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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
全面落实新时代对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发展提出的

新要求.坚持“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

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战略定位,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

干意见»,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

理,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

突破.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

金委)«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要

求,切实加强廉洁风险防控,全面规范评审流程,不
断改进项目评审工作,做到“科学、公正、规范”,推动

科学基金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１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金项目受理、评审及资助

概况

１．１　项目申请情况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在集中受理期共受理项

目１５３６３项,相比２０１７年度增加９５９项,增长率为

６．６６％(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项目申请的主要特点:
(１)申请量增幅情况

相比２０１７年,全委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合计平均增幅为１２．７０％,
数理科学部三类项目合计增幅为８．０８％,低于全委

的平均增幅.
(２)青年科学基金与面上项目申请量的对比

情况

数理科学部合计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也

低于面上项目申请量.
(３)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面上项目申请量占比最高的年龄段为３６—４０
岁,达到３７．７４％;３１—３５岁和４１—４５岁年龄段的

申请量占比也很高.４５岁以下年龄段的申请量占

比达７５．００％,比２０１７年度的７２．９０％高出２．１０％,
详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及与２０１７年度的对比

科学处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其他项目合计 合计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率
(％)

数学 １６２５ １８３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７１ ３４４ ３９７ 　３５５ 　４３５ ４３３９ ４７３８ 　９．２０

力学 １２７３ １４４４ １１４１ １２１０ ９１ １１７ ２８４ ３８１ ２７８９ ３１５２ １３．０２

天文学 ２９８ ３８４ ３２８ ３３２ ３６ ３３ ２８５ １５１ ９４７ ９００ －４．９６

物理I １５１６ １６４５ １４３７ １４１９ １９６ ２３２ ３４４ ４２３ ３４９３ ３７１９ ６．４７

物理II １０９２ １２３６ ９７８ １０２２ ９１ ９１ ６７５ ５０５ ２８３６ ２８５４ ０．６３

合计 ５８０４ ６５４４ ５８９９ ６０５４ ７５８ ８７０ １９４３ １８９５ １４４０４ １５３６３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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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０ 合计

人数 ４６ １０９１ ２４７０ １３０１ ６６５ ６６５ ２２７ ７９ ６５４４

占比(％) ０．７０ １６．６７ ３７．７４ １９．８８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６ ３．４７ １．２１ １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项目按隶属关系申请分布情况

项目类别 科目
教育部 中科院

部门

工、交、农、医、国防等部门 各省、自治区、市(直)
合计

面上项目 项目数 ２０１９ ９８４ ９３０ ２６１１ ６５４４
比例(％) ３０．８５ １５．０４ １４．２１ ３９．９０ １００

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数 １０７１ ６９４ ９６１ ３３２８ ６０５４
比例(％) １７．６９ １１．４６ １５．８８ ５４．９７ １００

　　(４)项目申请按隶属关系分布情况

２０１８年度集中受理项目按隶属关系分布如表３
所示,其中:

隶属教育部的依托单位:面上项目申请量占比

为 ３０．８５％,低 于 ２０１７ 年 度 的 申 请 量 占 比

(３２．８６％);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量占比为１７．６９％,
略低于２０１７年度的申请量占比(１７．７８％).

隶属中国科学院的依托单位:面上项目申请量

占比为１５．０４％,略低于２０１７年度的申请量占比

(１５．３７％);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量占比为１１．４６％,
也低于２０１７年度的申请量占比(１２．１７％).

(５)项目申请按性别分布情况

表４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项目按性别申请分布情况

项目类别
女性

项数

女性

比例(％)
男性

项数

男性

比例(％)

面上项目 １１８９ １８．１７ ５３５５ ８１．８３
青年基金项目 ２４３３ ４０．１９ ３６２１ ５９．８１
地区基金项目 ２０６ ２３．６８ ６６４ ７６．３２

　　表４给出了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按性别申请分布情况.其中,面上

项目女性占比为１８．１７％,高于２０１７年度的女性占

比 (１６．７５％);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女 性 占 比 为

４０１９％,也高于２０１７年度的女性占比(３９．５５％);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女性占比为２３．６８％,低于２０１７
年度的女性占比(２５．３３％).

