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5

？ 科学论坛 ？

论科学基金法治体系的实现

王 国 骞
＊

郑永和

（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 金委 员 会 政策 局 ，北 京 1 0 0 0 8 5 ）

［摘 要 ］ 党 的 十八届 四 种全会 勾 画 了 依 法 治 国 的 蓝 图 ， 科 学基 金 法 治 体 系 的 实 现 问题是科 学 基

金贯彻 落实 四 中全会精 神 的 具体体现 。 本文结合科 学基金 管理工作 ， 以 科 学立 法 为 前提 ， 严格执 法

为 关键 ，全 民 守 法 为基 础 ， 法律＆ 督为保障 的 思路 ，
提 出 了 实现科学基金 法 治体 系 的基本框架 。

［关键词 ］ 十八届 四 中全会 ； 科学基金 ； 法治体系 ； 实现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 中 国特色社会治 国之重器 ，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 建设 中 国特色社

主义法治体系 和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全面推进依法会主义法治体系 ，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发挥立法的引

治国总 目标 ，其 中
“

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
“

蕴含着 丰富领和推动作 用 ， 抓住提 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

”［ 3 ］ 可

的 内涵 。 正如有学者指 出 的
“

法治体系被摆在首要见 ，立法工作是科学基金法治体 系 的前提要素 。 而

位置表明 ，这是依法治国理论的完善和升华 ，法治体科学基金的立法工作又是以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的实

系 巳经超越了法律范畴 ，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建现这个具有实效意义的 目标展开 的 。 法律的实效是

设将发挥统领性作用 。 法治体系和法律体 系最大的检验法律构建的重要标准 ，是促进法律发展 和 完善

差别 ，就是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制度体系 ，法治体系是的动力 和依据 。 完善的 立法要 经得起实践 的检验 ，

一个立体 的 、 动态 的 、 有机完 整的 体系 ， 把立 法 、 执在实践 上促进 科学 基金管理 才更 能体 现 立 法 的

法 、司法 、守法各个环 节都纳人其 中 ，体现 了法治的价值 。

整体要求 。

”⑴
以
一

种整体和动态的 思维去理解
“

法 1 ． 1 立法规划

治体系
”

的概念对科学基金法治工作贯彻党 的十八良好的立法规划是科学立法的重要基础 。 科学

届 四 中全会精神 具有重要意义 。 本 文尝试通 过立基金的立法规划应当统筹兼顾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中

法 、执法 、守法的逻辑脉络探索回答科学基金法治体的各项立法需求 ，分清轻重缓急 ，注意立法体系 内部

系构建的问题 。的协调性 。 国务 院 《依法行 政实施纲要 》 中 明 确规

正如美 国著名 大法官霍姆斯所言 ：

＂

法律的生命定 ，各部门应当定期对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进行清

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

”［
2
］这成为诸多论述法律理 。

Ｍ
因此 ，法律清理工作是立法规划制定 的重要基

实践著述的圭臬 。 回答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实现 的问础 。 预计到 2 0 1 5 年上半年 ，
2 0 0 8 年制定 的我委部

题本质上可 以 理解为科学基金法律制度 的实效 问门规章体系 中所列的规章基本可 以完成 。 在此基础

题 ，而系统思考法律实效问题需要把制度构建 、法律上 ，调研我委部 门规章体系 7 年来发展变化情况 ， 应

意识 、法律执行 、法律监督等各方面的 内容统筹协调该按照
“

废 、改 、 立
”

的基本原则对我委部 门规章体系

起来 。 本文试图 跳出 单一的对制度构建 的关注 ， 以进行清理 ，尽快完善现有的部门规章体系 ， 以适应新

全方位法律实践的 视角 审视科学基金法治体 系 ， 以的发展需求 。 立法规划还应当对关键领域的立法予

促进法治基金的进
一

步完善和发展 。以关注 。

一 是科学基金项 目 实施 中 的科学伦理 问

1 科榮立 年 ■ 实现 1 科榮甚合牛汝优系的前提题 。 目 前我 国科学伦理立法还处在起步阶段 。 还缺
1

乏
一

部 国家层面的科学伦膽律 。 在缺乏科学伦理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问题上位法的前提下 ，我们应 当结合科学基金管理

