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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浙江省农科院”）
是浙江省政府直属的综合性、纯公 益 类 农 业 科 研 机

构，下设有１６个研究所，主 要 承 担 农 业 基 础 与 应 用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兴农服务，近百年来发挥

着浙江 省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主 力 军 的 作 用。“十 五”以

来，浙江省农科院逐步提高了对农 业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的重视力度，全院农业基础研究与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进

入了一个快速、稳定的发展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立项数和资助额在全国省级

农科院中连续多年名列第二。本文统计和分析了浙

江省农科院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 间 获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的学科分布概况，探讨了科学基金 对 浙 江 省 农 科 院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作用。并对浙江省农科院

今后如何依托科学基金进一步提升学科结构和实力

以更好的支撑浙江农业发展提出思考。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浙江省 农 科 院 获 得 科 学 基

金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概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 期 间 浙 江 省 农 科 院 共 有２２６个

项目获得科学基金的资助。按阶段划分可发现以下

三个规律：首先，资助项目数显著递增。从“十五”期

间的１９项，增至“十一五”期间的５８项［１］，进一步增

至“十二五”期间的１４９项，表明此 阶 段 全 院 基 础 科

研实力不断增强，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 的 能 力 逐 步 提

高。其次，学科多样性显著增加：“十五”期间受资助

项目仅涉及生命科学部的９个一级学科（二 级 学 科

１１个），“十一五”期间一级学科增至１３个 （二级学

科２７个），且学部分布上首次从 生 命 科 学 部 拓 展 到

化学科学部和地球科学部；“十二五”期 间 学 科 领 域

进一 步 拓 展，一 级 学 科 增 至１７个 （二 级 学 科５２
个），且在生命、化学和地球科学部的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到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医 学 科 学 部，表 明 全 院

学科布局日趋完善。再 次，从 学 科 构 成 的 动 态 变 化

上看，生态学、动物学及遗传学等 学 科 自 进 入“十 一

五”后比重开始显著下降；微生物学（植 物 病 毒）、农

学基础与作物学及植物保护学等院传统优势学科自

进入“十二五”后比重开始显著下降；而 园 艺 学 与 植

物营养学、畜牧学与草地科学等 传 统 学 科 的 比 重 自

进入“十一五”后显著提高；食品科学的 比 重 自 进 入

“十二五”后显著提高；且逐步增加了环境化学、植物

学、林学、兽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表１）。目前全院

已逐步形成了以植物病理、遗传 和 育 种 等 传 统 优 势

学科为基础，辅以植物资源、结构、分类、营养、栽培、

生理、生化、生态、生防等 紧 密 相 关 学 科 的 较 完 整 的

学科群，基 本 涵 盖 了 除 水 产、茶 叶 外 大 农 业 的 各 个

领域。

２　科学 基 金 促 进 浙 江 省 农 科 院 科 技 创 新 能

力持续增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衡量各科研单位基础研

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 指 标，对 成 果 产 出、人 才 培 养、

学科建设等起到了关键的推动 作 用。“十 五”以 来，

浙江省农科院在科学基金的连 续 支 持 下，农 业 科 技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农业基础研究人才培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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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浙江省农科院获得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

学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立项数 占比（％） 立项数 占比（％） 立项数 占比（％）

Ｂ０７环境化学 ３　 ５．２　 ４　 ２．７

Ｃ０１微生物学 ２　 １０．５　 ６　 １０．３　 ９　 ６．０

Ｃ０２植物学 ２　 ３．４　 １１　 ７．４

Ｃ０３生态学 １　 ５．３　 １　 １．７　 ２　 １．３

Ｃ０４动物学 ２　 １０．５

Ｃ０５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１　 １．７　 ２　 １．３

Ｃ０６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３　 １５．８　 ２　 ３．４　 ３　 ２．０

Ｃ０７细胞生物学 １　 １．７　 １　 ０．７

Ｃ１３农学基础与作物学 ５　 ２６．３　 １３　 ２２．４　 ２０　 １３．４

Ｃ１４植物保护学 ３　 １５．８　 １１　 １９．０　 １９　 １２．８

Ｃ１５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１　 ５．３　 ８　 １３．８　 ３１　 ２０．８