１．２　项目初审情况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有１６７个项目不予受理,
占总申请数的１．０９％.学部受理了２３项复审申

请,各科学处对提出复审申请的项目再次严格审核,
判断是否符合复审条件,经核实对其中１项重新发

送同行评议,其余均维持原初审意见.

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请人或主要参与

者申请超项;未按指南要求填写附注说明;申请书缺

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简历;重点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无英文申请书或合作协议等附件材料;
无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

信;博士后申请人无依托单位书面承诺函;在职研究

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未

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与公章不一致;申请人还未正

式入职项目依托单位;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

息不一致;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基

本信息表中人员姓名不一致;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

南资助范畴等.

１．３　项目资助情况

(１)面上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项目申请６５４４项,
相比去年增长１２．７５％,不予受理项目３８项.经评

审,资助项目１７４３项、直接费用１０４６４０万元,平均

资助率为２６．６４％,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６０．０３万元/
项,资助率和资助强度相比去年都略有下降(表５).

(２)重点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项目申请３１１项,相
比去年增加１０．６８％,不予受理项目１７项.经评

表５　数理科学部面上项目资助项目按科学处分布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４８９ ２５４２８ ５２．００ ２６．６５
力学 ３８３ ２４２４７ ６３．３１ ２６．５２
天文学 １０３ ６５０４ ６３．１５ ２６．８２
物理I ４３８ ２７６３８ ６３．１０ ２６．６３
物理II ３３０ ２０８２３ ６３．１０ ２６．７０
合计 １７４３ １０４６４０ ６０．０３ ２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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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重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１７ ４２５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７．７８
力学 １９ ５９５０ ３１３．１６ ２１．８４
天文学 １０ ３１４０ ３１４．００ ２７．７８
物理I １８ ５６４０ ３１３．３３ ２５．７１
物理II １６ ５０２０ ３１３．７５ ２１．９２
合　计 ８０ ２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７２

审,资助项目８０项、直接费用２４０００万元,平均资助

率为２５．７２％,平均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３００万元/
项.(表６)

(３)重大项目

数理科学部主动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要

求,聚焦科学发展前沿,围绕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和重大科研

成果,加大对重大项目的资助力度,将重大项目资助

从５项增加到６项,直接费用由１００００万元调整到

１２０００万元.在重大项目立项过程中遵循“在充分

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科学问题,重视学科交叉,
强调有限目标、有限规模,切实提高资助强度”.根

据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遴选,通过了“几何结

构与拓扑不变量”、“介观尺度结构超滑力学模型与

方法”、“先进材料跨尺度力学行为的理论体系、测量

技术及标准规范研究”、“基于大规模光谱巡天的若

干宇宙结构前沿问题研究”、“微结构材料中声子的

调控及其在超导量子芯片中的应用”和“量子色动力

学的相结构和新颖拓扑效应研究”六个重大项目立

项建议,拟资助直接费用１２０００万元.经评审,资助

项目六项、直接费用１１７２２．５０万元,上述六个重大

项目资助直接费用分别是１９５０万元、１９５０万元、

１９６６元、１９６６．５万元、１９４４万元和１９４６万元.
(４)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共受理３个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申请以及开展相关的资助工作.
“湍流结构的生成演化及作用机理”重大研究计

划第二个评审年度:本年度共接收申请项目５２项,
其中培育项目３４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８项.经评审,
资助２４项,直接费用４５４９万元,其中培育项目１７
项、直接费用１６８９万元,重点支持项目７项、直接费

用２８６０万元.
“新型光场调控物理及应用”重大研究计划第二

个评审年度:本年度共接收申请项目１０９项,其中培

育项目７３项、重点支持项目３６项.经评审,资助３０
项,直接费用５０００万元,其中培育项目２１项、直接

费用１６９０万元,重点支持项目９项、直接费用３３１０
万元.