题的决定 》 （以 下简称 《决定 》 ） 中 明确指 出 ：

“

法律是实际 ，借鉴国际立法有益经验 ，研究制定科学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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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的科学伦理法律制度 。
二是科学基金资助项立法后评估的对象选择 、基本评估原则 、评估方法 、

目知识产权问题 。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中 的知识产权评估程序 、评估报告 、 评估与立法计划的 衔接等 内

主要包括专利权 、著作权等多种产权 ，各种产权归属容 。 建议我委调研立法后评估的可行性 ，适 时开展

和使用原则存 在很大差异 ， 国家层面的立法缺乏对科学基金规章 的立法后评估工作 。 研究制定部门规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专 门规定 ， 我们需要 与 国家有关章立法后评估管理办法和立法后评估工作 方案 ， 选

部 门积极沟通 ，借鉴美国基金会等 国家知识产权制取部 门规章后评估对象 ，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 ，这对

度 ，为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知识产权做出 合理 的制度于及时完善部 门规章体系 ，实现
“

科学立法
”

目 标 ，提

安排 。 三是科学基金资金管理与审计 。 建议会同财升科学基金规章的实施效果都有重要意义 。

政部推动科学基金 资金使用管理立法 的 同时 ，积极 1土 印加別供甘么吐么＆岁 从 夺姑

与审计署沟通 ，联合进行科学基金资金审计立法 ，确
2 严格执法 ：

实现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的关键

保科学基金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合法性 。
“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

1 ． 2 立法程序施 。

”Ｍ 法律执行是法律实效的关键 ， 因此 ，严格执法

科学基金立法工作程序一般包括草案起草 、 立是实现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的关键 。 法律执行过程中

法工作小组研讨 、征求意见 、立法领导小组审议 以及关键问题是法律执行 的依据和程 序 ， 完备的 法律执

提请委务会议审议等 5 个环节 。 在草案起草 阶段 ， 行程序是法律执行 的保障 。 科学基金法律体 系 中有

我们应当进
一步加强对立法事项 的调研 ，适 当引 入关法律程序的 内 容十分丰富 ， 关键是如何把这些程

第三方立法的工作机制 。 对于立法事项 中 的 重大争序性规定最大限度在法律实施中予以贯彻落实 。

议的问题 ，应当在草案起草阶段前瞻研究 ，保证立法 2
． 1 执法程序

程序的进程 和效率 。 对于 涉及 到 科技人员 权利处《 决定 》中 明确指 出 ：

“

完善执法程序 ，建立执法

置 、关键管理问题等有影响力 的立法 ，在公开征求意全过程记录制度 。 明确具体操作流程 ，重点规范行

见环节 ，应 当加大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的力 度 ；对政许可 、行政处罚 、 行政强制 、 行政征收 、行政收费 、

于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的办法 ， 应当强 化法律专家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 。 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论证会议的程序 ； 尤其是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审核制度 。

”
［

3
］ 执法程序的完备是严格执法 的根本性

十
一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 的决定 ， 新环节 ，程序的公正也是执法效果 的前提性要求 。 科

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了行政诉学基金项 目 从申请到实施的整个流程都有
一

套严格

讼 的受案范围 。 这对行政立法 内容的合法性提出 了的法律程序 ，实践 中运行 良好 。 但是在个别环节上

新 的挑战 ，科学基金立法程序 中 的法律专家论证环还有进一步规范的空 间
，

一是利益 冲突制度 。 健全

节就尤为重要 。 同时还应当加大对科学技术人员 意的利益 冲突制度是评审公正 的起码要求 。 发达国家

见的征集 ，能够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 ，尽量公开征求都有健全的利益冲 突法律制度 。 《条例 》虽然明确规