Ｃ１６林学 ３　 ２．０

Ｃ１７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１　 ５．３　 ５　 ８．６　 １３　 ８．７

Ｃ１８兽医学 ６　 ４．０

Ｃ２０食品科学 １　 ５．３　 ３　 ５．２　 １６　 １０．７

Ｄ０１地理学 — — ２　 ３．４　 ７　 ４．７

Ｅ０８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 — — — — １　 ０．７

Ｈ２８中医学 — — — — １　 ０．７

合计 １９　 １００　 ５８　 １００　 １４９　 １００

　　＊ 数据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间我院科学基金项目统计。

效显著；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及学科建设稳步推进。

２．１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

农业基础研究 是 农 业 科 学 之 本 和 技 术 之 源，农

业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浙江省农科院科技创新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院创新性 科 技 成 果 产 出 的

重要支撑。科技论文作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成果的主要表现方式，其数量、质量及影响力是对一

个单位基础研究能力和绩效的重要评价。“十五”以

来，主要依托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资 助 和 实 施，全 院 基

础研 究 的 一 系 列 科 研 成 果 得 以 在 包 括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
ｎｅｔｉｃｓ、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ＰＮＡＳ、ＩＳＭＥ、Ｐｌｏ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等ＳＣＩ收录期刊上发 表。据 不

完全统 计，浙 江 省 农 科 院 近 年 以 第 一 单 位 发 表 的

ＳＣＩ论文数量 一 直 领 先 于 全 国 省 级 农 科 院 系 统，且

在数量显著增加的基础上，“十二五”以来 影 响 因 子

（ＩＦ）３以上的ＳＣＩ论文比重大幅提高（图１）。根据

ＥＳＩ数据库２０１５年５月公布的数据，浙江省农科院

院十年来植物学与动 物 学 领 域 以 论 文 数 量３１３篇、

总被引次数２　２０７次、篇均被引７．０５次跻身 ＥＳＩ全

球前１％，在中国大陆３７所进入该领域ＥＳＩ全球前

１％的科研机构中居第３２位，也 是 全 国 省 级 农 科 院

中首次有学科领域入选的单位，客 观 反 映 了 全 院 相

关领域的学术水平及国际影响力。

持续开展前瞻性的基础研究使全院基础研究论

文得以有效积累的同时，也使得 一 大 批 具 有 引 领 性

的基础科研成果得以 源 源 不 断 的 产 出。十 五 以 来，

全院共有１８６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包
括７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和１８项 省 科 学 技 术

奖一等奖。其中５０余项由基础性研究成果获得，包
括４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９项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有效提升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与储备能力的同时，部 分 成 果 在 服 务 于 浙

江乃至国 家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正 日 益 显

露，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３］。



　

　４６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图１　浙江省农科院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发表ＳＣＩ论文概况

２．２　农业基础研究人才培育成效显著

浙江省农科院一直重视农业基础研究型人才的

培养：一方面，近十年来大 力 引 进 高 层 次 人 才，尤 其

自２００４年起院明确规定引 进 人 才 中 坚 持 以 博 士 为

主［４］。据统计，２００５以 来 共 引 进 博 士 以 上 人 才２８８
人，包括学科带头人２１人、科研骨干２４人、博士（含

进站博士后）２４３人，整体提高新进人员的素质与学

历层次；另一方面，全院通过实施“创 新 能 力 提 升 工

程”、“前瞻性研究项目”和“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

院选基础研究性项目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与此

同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其

完整的资 助 链 对 于 稳 定 浙 江 省 农 科 院 基 础 研 究 队

伍，培养和造就科研骨干及领军人 才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的作用。以植物病毒学 专 家 陈 剑 平 研 究 员 为 例：

