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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

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

究的若干意见»等重要部署,在分管委主任的领导以

及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

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的要求及“依靠专家、发扬民

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全体工作人员

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８年度各类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基金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

资助工作.

１　２０１８年度各类型基金项目申请与初审情况

１．１　项目申请情况
生命科学部资助范围包括生物学、农业科学和

基础医学,涉及资源、环境与生态、人口与健康等领

域.２０１８年度集中接收期生命科学部共计收到各

类型基金项目申请３０４５２项,较２０１７年同比增加

２７８４项,增长率为１０．０６％.集中接收期的项目类

型中除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资助项

目及部分联合基金项目申请量略有下降外,其他各

类型基金项目申请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涨幅

从１．４２％到３８．２７％不等,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基金项目申请情况

项目类别 ２０１８年申请量 较２０１７年增量 增长率(％) 占全委比例(％)

面上项目 １２６６４ １６３６ １４．８３ １３．６７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４８１ ９１５ ８．６６ １３．３４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３８７１ ２９５ ８．２５ ２１．６３
重点项目 ６２１ ８４ １５．６４ １８．４６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１０１ １８ ２１．６９ １４．７４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资助项目 ２８ －１２ －３０．００ １０．６５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 １４ ２ １６．６７ １９．１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７５ ５９ ８．２４ １４．３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５８ ５ １．４２ １２．０４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４４ １０ ２９．４１ １６．７９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３５ １ ２．９４ ５．８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５ ０ ０．００ ９．８０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项目 ３７ －８ －１７．７８ １９．１７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项目 ９９ －３０ －２３．２６ ３６．８０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项目 ２９４ －１９ －６．０７ ２０．３０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项目 ２４ １ ４．３５ ２５．２６
NSFCＧ辽宁联合基金项目 ６ －１ －１４．２９ １４．６３
NSFCＧ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项目 ４ —　 —　 ６６．６７
重大研究计划—水圈微生物驱动地球元素循环的机制 １２４ ４ ３．３３ —
重大研究计划—细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 １１２ ３１ ３８．２７ 　—
重大研究计划—糖脂代谢的时空网络调控 ２０４ — — —
合计 ３０９０１ ２９９１ １０．８０ １４．５２
　　∗２０１８年度集中受理期接收的项目类型中不包括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NSFCＧ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

心项目及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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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接收面上项目、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面青

地项目”)２８０１６项,占全委同类项目申请总量的

１４．２５％.“面青地项目”申请总量在１０００项以上的

有１２个学科,申请总量在１０００项以下的有９个学

科,有４个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超过面

上项目的申请量,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申请仍延续了

以往以立项领域宏观指导申请为主和非领域申请为

辅相结合的两种申请模式,但对不同学科的受理类

型进行了相应调整.按两种模式受理重点项目申请

(立项领域申请＋非领域申请)的有５个学科,分别

为微生物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

物力学与组织工程学,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细胞生

物学.而仅接收按立项领域申请,不接收非领域申

请重点项目的学科有１６个,分别为植物学,生态学,

林学,免疫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遗传学

与生物信息学,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作物学,

食品科学,植物保护学,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动物

学,畜牧学与草地科学,兽医学以及水产学.２０１８
年度生命科学部共计发布重点项目立项领域５８个.

集中接收期结束后,生命科学部接收重点项目申请

６２１项,其 中 按 领 域 申 请 ５４３ 项,占 申 请 总 量 的

８７．４４％.由于不同领域所涵盖的范围、涉及的研究

队伍、科研积累和发展水平不同,申请项目量也有较

大差别,具体情况详见表３.

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学科“面青地项目”申请情况

科学处 所属学科
面上项目

申请量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量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量

申请量

合计

占学部

比例(％)