意见 。 征求意见的范 围应 当涵盖各项立法 中所涉及定了 回避制度 ，但是内容十分概括 ，并 没有系统规定

的利益主体 ，让不同 的主体在立法 中 的声音都得到利益冲突制度 ，这需要我们在执行过程 中进一步完

尊重 。善程序 ，统
一尺度 ， 防止评审 中的

“

寻租行为
”

。 二是

1
．

3 立法评估抽査制度 。 《条例 》明确规定了对项 目 实施情况实行

科学基金
“

科学立法
”

目 标的实现 ，关键是如何抽查制度 ，我委 《面上 项 目 管理办法 》等很多项 目 管

确保所立规章的
“

科学
”

。

“

立法后评估
”

是确保规章理办法都规定了抽查制度 ，但是在具体执行程序上 ，

“

科学
”

的重要保障因 素 。 按照《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我们 目 前只 有审计抽查 ， 而对于项 目 研究实施情况

的规定 ，

“

规章 、规范性文件实施后 ， 制定机关、实施的抽查还缺乏规范的执行程序 。 三是评审专家评估

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

上 ］

目 前从全制度 。 在调研过程 中 ， 很多科学家反映对于那些严

国人大到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后评估成为检验法律法重不负责任 的 评审专 家应 该设计退 出 机 制 ＾ 2 0 1 0

规实施效果的重要举措 。 《条例 》 的立法后评估是 国年 《条例 》后评估报告
［ 5

］

中就指 出 ，评审专家后评估

务院开展 的第 4 部行政法规 的评估 。 我们在配合 国制度的执行力度还有待加强 。 因 此 ，我们还需要建

务 院法制办开展《条例 》后评估过程 中积累 了 

一

定 的立切实贯彻 《条例 》 中评审专家评估制度 的执法程

立法后评估经验 ， 为我委部 门规章层面开展立法后序 ， 以确保评审公正性 。

评估奠定了基础 。 在 国家部委层面 已经有 国土资源 2 ． 2 执法手段

部 、 中 国 民航总局等部委已经制订了 专 门 有关规章合理、有效的执法手段是确保执法效果的重要

评估的办法 ，详细规定了部 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条件 。 我委在科学基金管理中不断开拓新的执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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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为科学基金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 目 前的执法环义 。 古人云
“

徒法无 以 自 行
”

， 完备 的法律制 度离不

节还可 以进
一

步挖掘执法手段 ， 提升执法效果 。 比开实际的实施者 ， 因此 ， 无论是作为执法者还是守法

如行政合同在科学基金管理中还能够发挥更大 的作者 ，法律知识 、法律认识程度都成为法律实际效果的

用 。 行政合 同是现代行政法中较为新型且重要 的
一 重要因素 ，这是

“

全 民守法
”

目 标的基础 。 科 学基金

种行政管 理手段 。 它 以 协商 的方式 提出 要求 和义法律体系 的实施过程涉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

务 ，便于行政相对人理解 ，容易被接受和赞 同 ， 缓和员
、依托单位管理人员 、项 目 申 请人 、项 目 负 责人 、项

了行政执法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对立 。 科学基金资目 参与者 、评审专家等各个主体 ，法律实施若取得预

助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活动 ，应 当尽量弱化行政对期的效果 ，必须在这些主体 中 间形成对科学基金法

立 ， 强调行政协商 。 因此行政合 同是
一

个很好 的选律体系 全面 、深入和 准确的理解和认知 ，这统称为法

择 。 目前可以充分利用行政合同 的思路对项 目计划律意识 ，这是实现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的基础 。

书进行改革设计 ， 比如项 目 负责人变更 、 内容调整 、法律意识是公众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 观点