他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 共６次 获 得 科

学基金资助，涵盖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专项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借以系

统地开展了植物病毒和病毒病防 治 研 究 工 作，为 我

国植物病毒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相 关 成 果 以 第

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４项，部 省 科 技

进步一、二 等 奖８项，其 本 人 也 分 别 于２０１１年 和

２０１２年当选为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科 学

院院士，可谓是科学基金 培 育 英 才 的 典 型 案 例。对

于近年新引进青年科技人才，他们 已 成 为 申 报 和 主

持科学 基 金 尤 其 是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的 主 群 体。据 统

计，２００５年以来的新进人员中，１０３人已获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２０人获面上项目资助，其中５８人晋

升高级职称。以植物营养与发育分子生物学学科带

头人易可可研究员为例，其先后承 担 了 包 括 青 年 科

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和优秀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在

内的４项科学基金项目，其本人于２０１２年入选中组

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２０１３年科技部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有代表性地显示 了 科 学 基 金 在 培 育

跻身国际科学前沿的优秀学科带头人方面的独特作

用和显著成效。同时，科 学 基 金 对 于 全 院 农 业 科 技

创新团队的建设和提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

院目前拥有国家级创新团队１个，农 业 部 创 新 团 队

１个，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８个，院科技创新团

队１０个（表２）。其中５０％以 上 团 队 的 带 头 人 都 曾

承担过科学基金项目，依托科学 基 金 开 展 的 基 础 性

研究工作对于提升团队的研究深度和支撑团队的可

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３　学科建设稳步推进

“十五”以来，立足于浙江农业实际，浙江省农科

院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标准化研究所建设，通过合并、

拆分、新建等方式，将原来按传统农业设置的研究所

整合为１５个研究所和３个种业公司，实现了与浙江

表２　浙江省农科院创新团队一览表

类别 数目 名称

国家级 １ 植物病毒与病害防控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农业部 １ 植物病毒与病害防控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省级　 ８ 蔬菜、食用菌、植物病毒与 组 培、果 品、畜

禽健康养 殖、农 产 品 安 全 标 准 与 检 测 技

术、旱作粮油、蚕桑

院级 １０ 大豆新品种选育、水稻辐射育种、红 壤 综

合改良利用研究、油菜新品种选 育、梨 种

质创新与推广、海涂改良利用研 究、畜 禽

营养与健康养殖研究、真菌病害 研 究、植

物病毒与组培研究、番茄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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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格局的对接。“十一五”期间，经过充实、调整

和完善，加强了农产品质 量 标 准、农 业 生 态 环 境、食

品科学等相关学科，并新建了数字农业研究所。“十

二五”以来，进一步对院１６个研究所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学科进行顶层设计和结构优化。经过十多年的学科

结构调整，浙江省农科院学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院本部现有学科组１０３个，形成了农产品有效供给、

农产品安全、农业生态安全三大方 向 的 学 科 总 体 格

局，涵盖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研究领域。统计表明，

其中的６２个学科组承担有科学基金项目，学科组内

１／３以上成员获得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的 有３８个，１／２以

上成员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有１８个，这些项目对于

学科组开展初期、持续、系统和深人的研究起到了重

要推动作用，有效支撑了浙江省农 科 院 传 统 学 科 的

深入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以陈剑平院士 领 导 的 植 物 病 毒 课 题 组 为 例，在