“精密测量物理”重大研究计划第六个评审年

度:本年度共接收申请项目４９项,其中培育项目４５
项、集成项目３项、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项目１项.
经评审,资助１０项,直接费用２１００万元,其中培育

项目６项、直接费用４８０万元,集成项目３项、直接

费用１２７０万元,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项目１项、直
接费用３５０万元.

(５)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２９份申请,不予受

理３项.根据通讯评审情况,７人到会答辩,确定资

助５项、直接费用１２００万元.
(６)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各类联合基金项目

申请８１６项,不予受理３５项.经评审资助项目２２７
项、直接费用２１１２０万元,详细情况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联合基金名称 项目类型 申请数 资助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NSAF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９２ ３９ ２４１８ ６２．００ ４２．３９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７ １７８２ ２５４．５７ ６３．６４

天文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６０ ３８ ２０３５ ５３．５５ ２３．７５

重点支持项目 ４３ １１ ３００５ ２７３．１８ ２５．５８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３９３ ９３ ５０４０ ５４．１９ ２３．６６

重点支持项目 ８４ ２０ ５０４０ ２５２．００ ２３．８１

空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２９ １６ ７６５ ４７．８１ ５５．１７

重点支持项目 ４ ３ １０３５ ３４５．００ 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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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申请６０５４项,相比

去年增长２．６３％,不予受理４５项.资助项目１７４８
项、直接费用４３６３０万元,平均资助率为２８．８７％,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２４．９６万元/项(表８).

表８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５９８ １４１４１ ２３．６５ ２８．８７

力学 ３４９ ８８８４ ２５．４６ ２８．８４

天文学 ９６ ２５１６ ２６．２１ ２８．９２

物理I ４１０ １０５２３ ２５．６７ ２８．８９

物理II ２９５ ７５６６ ２５．６５ ２８．８６

合计 １７４８ ４３６３０ ２４．９６ ２８．８７

　　 (８)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申请８７０项,相较去

年增长１４．７８％,不予受理９项.资助项目１７５项、
直接费用６９９０万元,平均资助率为２０．１１％,直接

费用资助强度为３９．９４万元/项(表９).

表９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处 项数
直接费用
(万元)

直接费用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数学 ７８ ２９５１ ３７．８３ １９．６５

力学 ２４ ９９２ ４１．３３ ２０．５１

天文学 ７ ２９７ ４２．４３ ２１．２１

物理I ４７ １９８８ ４２．３０ ２０．２６

物理II １９ ７６２ ４０．１１ ２０．８８

合计 １７５ ６９９０ ３９．９４ ２０．１１

　　(９)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６３７份申请,相较去

年增长１３．１４％.经科学部部务扩大会议讨论投

票,推荐６８人到会答辩,资助项目４７项、直接费用

６１１０万元,资助率为７．３８％.

(１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３５３份申请,相较去

年增长１３．５０％,不予受理１项.经科学部部务扩

大会议讨论投票,推荐４０人到会答辩,资助项目２５
项,直接费用８１２０万元,资助率为７．０８％.

(１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创新群体项目共接收３４份

申请.经科学部工作会议讨论投票,推荐１０人到会

答辩,经专家组会议评审,资助项目５项、直接费用

４９３５万元,资助率为１４．７１％.
(１２)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海外及港澳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项目申请３０份,其中两年期资助项目

２３份,延续资助项目７份,不予受理６项.资助７项

两年期资助项目、直接费用１２６万元,资助２项延续

资助项目、直接费用３６０万元.
(１３)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共接收申请７９项,其中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６７项,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委推荐)１２项,不予受理２
项.经科学部工作会议讨论投票,推荐１５个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到会答辩,资助１０
项、直接费用７３０３．２４万元;经数理科学部第七届专

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投票推荐５个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委推荐)参加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专家委员会评审,所有项目均未获得

资助.