终止等事项在项 目 计划书 中没有列 明 ，尽管这些 内和 态度的总称 ，是法律实 际状况在公众精神世界 中

容在相应管理办法 中都有规定 ，但是项 目 计划书 中的映现 。 法律意识与 法律制度密切相关 ，

一个 国家

如果能够明确列出 ，便于项 目 负 责人 了解基本 的管的法律制度不仅蕴 涵着法的本体 ，决定 着法 的价值

理要求 ，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执法效果 。 这种以合 同取向 、
法的社会功能和运作机制 ，而且直接决定着公

的方式明确约定资助机构和受资助者权利义务关系民的法律意识 。 反言之 ，任何法律制度 的产生 、发展

的作法在西方 国家很普遍 ， 比如美 国基金会就是使和完善也离不开建立其上的公众法律意识 ，而且 ，法

用的资助合同 。律意识作为人们的
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层建筑 ，

2
．

3 执法评估必然反作用于其赖 以产生的社会法律现实 ， 因而法

自 十八大以来 ，
法 治工作的 重心逐步从注重立律意识的水平提升必将极大地推进社会法律制度 的

法向更加侧重法律实施效果转变 。
因此 ，对于执法改革与完善 。 法律行动则是公众以法律规范为评价

状况进行准确和实时的监控就十分重要 。 针对我 国标准所实施的行为 ，
可 以表现为违法 、守法等方面 。

法律实施效果不 良 的现状 ，很多政府机构都确立 以法律行动受到法律意识的影响 ，法律意识水平 的差

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 即
“

法治异影响法律行动的效果 。 提升法律意识水平对于法

ＧＤＰ
”

，通过定期进行评估和总结 ， 形成年度法治工律行动 以及法律制度 的 实效具有十分重要 的促 进

作报告 。 比如 2 0 1 0 年国土资源部就出 台 《 国土资源作用 。

法律评价报告 （ 2 0 1 0 ） 》 （蓝皮书 ） ，每年 出 版
一份国土法律意识的提升首先需要 良好的 法律认知 ， 也

资源方面年度 法律评估报告 。 2 0 1 4 年
“

法治浙 江
＂

即公众需要具有 良好 的法律知识水平 ， 这是法律意

建设年度报告 （白皮书 ） 出炉 ， 内容涉及
“

宪法实施与识的前提和基础 。 其次需要具有合理的法律选择和

地方立法
”

、

“

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
”

、

“

诉讼与 司法制判断能力 ，这是法律意识水平提升的关 键 。 法律的

度
”

等六方面 。 此外广东省 2 0 1 3 年 以政府令的形式学习 、宣传和教育是提升法律知识水平和判 断能力

发布了 《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积极促进法的重要途径 。 科学基金法律意识水平的提升同样需

治政府指标建设 。 科学基金 的法治工作还缺乏系 统要采取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 。 《条例 》后评估报

的对各个执法环节的 数据跟踪和分析 ，广大科学技告 ［
5
］

中 明确指 出 了 《条例 》宣传力度不足 的 问题 ，这

术人员对于执法效果的认 同程度 、 执法 中存在的 困也是科学基金 法治化必须面对 的 问题 。 法律实践

难和 问题等还有待深入挖掘 。 而更为重要的 是 ， 我中 ，包括部 门规章等
一系 列 的科学基金法律体系下

们还缺乏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和梳理 ， 形成系 统的的法规规章的宣传和教育问题需进
一

步加强 。 培养

总结法治工作实时状况的报告 ， 以利于我们发现执科学基金法治活动 中相关法律主体法律意识 ，促进

法中 的 问题 ，改善执法方式 ，提高执法效果 。科学基金法治化水平的 提升 ，需要着重从法律认知

3 全 民夺夺 ？ 实瑚科荦甚金嗜＆体卒 的某础和法律判 个力 彳亏思、＃ 。

育和培训 ，提升法律 主体知识能力 。 通过编写指导
“

法律 的权威源 自 人民的 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 材料 、 组织宣讲等活动 ，对依托单位 、评审专 家和广