科学基金的早期和持续资助下，在 国 际 上 率 先 针 对

我国五种 粮 食 作 物 及 重 要 经 济 作 物 病 毒 的 介 体 传

毒、病毒致病、病 毒—寄 主 互 作、寄 主 抗 病 及 脱 毒 和

抗性种质创制与利用等一系列领 域 开 展 研 究 工 作，

借助相关基 金 项 目 获 得 了 一 批 标 志 性 成 果（表３），

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学科领域，其所在的浙

江省植物有害生物防控 重 点 实 验 室 于２０１０年 被 科

技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并于２０１２年

在科技部评估中获得浙江省唯一的优秀培育基地。

科学基金引领和支撑该学科各研究方向的发展

脉络可概述如下：针对真菌传麦类（大麦、小麦、燕麦

等）病毒，在４项科学基金项目及２项省科学基金项

目的支持下，从禾谷多粘菌介体内 先 后 发 现 了２种

大麦病毒粒子，提供了真菌传播植 物 病 毒 的 直 接 证

据；鉴定了由禾谷多粘菌传播的３种 麦 类 病 毒 基 因

组中控制禾谷多粘菌传播特性的 基 因 片 段，解 决 了

长期以来国内外未能解决的该类 病 毒 突 变 的 难 题；

探明世界范围内由禾谷多黏菌传播的麦类病毒共有

９种，分属于２属，其 中 我 国 发 生４种，明 确 了 两 个

属病毒的亲缘和分类关系、在世界 范 围 内 分 布 及 寄

主范围，基因 组 序 列 及 结 构、血 清 学 特 性 以 及 抗 原

决定簇差异。有关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２项 及 部 省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４项、二 等 奖１项。

针对水稻条纹病毒（ＲＳＶ），在明确了浙北 地 区 暴 发

的水稻病毒病由ＲＳＶ引起并首次 完 成 其 全 基 因 组

测序及基因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２００８年度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进一步在２项科学基金项目及１项

省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开展其致病机制及与寄主

互作研究。针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ＲＢＳＤＶ），在澄

清了我国发生的危害严重的水稻黑条矮缩病和玉米

粗缩病是由ＲＢＳＤＶ引起并测定其全基因组序列的

基础上（２００３年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２００４年国家科

表３　浙江省农科院植物病毒与病害防控生物技术创新团队

研究方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相关成果获奖情况

真 菌 传 麦 类（大

麦、小 麦、燕 麦）
病毒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各１项，１９９６年度专项基金项

目１项，１９９９年度面上项目１项

２０００年 度 一 般 项 目１项，２０１５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项

１９９８年农 业 部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浙 江 省 科

技进步 一 等 奖，２００１年 浙 江 省 科

技进步二等奖。

水稻条纹病毒 ２０１１年度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１
项，２０１２年度面上项目１项

２０１５年度重点项目１项 ２００８年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水 稻 黑 条 矮 缩

病毒
２０１０年 度 面 上 项 目１项，２０１３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项

２００５年度重点项目、专项项目各

１项，２００９年 度 一 般 项 目１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度 青 年 科 学

基金项目共４项

２００３年浙 江 省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２００４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水稻白叶枯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 度 青 年 科 学

基金项目各１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度 重 点 项 目 各１
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一般项

目各１项

线状植物病毒 ２００２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杰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各１
项，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度 面 上 项 目 各

１项

２００３年度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各

１项
２００７年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一 等 奖、
２０１４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４７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技进步二等奖），进一步在２项科学基金项目及７项

省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针对该 病 毒 基 因 功 能、毒

质组成与形态建成、病毒蛋白与寄主互作、病毒与介

体昆虫关系等领域开展致病机制研究。针对水稻白

叶枯病，在３项科学基金项目及５项 省 科 学 基 金 项

目的资助下，对来源于疣粒野生稻 的 广 谱 高 抗 白 叶

枯病新种质进行抗性基因的定位、克隆、抗病机理研

究及抗病 种 质 应 用。针 对 我 国 经 济 作 物（粮 食、蔬

菜、花卉和药用植物等）上发生的 线 状 植 物 病 毒，在

四项科学 基 金 项 目 及 两 项 省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资 助

下，在国际上率先针对其开展分子 鉴 定 和 基 因 组 学

研究工作。有关成果获２００７年省科技一等奖、２０１４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科学基金 对 浙 江 省 农 科 院 植 物 代 谢 与 基

