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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墓金纵横
·

把好五关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标率

姚淑云

(鲁东大学科研处
,

烟台 2 6 4 0 2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国家基金 )作为国

内目前最具权威性
、

公正性的基金
,

是我国支持基础

研究的主渠道之一
。

每年参与申请的单位多达上千

个
,

申报项目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

面对 日益激烈的

竟争
,

作为刚刚跨入综合性大学行列的我们 (原烟台

师范学院
,

现改名为鲁东大学 )
,

更觉压力之大
。

为

使学校的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

为提高国家基金项

目的中标率
,

我们努力抓好申报前的五关
,

即宣传发

动关
、

科研选题关
、

课题论证关
、

平时储备与届时申

请关
、

择优筛选关
。

1 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科研管理人员首先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国家每年

在科技政策上的微观调整
,

了解国家基金委的 《项目

指南》和与国家基金项目相关的规定
、

办法和通知等

文件精神
,

尤其要了解每年的热点资助领域和重点

重大项目资助范围
。

在此基础上开展申报前期的宣

传发动工作
。

我们通过校园网
、

校报
、

聘请学术和管

理专家讲座的形式
,

解释资助政策
,

宣传基金制
,

介绍

基金管理工作动态
,

帮助广大科研人员了解项 目的申

报要求和项目的评审要点
,

帮助科技人员熟悉基本的

申报程序和申请规则
,

树立信心
,

增强竞争意识
。

2 把好科研选题关

选题是每一项科研工作的起点
,

是科研工作的

第一个决策
,

科研课题是贯穿于全部科研工作的主

题思想
,

也是对整个科研 工作基本内容和 目标的高

度概括
。

选题恰当与否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速

度
,

成效大小
,

人力
、

物力
、

财力的节约和浪费
,

成功

与失败都有直接影响
。

因此 对项 目申请者来说
,

首

先要了解本学科目前急需解决的前沿领域间题
,

着

重把 自己将要申请的项 目在研究内容
、

研究目标上

与国家的要求统一起来
, ,

注意项目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
,

技术路线要具体
、

明确
、

可行
,

不能盲目地为申请

基金而 申请基金
。

研究的课题不一定要非常先进
,

但课题方向的针对性一定要强
。

其次要求科研人员

在选题时
,

必须大量地搜集文献
,

了解信息
,

掌握科

研第一手材料
。

起点要高
,

学术思想要新颖
,

站在学

科前沿
,

与国内外同类研 究 比较
,

有特色
,

有创新
。

提倡在学科交叉点选择研究 目标
,

以求开辟新的研

究领域
。

第三是科研管理部门提出要求
,

充分发挥

学科和学术带头 人的作用
,

要求选题与学科建设和

学术队伍培养相结合
,

既充分考虑学科现有的基础
,

又着眼于将来的发展
,

学科建设要靠科学研究来推

动
,

学术队伍的建设也是在科学研究中来实现的
。

3 把好课题论证关

为了提高申请书质量及竞争力
,

鼓励广大科研

人员在国家管理办法允许的范围内积极 申报
,

根据

学科进行分类
,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聘请相关研究领

域的专家
,

参照国家基金委同行专家评议标准对申

请书进行逐项评阅
,

并提出修改意见
。

同时也要求

申请者自己寻找同行或导师对申报的项 目进行论

证
。

通过专家论证
,

反 复修改
,

可提高课题的科学

性
、

先进性和可行性
,

使选择的方案更趋向合理
、

准

确
。

最后还要严把申请书的审查关
。

申请书是体现

课题水平的文本
,

申请书的好坏直接影响中标率的

高低
。

我们非常重视申请书的撰写质量
,

对 申请书

逐项进行审查
,

审查的重点一是内容
,

二是形式
。

确

保把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优秀项 目推荐上去
。

4 把好平时储备与届时申请关

国家基金项目是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象征
。

没

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和一定的创新性是不可能获得资

助的
。

申请基金需要长期的工作积累和研究过程
,

不是在短短一两个月甚至几夭 内完成一份申请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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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的事情
。

所以
,

对于一个单位而言
,

申报国家

基金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该单位平时的技术储

备和工作积累
。

平时不储备项目
,

届时申请就成了
“

无源之水
” ,

申报项 目的数量和质量就不能得到保

证
。

在组织申请国家基金的工作中
,

要坚决摒弃
“

临

时磨刀不快也亮
”

的思想
,

要在平时下功夫抓好
“

育

苗
”

和
“

选苗
”

工作
。

对此
,

我校近几年来一直拨专

款
,

对一些有创新设想的人才和项目予以小额资助
,

及时启动课题
,

作好育苗的工作
,

加强平时工作积

累
。

将创新性
、

先进性
、

科学性较强的苗子再纳入申

请国家基金的储备项 目中
,

提前做好申请国家基金

项目的准备工作
。

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投标项目的竟

争性
,

有利于提高申请国家基金的中标率
,

可以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

A T T A C H I M PO R T A N C E T O F I V E K E Y

R A T E O F S C I E N C E

5 把好择优筛选关

笔者认为
,

对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
,

基层的

把关和 筛选十分必要
。

2004 年我校组织申报了 6

项国家基金项目
,

结果有 3 项获得资助
。

200 6 年我

校申报了 2 9 项国家基金项 目
,

5 项获得了资助
:

数

理科学部 3 项
,

化学科学部 1 项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 项
。

5 项共获得资助经费 92 万元
。

对于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

我们刚

刚起步
,

我们会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
,

努力掌握相关

的管理政策
、

规定和方针
,

按照现代科学研究的规律

进行科研管理的创新
,

按照基础研究的特点和规律

管理国家基金项目
,

视国家基金项 目的管理 工作为

创新的生命
,

进一步提高申报国家基金项目的中标

率
,

把科研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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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化学》报道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

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以 V IP 论文的形式报道

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徐国宝研究员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成果

— 绿色高效的三联 毗咤钉 /二丁基乙醇胺电化学

发光体系
。

该研究成果对三联毗咤钉电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和核酸测定具有重要意义
,

为寻找更好的发

光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

三联毗吮钉电化学发光分析是继放射分析
、

酶

联分析
、

荧光分析和化学发光分析之后 的新一代标

记免疫分析和核酸测定技术
。

它由于具有灵 敏度

高
、

线性范围宽
、

试剂稳定
、

可靠性好等优点
,

迅速被

用于临床分析和科学研究
。

这种技术是基于浓度高

达 10 0 m m ol / L 左右的具有较大毒性
、

挥发性和异味

的三丙胺与较低浓度的三联毗吮钉标记物发生电化

学发光反应来进行免疫分析和核酸测 定
。

十五年

来
,

人们一直在寻找替代三丙胺的新材料
,

但始终没

有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
。

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

持下
,

徐国宝研究员等对一系列胺的电化学发光性

质进行了研究
,

找到一种发光效率高且环境友好的

新材料二丁基乙醇胺 (如图所示 )
。

该研究表明经乙

基具有很好的催化电化学发 光的作用
,

20 m m of / L

的二丁基乙醇胺就可产生和 100 m m ol / L 三丙胺相

当的发光
,

改变了以往吸电子基团只能抑制电化学

发光的看法
,

为寻找更好的发光体系提供了一种新

的途径
。

审稿人一致认为该研究成果对三联毗咙钉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和核酸测定具有重要意义
。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