人 民权 益要 靠 法 律保 障 ， 法 律 权 威 要 靠 人 民 维大科技工作者进行教育培训 ， 培养对于科学基金法

护 。

”？
《决定 》中的 这句话与伯尔曼 的那句

“

法律必律制度的热爱 。 实践中我委 曾经组织了许多相关活

须被信仰 ，否则就形同 虚设
”Ｍ

同 出
一

辙 ， 表明 了法动 ， 比如 2 0 0 7 年《条例 》颁布实施后 ， 专 门聘请国务

律信仰对于法治体 系实现 抑或 法律实效的 重要 意院法制办的专家 ，从立法者的角度 ，对 《条例 》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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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背景 、过程 ，具体制度 的立法初衷等进行详细讲中充分肯定了法律监督取得 的成效 ， 同时也指 出 了

解 ，有利于执法和 守法过程 中对法律的把握 。 但是法律监督的不足 。 因 此 ，从法律监督的 主体而言 ，进

上述的培训还缺乏制度性安排 ，如果这样 的法规规
一

步提高法律监督水平 ， 需要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

章培训能够成 为一种 固定的工作机制 ，无疑会更加第
一

，加强监督主体的监督 职责发挥 。 国 家 自 然科

有利于相关主体法律知识水平的提升 。 第二 ，加 强学基金委监督委员 会是科学基金专 门 的监督机构 ，

法律宣传力 度 ， 增加主体 的法律判断能力 。 法律知应当更加充分有效发挥监督委员会在科学基金管理

识是固定的和僵化 的 ，还需要借助于活生生 的法律中 的监督作用 ，确保法律实施 的效果 。 第二 ，提升科

实践才能在公众意识中形成良好的法律判断 。 因此学基金管理者的 自我监督意识 。 基金委 以及依托单

可 以充分利用报纸 、 电视 、广播 、 网络 等各种媒体加位在不同层面上都是科学基金的 管理者 ， 管理活动

强对科学基金法律体系 的宣传 ， 让科技工作者和公中 的 自 我监督有助于法律监督效果 的实现 。 第三 ，

众更加 了解 、关注科学基金法律制度 。 尤其需要加调动广大科学共同体的监督积极性 。 广大科技共同

强对典型案例的 宣传和教育力 度 ，通过违法行为 处体对于科学基金项 目 中的科学问题 ，最具有发言权 ，

罚 、典型案例的警示和教育 ，使得相关主体对法律产调动科技共同体的监督积极性 ，无疑为科 学基金项

生敬畏之心 ， 预防 违法 ，将 违法行为消灭在 萌芽之目 管理法律实施提供 了重要 的保 障 。 第 四 ， 探索完

中 。 同时也可 以通过对典型守法行为表彰和奖励 ， 善普通社会公众的监督机制 。 科学基金是 国家财政

使得相关主体认识到诚实守法带来 的法律利益 ，将的专项款项 ，广大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有 权利对科

法律作为 自 己的
一

种信仰 ，植根于科学基金管理行学基金使用进行监督 ， 因此 ，探索社会公众的 监督机

为之 中 。 实践 中可 以 考虑专 门编撰典型 案例 的教制是科学基金法律监督的重要环节 。

材 ，使得相关主体 对于 法律 判断有更 加感 性 的认从法律监督的 内 容而言 ，科学基金法律制度 的

识 。 实践 中我委 曾经组织翻译 了 《科研诚信 ： 负 责监督既包括法律实施行为 的过程监督 ， 也包括法律

任 的科研行为教程 与案例 》
一书 ，并在部分高校进实施结果的监督 。 具体包括资助项 目 实施 的抽查 、

行 了宣讲 ，取得了 十分明显 的效果 。 但是这毕竞是实施项 目 的 中期检査 、年度项 目进展报告 、资助项 目

国外 的案例 ，如果能够结合科学基金执法的实际编的审计等行为 ，还包括对于评 审专家评审行为 的 监

撰符合科学基金特色的案例教材进行宣讲 ，其效果督 ，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行为 的监 督等 等 。 探索