因工程、动物生物工程，作 物 分 子 育 种、植 物 营 养 与

肥料、食品物流与质量控制等优势 学 科 领 域 的 发 展

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３　对发展我院科学基金工作的总结与思考

３．１　把握省级农业科研院所科学基金工作的定位，
夯实应用基础研究

　　面对当前我国农业资源日益 稀 缺、资 源 品 质 日

益下降、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劣以 及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疾患频发等农业发展现状，发展 高 效 生 态 的 现 代

农业已成为全国农业的发展战略。浙江省作为我国

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在现代 农 业 的 发 展 道 路

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农科院作为浙江省农

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为浙 江 现 代 农 业 的 发

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 技 支 撑。其 中，依 托 科 学 基

金开展的农业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基础研究工作，
在极大地促进浙江省农科院传统和特色学科的稳固

及新兴学科的发展的同时，更是在 重 点 和 难 点 领 域

为全省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知识 储 备 和 智 力 支 持。
“十三五”及以后，我院应继续秉承省级农 业 科 研 院

所围绕应用研究的理论需求开展 基 础 研 究 的 宗 旨，

精准定位及选题，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支撑作用。

３．２　当前学科对院依托科学基金开展基 础 和 应 用

基础研究的限制

　　面对浙江省乃至全国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科技

的急速增长的需求，就开展基础和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而

言，全院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当前全院虽已围绕农

产品有效供给、农产品安全、农业生态安全三大板块

进行学科设计布局，不断进行学科优化和调整，但农

产品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两个板块内的大部分学科

组规模 整 体 偏 小，以４—６人 为 主，３人 以 内 的 学 科

组占 总 数 的１／３，难 以 形 成 学 科 发 展 及 基 础 研 究 的

核心竞争力；二是很多交叉学科 和 新 兴 学 科 的 前 沿

基础研究积累不够，如农产品安 全 板 块 的 多 数 学 科

组虽然科学基金的申报量大但 立 项 率 偏 低，而 数 字

农业及设施农业相关学科组多数甚至尚未承担过科

学基金项目，由此缺乏可持续发展后劲；三是部分相

关学科间的协同创新度不够高，如（水稻、油菜等）作

物遗传育种学科，其传统育种学 科 组 与 分 子 育 种 学

科组间尚没有实现有效的资源 共 享 和 优 势 互 补，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双方的发展进度。

３．３　借助院财政专项，优化学 科 布 局，提 升 争 取 科

学基金的竞争力

　　建议以院财政专项为依托，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精

心谋划学科布局，通过提高院基 础 和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的辐射度和深度来增强争取科 学 基 金 的 竞 争 力：一

是对传统学科的优化提升，以传统育种为例，建议通

过院财政专项对院内育成的推广和效益突出的优良

品种配套相应的基础研究课题，资 助 其 前 期 开 展 机

理和机制研究；二是借助院选项 目 重 点 关 注 和 扶 持

一批基础研究积累较薄弱的新 兴 学 科，如 农 业 生 态

安全板块相关的农田生态环境 保 护 与 修 复、农 业 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及农产品安全 板 块 相 关 的 农 产 品

有害物（农药、兽药、重金属等）积累规律、致毒机理、
风险评估等领域，帮助其着眼前沿夯实基础；三是根

据浙江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亟
需扶植一批院内尚未组建或规模偏小的交叉学科，如
农业与信息技术交叉的数字农业相关领域（包括农业

大数据与云计算、传感器与物联网、农业遥感、农业模

型等）、农业与工业技术交叉的设施农业相关领域（农
业机械和设备、设施栽培）及农业与材料技术交叉相

关领域（节水绿色环保材料、农业纳米技术与功能制

品等）学科，开拓科学基金的可申报领域。

致谢　本文工作受到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 目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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