,

为 34 项
,

占 13
.

5 %
。

其他依次

为中国医科大学
、

复旦大学
、

中南大学
、

首都医科大

学
、

华中科技大学
、

中山大学和四川大学
。

我国有丰富而宝贵的临床病人 资源
,

临床儿科工作

者应重视临床病例的有效积累和总结
,

在此基础 进

行深入探讨
、

最终能解决临床问题的研究是更应该

鼓励的研究方向
。

2 儿科学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分布以及发

展趋势

近 2 0 年来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儿科学

251 项基础研究项 目中
,

研究方向较多的依次为小

儿神经系统
、

呼吸系统
、

泌尿系统
、

遗传代谢及内分

泌
、

营养障碍和血液病 ;其次为小儿免疫
、

感染
、

消化

系统
、

心血管和新生儿疾患的研究
,

从科学基金资助

的侧面体现了我国临床儿科学的研究方向
。

在神经

系统疾病研究中涉及癫痛
、

惊厥
、

缺氧缺血性脑损

伤
、

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等方面 ;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研

究中涉及哮喘
、

肺动脉高压
、

肺损伤和肺血管重建等

方面 ;在泌尿系统疾病研究中侧重小儿各种肾病等

方面的研究 ;对血液病的资助 以对白血病的研究为

主
。

儿科学的基础研究与其他临床医学基础研究一

样
,

主要是探索人类疾病发生
、

发展
、

转归及疾病诊

断
、

治疗和预防的基础研究
,

以期提高对疾病的诊断

和防治水平
。

临床医学的进步有赖于基础科学和其

他相关学科的发展
。

医学与其他 自然科学广泛交

叉
、

相互渗透
,

大量新技术
、

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应用

给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变革
。

近年来
,

儿科学受理的申请中
,

与疾病密切相关

的基 因功能
、

蛋白质组学
、

干细胞研究
、

运用 R N iA

等技术的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

显示 了分子生物

学和细胞生物学向儿科学广泛渗透的趋势
。

但是
,

3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儿科学研究的

现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定义 儿科学研究为 21 岁

以下年龄段所有生物医学研究
,

包括基础
、

临床
、

流

行病学
、

行为学
、

预防医学
、

诊断和治疗
、

预后以及健

康服务
。

主要的科学问题和资助方 向与我国相似
,

包括临床诊疗学
、

预防儿科学和发育儿科学
,

与我国

不同的是 N I H 下属的国立 儿童健康和人类发育研

究所主要资助有关预防和发育儿科学的研究
,

包括

儿童发育
、

出生及发育缺陷以及智力低下的预防等
,

而临床诊疗学的各种专业分支如心血管病学
、

血液

病学
、

神经病学
、 ’

肾脏病学
、

内分泌学和遗传病学则

分散在 N IH 下属不同的研究所
,

如国立 心脏
、

肺和

血液研究所
,

国立糖尿病
、

消化和肾脏病研究所以及

国立神经性疾病和中风研究所等
。

美国 N I H 1 9 9 3 年投入儿科研究基金为 1 3
.

5 亿

美元
,

占 N IH 总投入的 13
.

1% ; 2 0 0 5 年投入儿科研

究基金为 32
.

5 亿美元
,

占 N I H 总投入的 1 1
.

3 %
,

是

1 993 年的 2
.

4 倍
。

我国 2 005 年儿科科学基 金为

54 7 万元人民币
,

是 1 99 3 年的 n 倍
。

因此
,

我国儿

科学研究与美国比较
,

中国的投入与美国相差甚远
,

但可喜的是
,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
,

国家对基础研究

投入的增加
,

儿科学的研究投入会有所增长
。

总之
,

随着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增加
,

儿科学

的研究基金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

但与其他研究领域

一样
,

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

儿科学申请项

目与整个医学领域一样
,

是在申请质量不断提高的

基础上持续增加
,

是我国医学基础研究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的客观反映
。

但是
,

从受资助项 目结题情况

来看
,

个别项目完成情况不好
,

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偏

少 ;截止到 2 0 0 7 年底
,

儿科学申请代码下尚未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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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点项目资助
,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仅有一

位是在儿科领域
。

因此
,

稳定和加强儿科学的基础

研究队伍建设
,

提高基金完成的质量有待加强
。

儿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应更加

突出我国的优势和本学科的特点
,

瞄准与疾病相关

的基本科学问题
,

强调开展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疾病

及常见病
、

多发病的发病机理 及诊断与治疗的基础

的系统研究
。

虽然我国儿科临床日益繁忙
,

但热衷

于科学研究
、

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临床科技工作者

日益增多
,

儿科学的研究队伍和 已有的研究基础在

不断发展和壮大
,

如果能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导向作用
,

集中国内的优势力量与研究基础
,

进

一步加强国内及国际间的合作研究
,

加强儿科与相

关领域的合作
,

加大投人
,

临床与基础研究密切结

合
,

合力攻关
,

相信儿科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水平在不

久的未来会有更大发展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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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发表我国科学家遗传突变研究的新成果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
、

陈建群教授等

在 20 0 8 年 9 月 4 日出版的国际著名期刊《自然》杂

志上发表了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
“

真核生物中插入 /

缺失增加其周围序列的突变率
” 。

该研究成果是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下
,

利用

生物信息学的方法
,

对多种生物基 因组序列进行系

统分析研究而取得的
。

研究发现
,

基因组中普遍存

在的非对称 D N A 结构—
“

插入 /缺失
’

能显著地提

高其周边核昔酸的突变率
,

由此提 出了
“

插入 /缺失

诱变理论
” ,

并得到多种检验结果的支持
,

从而从源

头上 回答了
“

生物的遗传变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

这

一基本的生命科学问题
。

深入研究表 明
,

非对称的
“

插人 /缺失
”

表现 出与经典遗传行为不同的特殊遗

传规律
,

它们在个体中的数量和组成极可能是某些

疾病 (如肿瘤等 )
、

杂种优势
、

自交退化等发生的遗传

基础
,

在医学和农业上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

突变是进化的第一动力
。

传统认为
,

遗传突变

的产生及其在基因组 内的分布都是随机的
。

但随着

D N A 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
,

基因组 中遗传突变的不

均衡性受到了关注
,

即基因组中存在很多突变热点

和冷点区域
。

遗憾的是
,

尽管众多研究者做了大量

的努力
,

但并未找到解释 突变热点产生的一种基本

机制
。 “

真核生物中插入 /缺失增加其周围序列的突

变率
”

一文提出的
“

插入 /缺失诱变机制
”

圆满回答了

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

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

通过对这种非对称的
“

插入 /缺失
”

现象的系统

研究
,

该课题组还发现
,

非对称的 D N A 序列是基 因

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分布和变化是生物性状表现

的重要基础 ;大片段
“

插入 /缺失
”

极易与非等位的同

源序列之间进行重组
,

增加不同位点间的遗传交流

频率
,

使杂合个体基 因组的稳定性下降
、

染色体变异

增多 ; 同时
,

这种非对称序列又阻碍其周边序列的遗

传重组
,

导致分子水平的遗传隔离现象 (相关工作发

表在 oM
ze c u za : B i o z卿

a n J ￡ v o z u t i o n 、

B M C eG
-

n o m i c s 、

eG
n e t i e :

等杂志 )
。

非对称遗传现象的研究

将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与进化的理解
。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陈建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