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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引领中国肿瘤学基础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年资助回顾

李 萃 洪 微 ` 徐岩英 张丽萍 张 俊 江虎军 董尔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 , 北京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自

年 月 日设立以来 ,始终坚持定位于资助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 ,在促进和提升

中国基础研究水平及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发挥了重

要推动作用 。

科学基金对肿瘤学研究的资助从 年以肿

瘤病因学 、流行病学及肿瘤防治等传统研究方向为

主 ,发展到目前包括肿瘤遗传学 、肿瘤免疫学 、肿瘤

复发与转移 、肿瘤生物治疗 、肿瘤干细胞等多学科交

叉形成的诸多方向 ,科学基金对肿瘤学研究的持续资

助卓有成效地提升了中国肿瘤学基础研究水平 ,促进

了学科建设 、发展和人才培养 。本文就 一

年科学基金资助中国肿瘤学研究情况进行回顾 。

况 、人才培养状况 ,并运用 “肿瘤表观遗传学 ”、“肿瘤

干细胞 ”、“上皮间质转化 ”或 “ ”、“微环境 ”、“炎

症 ”、“细胞自噬 ”等主题词检索项目 ,总结肿瘤学前

沿领域的资助成果 。本项研究未统计肿瘤流行病学

和白血病研究项 目 分别在流行病学和血液系统疾

病的代码下管理 也不包括药物药理 、中医药学 、影

像学等学科代码下所涉及的肿瘤学研究项目 。

资料和方法

肿瘤学研究科学基金项目归属于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医学科学部

管理 ,主要集中在肿瘤学科 ,共计 个 申请代码

一 。利用科学基金网络系统

· , 检 索 自 年 以来 ,

一 代码下肿瘤学领域各类项目资助情

统计研究结果

科学基金对肿瘤学研究的资助逐年稳步增长

一 年 ,肿瘤学研究的资助项目涉及科

学基金的各种项 目类别 ,共计 项 ,资助金额

万元 。从科学基金项 目的 个板块 研究

项目 、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来看 ,各类项目的资

助项目数和资助金额均呈逐年递增趋势 ,以研究类

项目和人才类项目的增长最为显著 ,尤其是 一

年该两类项 目的资助率及资助金额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 。相对来说 ,环境条件项 目的资助率和资

助金额维持较为平稳 见图 , 。 自医学科学部成

立以来 ,近 年 一 年 肿瘤学领域资助项

目数 、资助金额平均占医学科学部的 。

水摇司邸皿

资助年度

图 , ,一 年科学甚金资助肿摘学研究 大类项目资助项目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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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 年科学基金资助肿摘学研究 大类项目资助强度变化

科学基金资助肿瘤学研究以学科均衡发展为

基础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是占科学基金

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和总强度比例最大的项目类型 。

一 年该 类项 目的肿瘤学研究申请总数

为 项 ,获资助项 目共计 项 ,平均资助率

为 。其在肿瘤学 个 申请代码下的分布

情况见表 。数据表明虽然各代码的申请项 目数 、

资助项目数不同 ,但各代码下的资助率差别不明显 ,

总体资助率基本一致 。反映了科学基金对肿瘤学研

究的资助在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项目上充

分体现了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为肿瘤学总体研究水

平的稳步提高提供了保证 ,为研究人员 自由探索创

造了良好的竞争平台 。

续表

申请

代码
学科名称

一 年 一 年

项目申请数 项目资助数

资助率

呼吸系统肿瘤

血液淋巴肿瘤

白血病除外

消化系统肿瘤

神经系统肿瘤

含特殊感受器

肿瘤

泌尿系统肿瘤
一

男性生殊系统
肿瘤

女性生殖 系统

肿瘤

乳腺肿瘤

内 分 泌 系 统

肿瘤

骨 与 软 组 织

肿瘤

头颈 部及 领 面

肿瘤

皮肤 、体表及其

他部位肿一瘤

,

曰几印马口,必

能计吞口

表 , , 一 年肿摘学各代码的项目申请数 、

资助数以及资助率

申请

代码
学科名称

一 年 一 年 资助率

项目申请数 项目资助数
亡了汀丹︺ 科学基金对肿瘤学的资助卓有成效地推动了

肿瘤学前沿领域的发展

肿瘤学研究获资助的重点项目由 。年仅有

的 项 ,增至 年 项 ,到 年的 项 资

助的经费强度也从 年的 。万 项增至目前的

近 万 项 。重点项目资助项目数和金额均呈稳

健增长趋势 ,尤以 一 年增长趋势为明显

图 。 一 年肿瘤学领域重点项目共计资

助 项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 项 、中山大学 项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军医大学各 项 、中国医学科学院 项 、天津医科