２　２０１８年重点把握和推进的工作

２．１　扎实推进研究方向、关键词完善和通讯评审智

能指派工作

　　研究方向和关键词是通讯评审计算机辅助指派

的基础性工作.通讯评审辅助指派是申请书的研究

方向和关键词与评审专家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进行

相互匹配的过程,制定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准确

性和科学性、申请书和评审专家信息(包括研究方向

和关键词)填写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通讯评审辅助

指派工作的成效.

２０１８年３月底前,各科学处根据信息中心反馈

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使用情况,对ISIS系统中各学科

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进行了维护和更新;各科学处

通知通讯评审专家维护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以保证

通讯评审辅助指派工作的进一步有效开展.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学部使用系统中“辅助指派”功
能的情况统计如表 １０ 所示,统计的项目范围为

２０１８年集中接收的项目类型.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数
理科学部在指派项目、使用专家以及指派评议三个

方面的“辅助指派”效果均有较大提升,占比分别增

加１８．３７％、２２．６４％和３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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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度数理科学部使用“辅助指派”功能的统计情况

年度
指派项目情况 使用专家情况 指派评议情况

总数 辅助指派 占比(％) 总数 辅助指派 占比(％) 总数 辅助指派 占比(％)

２０１７ １４１９１ １１５２９ ８１．２４ ５９７１ ４４６９ ７４．８５ ５９１３１ ３６０７５ ６１．０１

２０１８ １５１２８ １５０６９ ９９．６１ ６３７４ ６２１４ ９７．４９ ６３６４４ ６２０７１ ９７．５３

２．２　数理科学部项目评审管理工作改革

根据基金委统一要求,自２０１８年度起数理科学

部改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推荐答辩人方

式,从聘请专家召开会议的推荐方式改为科学部办

公会议推荐.以更好地协调各学科方向人才培养,
保障基础学科健康发展.

根据中央巡视精神,基金委重大项目立项建议

推荐方式从科学处组织专家酝酿改为面向科技界公

开征集.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第一次面向数理领域

征集重大项目立项建议,经过通讯评审,由科学部部

务扩大会议推荐到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遴选.

２．３　遵循水平优先、兼顾统筹、激励创新的评审

原则

　　评审中重点考察项目的创新性、学术价值和研

究方案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促进学科均衡、协调

发展的角度来把握统筹的原则.
(１)学科发展类或学科布局需要资助的项目

主要资助研究领域重要但国内现有基础薄弱,
或有发展前景但目前研究基础薄弱,或从国家长远

发展角度看需要维持但目前处于消亡状况的学科或

领域.这类项目可能通讯评审意见相对较弱,但从

学科发展和学科布局角度看,需要给与倾斜支持,以
不断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２)激励创新,鼓励学科前沿与重要基础问题

研究

从事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人多,文章多,容易出

成果,属于“热点”;而一些学科重要的基本问题,学
术价值高,难度大,需要长期坚持,一旦突破意义重

大,属“硬骨头”.希望专家组更多地关注啃“硬骨

头”的研究,更多从事原创性的研究.
(３)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

目前,实验类研究活跃,新现象、重要进展多;相
反,理论研究相对重要进展少,在评审中应注意实验

和理论研究的平衡发展和结合.
(４)注意把握资助政策

为促进女性科研人员的成长、充分发挥女性科

研人才的作用,在各类项目评审中,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资助女性科研人员.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时,在同等条件下

向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２．４　高度重视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项目的评审

工作

　　对于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注意充分发挥指导专

家组顶层设计和学术把握能力,管理工作组与指导

专家组密切配合,明确评审工作任务和要求.
在评审中强调:
(１)资助的项目应能够体现研究计划的总体目

标,体现研究计划各领域的合理布局;
(２)首先审查申请项目是否符合指南的范围和

要求,对那些偏离指南的项目,尽管可能研究新意

大,同行评议意见好,也不考虑资助;
(３)在评审项目时,不能单一看通讯评审意见,

应将申请项目的创新性作为重要指标,还需考察申

请项目课题组的研究基础、单位条件、预期能够做出

成果的可能性.
对于联合基金,数理科学部共管理４个联合基

金,包括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联合基金、与中国

科学院的天文联合基金、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和空

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
评审工作中:
(１)注意体现联合基金的宗旨和特色,资助项

目应符合指南的要求;
(２)为了吸引各方研究力量,同等条件下优先

资助院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申请,尤其关注院内外

双方合作研究的项目;
(３)引导院外科研人员充分利用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所属部门的实验条件和平台,
提升研究能力和水平;

(４)注 意 发 现 和 资 助 某 些 领 域 的 专 业 优 秀

人才.