科学一处 微生物学 　７６８ 　７５７ ２１３ １７３８ 　６．２０

植物学 ８０７ ６４４ ３３１ １７８２ ６．３６

科学二处 生态学 ８０３ ６２２ ３８８ １８１３ ６．４７

林学 ９５５ ８６５ ３４１ ２１６１ ７．７１

科学三处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５６５ ４８４ ７１ １１２０ ４．００

免疫学 ３１３ ２３５ ３２ ５８０ ２．０７

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学 ４１５ ３８８ ２８ ８３１ ２．９７

科学四处 神经科学 ３３０ ２８４ ５１ ６６５ ２．３７

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 ３０４ １９９ ４３ ５４６ １．９５

心理学与认知科学 ２６３ ３２０ ５２ ６３５ ２．２７

科学五处 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５５４ ４６１ ９０ １１０５ ３．９４

细胞生物学 ３５４ ３２４ ５６ ７３４ ２．６２

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 ２８０ ２１４ ３４ ５２８ １．８８

科学六处 作物学 １１３６ １０６５ ４７６ ２６７７ ９．５６

食品科学 １１２０ １２３０ ２８９ ２６３９ ９．４２

科学七处 植物保护学 ７３４ ６４１ ２６６ １６４１ ５．８６

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７６７ ８１３ ３６７ １９４７ ６．９５

科学八处 动物学 ４４７ ３０５ １２０ ８７２ ３．１１

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６８４ ６３９ ３４４ １６６７ ５．９５

兽医学 ６３８ ５１２ ２０７ １３５７ ４．８４

水产学 ４２７ ４７９ ７２ ９７８ ３．４９

合计 １２６６４ １１４８１ ３８７１ ２８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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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领域重点项目申请情况

科学处 所属学科 申请方式 领域名称 申请量

科学一处

微生物学
领域申请

微生物致病机理与耐药机制 １４
陆地微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１１

非领域申请 １９

植物学 领域申请

植物代谢途径与调控的分子机制 １６
植物适应性进化的分子机制 ９
植物细胞结构与功能 ７

科学二处

生态学 领域申请

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１１
物种协同进化与群落构建 ５
退化或污染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机制 ３

林学
领域申请

人工林培育的基础研究 ６
森林退化与恢复机制 ５
森林资源高精度监测与评估的理论与方法 １

非领域申请 １

科学三处

生物物理、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

领域申请
蛋白质和核酸修饰的功能和作用机制 ２８
生物大分子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６

非领域申请 ２１

免疫学 领域申请

免疫细胞识别、活化及记忆形成 １１
组织微环境免疫学特性 ８
免疫排斥及耐受机制 ５

生物力学与

组织工程学

领域申请
植入材料表界面构建与机体相互作用 ６
重要组织仿生制造的基础研究 ５

非领域申请 ９

科学四处

神经科学 领域申请

脑功能连接组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 １２
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与可塑性 １２
神经系统中离子通道功能调控及其机理 ９

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
领域申请

机体(细胞、组织、器官等)代谢重塑与功能的分子机制 １２
物质转运调控与机体稳态 ９

非领域申请 １０

心理学与认知科学 领域申请

人类认知加工的心理与脑机制 １０
人类情绪与社会认知的心理与脑机制 ６
心理疾患的发生机制 ５

科学五处

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领域申请

染色质动态调控与生物学功能 １７
基因组稳定性与遗传变异的分子机制与规律 １３
复杂性状表观遗传调控网络 ３

非领域申请 ２

细胞生物学
领域申请

细胞衰老、死亡的分子机制 １７
细胞代谢的调控机制 ６

非领域申请 １２

发育生物学与

生殖生物学
领域申请

干细胞命运决定与细胞转分化的调控机制 １５
组织器官发育、稳态维持的调控机制 １１
配子、胚胎发育的调控机制 ９

科学六处

作物学
领域申请

作物种质资源和重要基因的挖掘利用 ３１
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的基础研究 １０
栽培措施对作物产量或品质的调控机制研究 ７

非领域申请 １

食品科学 领域申请

食品贮藏与保鲜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１１
食品发酵与酿造过程中的基础研究 ８
食品有害物质痕量、准确和快速检测的新技术研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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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学处 所属学科 申请方式 领域名称 申请量

科学七处

植物保护学 领域申请

农作物对病原物的免疫调控机理 １２
农作物病虫抗药性分子机理 ６
寄生性天敌与害虫互作的机理 ５

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领域申请

园艺作物产品器官发育或品质形成机理及调控 １０
植物营养元素高效利用与作物高产优质的机制 ９
园艺作物对非生物逆境的应答机制与调控 ４

非领域申请 １

科学八处

动物学 领域申请

动物行为及其生物学基础 １５
动物演化及适应机制 ８
动物种群扩散与迁徙规律 ３

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领域申请

畜禽优异种质资源的遗传机制及其高效繁殖的基础理论 １０
蜂、蚕等特种经济动物优良性状的生理与遗传基础 ６
牧草与草地综合利用及保护的基础研究 ６

兽医学
领域申请

畜禽重要病原的入侵、复制及其与宿主相互作用 ２１
畜禽重要病原耐药性产生的机制 ４
新发/再现畜禽重要疫病病原生物学研究 ４

非领域申请 １

水产学
领域申请

重要水产动物病原与宿主互作机制 １１
重要水产动物优良性状的遗传基础 ８
重要水产动物营养代谢机制 ５

非领域申请 １

总计 ６２１

１．２　项目初审情况

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２０１８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各
类型项目管理办法以及各类型项目申请书“撰写提