大学 项 、复旦大学和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各

项 。上述单位中有多个是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所

在单位 ,肿瘤学研究总体水平在国内位居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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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自八”夕︺口︺左工

…
认己八内几,̀一,

甘︺︵门只甘一勺亡工︺肚﹄乙̀甲口

肿瘤病因

肿瘤发生

肿瘤遗传与表

观遗传

肿瘤免疫

肿瘤预防

肿 瘤 复 发 与

转移

肿瘤干细胞

肿瘤诊断

肿瘤化学药物

治疗

肿瘤物理治疗

肿瘤生物治疗

肿瘤综合治疗

肿瘤康复

肿瘤 研究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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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仪睁一 年肿瘤学领域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情况

年 月 日 和

在 发表综述 ,阐述了最近 年肿

瘤学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及其进展 例如细胞自噬 、肿

瘤干细胞 、肿瘤微环境等 ,并且将原有的肿瘤细胞

的 大特征 维持增殖信号 、逃避生存抑制 、抑制细

胞死亡 、潜力无限的复制能力 、持续的血管生成 、激

活侵袭和转移 扩增到 个 。新增的 个特征为

避免免疫损伤 、基因组不稳定性 、能量代谢的程序性

重排以及肿瘤微环境仁'〕。运用这些热点领域的关键

词如肿瘤表观遗传学 、肿瘤干细胞 、上皮间质转化 、

肿瘤微环境 、炎症与肿瘤 、细胞 自噬等对 一

年来 对肿瘤学研究的资助情况进行检

索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 一 年科学基金

对上述肿瘤学前沿领域的资助项 目数呈上升趋势 ,

项目类别包括面上项 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重点

项目等 ,以 一 年增长尤为明显 图 、图

。这些前沿研究领域近年来也相继被列人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领域 。

资助年度

图 `一 年科学基金资助 “上皮一间质转化 ”或

上皮一间质转化 ”、“微环境 ”、“炎症 ”、“自噬”研究的资助项目数

令 肿瘤干细胞
非编码

山一̀ , ` 护。

砂 护 尹 沪 护 护 护

重点项 目、重大项 目和重大研究计划是

研究项目系列中的重要类型 。重点项 目主要支持已

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 ,开展深人系

统的创新性研究 ,以推动学科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

取得突破 。 一 年来 ,非编码 与肿瘤

发生 、发展及转归 ,微环境在肿瘤转移复发中的作

用 ,炎症与肿瘤发生 ,细胞自噬与肿瘤发生发展 ,肿

瘤细胞的可塑性调控 ,肿瘤血管拟态的形成机制 ,代

谢异常与肿瘤发生发展均先后被设立为重点项 目立

项领域 。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是针对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 。重大项目围绕优

先发展领域 ,侧重支持科学基金长期资助基础上产

生的增长点 。重大研究计划则强调结合我国具有基

础和优势的领域进行重点部署 ,凝聚优势力量 ,以实

现若干重要领域和方向的跨越发展 。 年

立项并资助了肿瘤学领域重大项目 “上皮间质转化

在肿瘤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 ” ,资助总经费 万

元 。 年立项的重大研究计划 “非可控性炎症恶

性转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 ” 年来共资助重

点支持项 目 项 ,培育项 目 项 ,总经费

万元 。肿瘤学研究重点项目 、重大项 目和重大研究

计划的立项充分体现了肿瘤学的重要科学前沿 ,并

结合了我国肿瘤学研究已有的积累和基础 ,对推动

肿瘤学前沿领域的稳定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

作用 。

这些肿瘤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在 的持续资

助下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以非编

码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为例 ,自 年获资助

的 项迅增至 年的 项 。宋尔卫和王红阳

课题组分别就非编码 在乳腺癌 、肝癌中的作

用机制研究在 、 , 等杂志发

表论文 , 〕。宋尔卫课题组发现非编码 可通

,̀

泰报厚会血

图

资助年度

一 年科学荃金资助 “肿瘤干细胞 ”及
“非编码 ' ,研究的资助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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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节肿瘤干细胞活性 ,减低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细