２．５　从严处理高相似度项目

为了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公平、公正原

则,确保资助效益,防范抄袭剽窃他人申请书或

利用已获资助项目重复申请等科研不端行为,基
金委自 ２０１１ 年 开 始 进 行 申 请 书 相 似 性 检 查 工

作.２０１８年数理科学部继续遵循“关于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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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相似度基金申请项目处理的意见”的要求,
对系统检测到的高相似度申请项目进行逐项核

实与分析,提出处理建议.对于通讯评审意见比

较好的高相似度申请项目,将相似度比对材料和

科学部意见提供给会议评审专家,供专家组决策

参考.在评审期间,各科学处向专家组介绍涉及

到的项目情况.经专家组核实与讨论,上述所有

项目均未获得资助.

OverviewoffundapplicationsoftheDepartmentof
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in２０１８

ChenGuochang ZhangPanfeng XuGuangkui DongGuoxuan MengQingguo
(Departmentof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

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资料信息

我国学者在寻找新的精确宇宙学探针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１１６３３００１、１１７２２３２４、１１５０５００８、１１６０３００３)等资助下,北京师范大

学天文系朱宗宏教授领导的引力波与宇宙学团组成员李正祥副教授、高鹤教授、王国建博士与美国内华达大

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张冰教授、武汉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丁旭恒博士合作,提出利用强引力透镜化的快速射电暴

作为一种全新精确宇宙学探针.研究成果以“StronglyLensedRepeatingFastRadioBurstsasPrecision
ProbesoftheUniverse”(强引力透镜化的快速射电暴作为精确的宇宙学探针)为题,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在

NatureCommunications («自然  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４１４６７Ｇ０１８Ｇ０６３０３Ｇ０.
天文学家哈勃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通过测量邻近星系的退行速度和距离,发现它们存在非常完美的正比

关系(比例系数即为哈勃常数 H０),表明宇宙在膨胀.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宇宙学

中,哈勃常数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因为它直接反映现阶段宇宙的膨胀速率、可观测宇宙尺度的大

小及宇宙年龄.因此,对哈勃常数尽可能精确地测量是近一个世纪来天文学家们持续不断的追求.随着观

测手段日益丰富和技术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自身所处宇宙的研究进入了精确宇宙学时代.然而,不同测量

方法(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测量、超新星测量等)得到的结果在相当高的置信区间上不一致,亟需寻找另外一

种独立且具有和上述两种主流测量方法精度相当的探针来对该问题提供第三方仲裁.
快速射电暴是天文学家近几年发现的一种持续时间为毫秒量级且频率为射电波段(~GHz)的剧烈爆发

现象.当某一短时间的射电信号在传播途中经过星系等天体周围引力场时,会发生强引力透镜效应,观测者

可能会看到同一个源的多个像,并且这些像到达观测者的时间先后不同,这种时间延迟的大小可以用来测量

哈勃常数.该研究团队分析发现,和传统的类星体强引力透镜系统相比,强引力透镜化的快速射电暴在精确

测量哈勃常数方面有着非常大优势,如果能找到１０个左右强引力透镜化的快速射电暴样本,可以将哈勃常

数的测量精度相比类星体系统提高３—５倍,即可以将哈勃常数 H０ 的测量误差降低到１％以下.这将为我

们研究上述将精确宇宙学带到关键十字路口的不一致性问题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并极大地提高我们对宇

宙演化历史以及暗能量、暗物质性质的探究能力.

(供稿:数理科学部　刘强　颜景志　高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