纲与填报说明”等相关要求,科学部对接收的各类型

基金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经过审查,２０１８年度集

中接收期生命科学部共有６６９项不予受理项目,其
中面上项目２２８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４２项、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８项、重点项目２４项、重点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３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项目５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４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１项、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项目９项、NSFCＧ河南联合基

金项目２４项等,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见表４.

２　２０１８年度各类型基金项目的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基金项目的评审

与资助情况详见表５—７.

表４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基金项目

申请不予受理原因分析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 项次

１ 项目研究期限填写错误(含年度研究计划

与研究期限不一致)
１７１项次

２ 未按照具体项目的要求准确填报申请代码 １５２项次

３ 研究内容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１１５项次

４ 申请书内容不完整或信息不准确 ５４项次

５ 未按要求提供各类证明信、推荐信、承诺

函等
４９项次

６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人员

姓名不一致
４１项次

７ 依托单位或合作单位未盖公章或单位名称

与公章不一致
２４项次

８ 申请人或参与者超项申请 １５项次

９ 申请书纸质版与电子版内容不一致 １１项次

１０ 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 １０项次

１１ 其他 ４４项次



　

　５７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表５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基金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集中评审期项目)

项目类别 受理 发函 回函
回函率
(％)

综合评价

３A(含)
以上项数

一致同

意资助

项数

上会

项数

资助

项数

平均资

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

面上项目 １２４３６ ４２８２１ ４２７９２ ９９．９３ １０９６ ３０２７ — ３０４８ ５８．２３ ２４．５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２３９ ３８４４５ ３８４１３ ９９．９２ ７４６ ２６５４ — ２３５０ ２４．７８ ２０．９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３７５３ １１９６９ １１９６５ ９９．９７ １１４ ７３５ — ７３９ ３９．５９ １９．６９
重点项目 ５９７ ４１８３ ３９７５ ９５．０３ ２８９ １２１ １５９ １１３ ２８５．８４ １８．９３
重点 国 际 (地 区)合 作 研 究

项目
９８ ４９０ ４９０ １００ ４４ ３２ ２４ １６ ２５５ １６．３３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两年期资助项目
２３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００ １０ ８ １３ １０ １８ ４３．４８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延续资助项目
１４ ７０ ７０ １００ ７ ６ ６ ４ １８０ ２８．５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６１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１００ ２３０ ２１２ ８５ ５８ １３０ ７．６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５７ １７９０ １７８９ ９９．９９ １３６ １３３ ３３ ２５ ３５０ ７．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４３ ３０２ ３０２ １００ ２４ １４ ７ ５ １０５０ １１．６３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自由申请) ３５ １７５ １７４ ９９．４３ １１ ８ ５ ３ ６６１．６７ ８．５７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部门推荐) ５ ３５ ３３ ９４．２９ ５ １ ２ ０ — —

表６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各类型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项目亚类 受理 发函 回函

综合评价

３A(含)以
上项数∗

一致同意

资助项数

上会

项数

资助

项数

平均资

助强度
(万元/项)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７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０ １１ ７ ５ 　２１８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６ １３０ １３０ ２ １ ９ ６ ２５８

培育项目 ５２ １５６ １５６ ２２ ２０ １５ １１ ５６
本地青年人才

培养专项项目
１２ ６０ ６０ ４ ２ ３ ２ ９０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５ ７５ ７５ １ １ ７ ５ ２１０
培育项目 ２５５ ７６５ ７６５ ３９ ６４ ３０ ２０ ４８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４ １２０ １２０ ７ ９ ７ ５ ２２７
NSFCＧ辽宁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６ ３０ ３０ ３ ２ ４ ３ ２５０
NSFCＧ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 中心项目 ３ ２１ ２１ １ ０ ２ １ ２５２０

　　∗ 对于联合基金培育项目,此栏统计的是综合评价在２A以上的项数.