胞群体中的比例 ,诱导干细胞分化 ,最终抑制肿瘤的

生长 。这关于非编码 通过调节肿瘤干细胞影

响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创新性发现 年发表在

杂志 迄 今被 引用 次叫 。肿 瘤微 环境

领域的获资助项目数 ,从

年的 项增加到 年的 项 ,呈稳步增长 。

宋尔卫课题组阐明了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相

关信号通路 一 一 与

表达的相关性 ,及其与肿瘤浸润和转移的关系 ,成果

发表于 杂志 。在肿瘤表观遗传学研

究领域 ,尚永丰课题组在子宫内膜癌中发现了多个

受雌激素及他莫西芬共 同调控 的基 因 , 明确 了

基因启动子的去甲基化是雌激素及他莫西芬

上调子宫内膜癌细胞 表达的关键因素 ,研究

成果发表于 召并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鉴于此重要发现 ,尚教授受邀为 。

撰写综述陈 〕。此外 ,该课题组还发现赖氨酸

特异性去甲基化酶

, 是 一 复合体的一个内在亚基 后

者调控 一等多个在乳腺癌 过程中起关键

作用的基因 成果发表在 杂志 。

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促进了肿瘤学人才成长

和学科快速发展

近 年来科学基金资助肿瘤学研究者 人

次 ,其中很多科研人员获得了两次以上的资助 。近

年来科学基金加大了对青年基金的资助率 ,人才项

目的资助项 目数增长高于研究类项 目 图 ,体现

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才战略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科学基金特有的国家

级科研人才培养项 目 , 一 年 ,肿瘤学领域

在该类项目上的资助总体呈稳健增长 ,近 年尤为

明显 图 。共计资助 人 ,其中中山大学 人 ,中

国医学科学院 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

院和第二军医大学各 人 ,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各 人 。这些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成为活跃

在我国乃至国际肿瘤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特别

值得指出的是 ,截至 年 ,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的肿瘤学领域 名优秀青年科学家

中 ,相继出现了王红阳院士 、樊代明院士 、魏于全院

士 、曾益新院士 、尚永丰院士 、詹启敏院士以及张学

敏院士等 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成为

我国肿瘤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 年来肿瘤学领域

共计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项 ,这些群体的带头

人大多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在合作研究中

形成了优秀的研究团队 。

资助年度

图 , , 年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墓金项目资助情况

年科学基金为了加强对创新型青年人才

的培养 ,完善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 ,新增设立了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作为人才项目系列中的一个

项目类型 ,该项 目的设立与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之间可以形成有效的衔

接 ,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快速成长 。 年肿瘤学科

该项目的申报总数为 项 ,共获资助 项 ,资助率

为 肠 ,说明肿瘤学科优秀青年基金这一人才类

项目竞争激烈 。

人才是科研竞争的核心 ,正是由于科学基金设
立了不同层次 、不同强度支持的人才项目类型 ,持续

稳定地支持人才培养 ,已经形成了从青年基金 、优秀

青年基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等人才的培养阶梯式项目

类别 ,造就了一批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重点

项目负责人为核心 、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队

伍 ,并带动了国家其他类型的人才培养计划和重点

科研计划对肿瘤科学的资助 。地区科学基金则稳定

和培养了欠发达地区的肿瘤基础研究人才 ,许多科

研人员多次获得地区基金项 目资助 ,成为该地区的

学术带头人 。在科学基金资助的过程中 ,还培养了

大批的博士后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这为进一步的人

才储备提供了高层次的平台 。

结语

综上 , 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中国肿瘤学

基础研究中 ,以肿瘤学各分支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为

基础 ,在国际重要前沿领域上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中

国肿瘤学研究的进步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培养了一批清跃在国际前沿的肿瘤学研究领军人物
和国内各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相信在支持基础研

究 、坚持自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指导下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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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对肿瘤学的持续稳定资助 ,我国的肿瘤学研 〔〕

究和学科发展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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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对现有教师实行传帮带 ,着力提高申报质

量 。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并非靠数量庞大的教师队伍

一窝蜂地申报项目 ,而应该靠扎实的高水平的项 目
申报 。我校在近些年的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中对

年轻教师实行传帮带 ,由在研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

对初次申报科学基金项目的年轻教师进行一对一的

的申请书撰写辅导并帮助反复修改 ,着力提高申请

书的质量 ,以提高资助率 。

对生命 、医学学科的发展予以政策倾斜 ,促

进两个学科的发展 。对我校涉及生命 、医学学科的

相关学院在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与引进等

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促进相关的科研基地与科研团

队的建设 ,做到数量与内涵建设同步发展 。

营造良性循环的科研生态环境 ,促进基础

研究规律性的增长 。改变以往靠物质奖励来刺激基

金数量增长的观念 ,积极改变科技评价体制 ,营造一

种宽松的良性循环的科研生态环境 ,促进基础研究

规律性 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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