可能更加显著 。切实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 ，将这些监督行为

．

細 於 听叔 ＾ ｉｍ Ｉ
＇

ｌ？ ｆｉＡ ／ａ＾落到实处 ’形成系统的 、定期 的和深人 的监督工作链
4 规范监督々■学基金法治体 系 的保＿

条 ，贼摊律纖实腿供支撑和保障 。

规范的法律监督是实现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的重综上所述 ，紧密立足科学基金管理的实 际 ，系统

要条件 。 法律实施过程中 ，无论是主体的参与 ，还是思考科学基金法治体系实现问题是科学基金法治工

执法的过程都是法律 的 内在行为 ， 有效的法律实施作在新形势下 ，切实贯彻落实十八大以及三 中 、 四 中

还需要法律监督这样的法律外在行为提供保障 。 在全会精神的基本抓手 ，是不 断提升科学基金治理体

我国法律语境中狭义 的法律监督 ， 专指人 民检察机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 促进科 学基金事 业健康 、稳定 、

关对法律实施过程 中 的监督 ，而广义的法律监督包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 。

括各种主体对法律实施过程的监督 。 比如 四 中全会＆￥ｔ？
决定中 明确规定

“

完善审计制度 ，保 障依法独立行

使审计监督权 。 对公共资金 、 国有资产 、 国有资源和ｔ
ｉ
］ 马怀德 ■ 从

“

法律体系
”

到
“

法治 体系
”

四 中 全会的法 治解读

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贝 任情况头行审计全覆盖 ’

［ ］ 这
［ 2 ］ 霍姆斯 著 ． 冉昊 ， 姚中秋 译 ？ 普通 法 ． 北京 ： 中 国政 法大学

种审计监督本质上就属于一种广义的法律监督 。出版社 ． 2 0 0 6 ．

在科学基金法治体系 中 ，我们应当采用 广义 的［ 3 ］

土
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 治 国若 干重 大问 题 的决定 ． 北

法律监督观 。 从法律监督主体 、监督 内容 、监督程序ｆ二
ｃｏｍ／ 2 ｏ ｉ 4

＿

等方面而言 ，科学基金制度实施 的法律监督应 当是［ 4 ］ 国务院 ． 全 面推 进依 法行政 实 施纲 要 ． 2 0 0 4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

一种多主体联动的 、 涉及内容全面的 、具有严格法律ｇｏｖ ． ｃｎ／ ｚｔｚｌ／ ｙｆｘｚ／ ｃｏｎｔ ｅｎ
ｔ＿ 3 7 4 1 6 0 ．ｈｔｍ

程序 的监督 。 这种监督有利于科学基金法律纖实
［ 5 ］㈣

施过程中将实施者 自 律和他律有机结合起来 ，保障［ 6 ］ｇ罗德 ｄ 
？

伯尔曼 著 ． 贺卫 方 译 ． 法律 与革命 ． 北京 ： 中

科学基金法律制度实施的效果 。
《条例 》评估报告 ［

5 ］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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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在认知 障碍风险因素 的神经机制