表７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

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受理 发函 回函
综合评价３A
(含)以上项数

一致同意

资助项数

资助

项数

直接费用总额
(万元)

水圈微生物驱动地球元素循环的机制 １２４ 　６８６ 　６８６ ３０ １４ ２９ ４７１８
细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 １１２ ６１０ ６１０ ２６ １７ ３３ ４７３２
糖脂代谢的时空网络调控 ２０２ １０６２ １０６２ ３７ ２８ ２６ ３２９１

　　对于“面青地项目”的同行评议,生命科学部所

有学科均使用专家辅助选择系统遴选指派同行评议

专家,共计发送了９３２３５份评审,回收了９３１７０份

评审意见,回收率为９９．９３％.从同行评议的结果

来看,“面青地项目”全部同意资助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３４％、２３．６１％和１９．５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面青地项目”的平均资助率基本吻合.

本年度生命科学部继续延续以往的做法,从面

上项目中划拨出３０００万元用于资助小额探索的面

上项目.推荐的小额探索面上项目要求是具有明显

的创新性、探索性和非共识的项目,应在函评意见的

创新性评价中有 A 或者在函评专家的评议意见中

指出项目有明确、详细的创新性评价意见.各学科

结合“面青地项目”提出的科学问题、项目的研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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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创新性等,根据通讯评审结果进行排序与综合

情况分析,参考申请人的科研背景、以往完成基金项

目情况等,确定本学科提请评审组专家审议的项目.
凡是发现在申请书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律不

推荐上会.
对于重点项目的同行评议与会议评审,生命科

学部继续邀请海外高水平的专家参与.２０１８年度

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的同行评议采用５位国内专家

＋２位海外专家的评审方式,会议评审共计邀请了

１１２位会议评审专家,其中海外特邀专家３７位.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科研人员围

绕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研

究领域、我国科学家组织或者参与的国际大型科学

研究项目或计划以及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与境外

合作者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重点考察开展国际合

作的必要性,合作各方的合作基础,是否属于强强合

作或优势互补,是否有利于吸纳、利用国外科研资源

和经验,是否有利于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

能力等.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注重考察申请人个人的

创新潜力,主要考察申请人近５年来在基础和应用

基础研究中取得的创新性学术成绩,获得的重要研

究进展,近５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以及被国内外认可情况等;在应用基础研究方

面取得的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成

果;此外,还要考察申请人获资助后拟开展工作的创

新点,重点考察拟开展工作的创新性,拟解决的关键

科学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工作基础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考察申请人近

５年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是否已取得国内外同

行承认的突出的创新性成绩或创造性科技成果,或
对本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

用,或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拟开展的

研究工作是否具有创新性构思、有明确的研究方向

和重要的科学意义、属国际前沿且为国内急需、可带

动相关领域的发展或人才培养.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点考察群体近年来是否在

相关领域已取得突出的研究成绩,群体各成员之间

是否有良好的合作研究基础,拟开展的工作是否具

有较明确的科学问题或方向,是否具有明显的创新

性等.

３　完善与改进评审与资助工作的几点做法

１．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加强了对学术规范的

审查力度.全部基金项目在上会前,各学科均认真

审查了上会项目申请书中的论文情况,共计发现

１３６个项目存在论文标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如非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标注为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或改变论文作者顺序等.

２．生命科学部在遴选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时注重了对申请者的

学风和获其他类人才资助后的工作业绩的考察.为

避免多个类似人才项目同时支持同一人才,对于已

经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或青年千人计划资助

的青年学者,重点考察获得资助后取得的成绩,尽量

避免用同样的论文申请不同类型的人才资助.

３．探索重点项目群的资助方式

根据重点项目的定位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

报告中的有关精神,生命科学部在讨论２０１９年重点

项目立项领域时,本着“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

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的原则,各学科在认真梳理本学科领域的前沿

方向和瞄准国家重大需求中的科学问题基础上,确
定本学科２０１９年的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力图通过稳

定支持,鼓励科学家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选择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难题开展系统性的创新

工作,在学科重要的研究方向上形成重点项目群,推
动领域发展.

２０１８年度,生命科学部在委党组的领导下,顺
利完成各类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但距离委党组提

出的关于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还存在着

差距,生命科学部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探索、完善

现有的评审工作机制,力争将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做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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