及 中 医药防治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阿尔茨海默症 （Ａ ｌｚｈｅｉｍｅ ｒ

＇

ｓｄｉ ｓｅ ａｓｅ ， ＡＤ ）是一种这种降低的模式与多项认知能 力 的损伤密切相关 。

发病机制复杂 的 过程性疾病 ， 轻度认知 障碍 （Ｍｉ ｌｄ由此可见 ， Ｔ 2ＤＭ影 响 了大脑对高负荷 工作记忆任

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ｖｅ ｉｍｐａ

ｉｒｍｅｎ ｔ ，ＭＣＩ）是发展为 ＡＤ 的重要阶务的信息整合 ，这或许就是 ．

Ｔ 2ＤＭ 增加 ＡＤ ／ＭＣＩ 风

段 。 因此 ，通过研究影响 ＭＣＩ 危险 因素的神经机制险 的重 要病 理机制 之
一

Ｃａｅ
，

2 0 1 4
， 3 7

以及中 医药的脑保护作用 ，可为 ＡＤ 的 早期 预警 和（ 1 2 ） ： 3 1 5 7
—

3 1 6 3 ）
。

防治提供重要参考 。在充分考虑了 社区 风险因 素 的前提下 ，课题组

在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的支持下 ， 北京师范大学开展 了
一

系列针对补 肾益智类 中药干预 ＭＣＩ 的脑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 国家重点实验室张 占军教授课影像实证研究 。 研究 发现 ， 补 肾益 智法 可 以 提 高

题组于 2 0 0 8 年启 动了北京社 区老年人认知 能力测ＭＣＩ 患者的记忆力 、 整体认 知 功能 ， 而这些认知能

评和 ＭＣＩ 的筛查 工作 ，发 现北 京社 区 老年 群体 中力 的改善是 药 物通 过 调节 大 脑后 扣 带 （ Ｐｏ ｓｔｅｒ ｉｏ ｒ

ＭＣＩ发病率为 1 5 ． 7 ％（Ｔｈ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 ｎＧｅ ｒｉａ ｔｒ ｉ ｃｓＣｉｎｇｕ ｌａ ｔｅ Ｃｏｒｔｅｘ ，
ＰＣＣ ） 等脑 区 的激活 模式而实 现

Ｓ ｏｃ ｉｅｔｙ ，
2 0 1 2

， 6 1 （ 1 2 ）： 2 1 1 1
—

2 1 1 9 ） ， 通过 建立社的 （ Ｃｗｒｒｅｗ ｆＡ ｌｚｈ ｅｉｍ ｅｒ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2 0 1 4
， 1 1 （ 5 ） ：

区认知老化常模 ， 描绘 了不同认知功能随年龄下降 4 8 4
— 4 9 3 ） 。 该研究结果发表后 ，得到 医学生物学综

的 轨 迹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ｌｚｈｅ ｉｍｅｒ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
， 2 0 1 4

 ，1 1合服务 系统 Ｆ 1 0 0 0 的推荐 。 专家认为 ， 通过 中 医药

（ 8 ） ： 8 0 6
—

8 1 6 ） 。 课题组 同 时发 现 ＩＩ 型 糖 尿病防控 ＭＣＩ 的脑影像学研究 ，可为评价 中 医药疗效提

（Ｔｙｐ ｅ 2ｄｉ ａｂｅ ｔｅｓｍ ｅｌ ｌｈｕ ｓ ，
Ｔ 2 ＤＭ ）是影响社区老年供较为客观的神 经影像学指标 ，这种行为与影像学

人群认知障碍 的主要危险 因素 ，通过功能磁共振成结合的方法可 能是 中药药效评价 的一种重要研究

像研究 ，发现 Ｔ 2ＤＭ 患者存在 以髓鞘脱失为主的 白范式 。

质微结构的 广泛损 伤 ， 这种 损伤在胼胝体 、左侧 内以上系列研究均得到了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囊 、外囊白 质纤维束尤为显著 ，且部分脑 区 白质完整 （ 3 0 8 7 3 4 5 8 、 8 1 1 7 3 4 6 0 ） 的连续资助 。

性下降与执行诸 能损伤 密切相关 2 0 1 4
，

6 3 （ 1 1 ）
：
 3 5 9 6

—

3 6 0 5 ） 。 在 随后 的工作记忆任务 的 （ 医 学科 学部何伟 明 霍名 赫

功能磁共振研究发现 ，
Ｔ 2ＤＭ 患者在应对高负荷 的毕 明 刚 刘 运芳 韩 立炜 供稿 ）

工作记忆任务时 ，大脑有更多的额叶功能活动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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