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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床医学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格局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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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10 0 0 85)

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旨在探索疾病发生
、

发展
、

转

归及诊断
、

治疗学机理
,

以期不断深化对疾病的认

识
、

提高诊治水平
,

为临床实践服务
。

近年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受理临床医学基础

研究的数量迅速增长
,

本文围绕如何使有限的经费

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使用
,

推动自主创新
,

促进重

点跨越
,

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研究的水

平这一 目的
,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

学部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各研究领域的特点和现

状
,

谈谈在完善资助格局和模式方面的初步想法
。

1 临床医学墓础 I 学科科学墓金申请
、

资助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的资助范围包括
:

诊断与

治疗学基础
、

外科学及其分支学科
、

老年医学
、

康复

医学
。

诊断与治疗学基础研究主要涉及检验医学
、

物理诊断和物理治疗学的基础研究 ;外科学及其分

支学科涉及麻醉与复苏
、

烧伤
、

创伤与修复
、

肿瘤
、

畸

形及全身脏器外科疾病的病因
、

诊断
、

防治 ;老年医

学主要涉及老年相关性疾病的病因
、

诊断和防治
,

以

及衰老的机制研究 ;康复医学主要研究康复治疗方

法的机制
,

以及细胞生物学
、

生物医学工程等新技术

在机体康复中的运 用
。

随着医学 与数学
、

物理
、

化

学
、

材料学
、

计算机
、

生物信息学
、

心理学等学科间的

广泛交叉与渗透
,

新技术
、

新方法
、

新材料的不断涌

现
,

为临床医学 基础研究提供了 日益广阔的平台和

发展空间
。

2 0 年来
,

在科学基金资助 下
,

我国临床医学基

础研究逐渐起步
,

不断发展
,

并在某些研究方 向上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
。

综观近年来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

的申请状况
,

基本覆盖了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热

点
,

反映了我国这些领域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
,

部分项目体现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和特色
,

能够把握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

围绕学科发展的前

沿选题 ;许多申请者在某一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系

列研究
,

并逐步形成 自己的研究特色
。

基金项目的

实施过程锻炼了研究者的研究能力
,

也培养了大批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

形成了具有临床医学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活跃的研究队伍
。

近年
,

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项 目申请量逐年增

长
,

以近两年为例
,

2 005 年
、

2 0 0 6 年受理面上项目总

数分别较上年增长 36
.

2%
、

2 1
.

8%
。

2 0 0 6 年受理项

目总数达 到 2 8 1 9 项
,

其中面上项目达 2 7 6 8 项
。

尽

管申请项目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

但与国外相比仍

有较大差距
。

突出表现为以下问题
:

( l) 项 目立题

缺乏创新
。

移植
、

跟踪国外同类研究的项目仍然较

多
。

(2) 研究目标不明确
,

或过于庞大
,

缺乏合理的

科学假说
。

为了申请基金项 目而研究
,

而不是立足

临床
,

从临床医学实践中发现问题
、

凝练科学 问题
,

提 出科学假设
。

( 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设计不

是围绕科学问题而选择最合适的
,

而是盲目追求高
、

新技术
,

只是将一些看似先进
、

时髦的研究方法换一

个靶器官而已
。

( 4) 盲目跟踪热点研究领域
,

没有

形成自己稳定的研究方 向
,

能够坚持在某一研究领

域开展长期系列研究的较少
。

( 5) 忽视群体研究
,

不能将 实验室 研 究与人 群研 究进 行有机 整合
。

( 6 ) 缺乏跨学科交叉性项 目
。

这些问题的产生
,

一

方面归因于国内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总体水平不高
,

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

因是依托单位和 申请者存在着明显的学术浮躁
,

科

学研究不是出于 自发的对科学 问题探索的兴趣
,

而

是被客观的一些不尽合理的指标所被动驱使
,

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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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科学基金资助视为衡量成绩的指标
,

各种奖惩办

法
、

绩效指标驱使专业人员申请基金
,

形成人海战

术
,

以量取胜
。

2 根据项 目申请存在的问题
,

制定相应的学

科资助倾斜政策

目前申报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项 目的研究人员

主要有两大类
:

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人员和医学院
、

医院的临床医师
。

目前我国工作在大学的中青年临

床医师
,

大部分受过硕士
、

博士的正规培训
,

具有进

行临床医学基础研究的能力
,

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临

床
、

科研两条腿走路的临床医学基础研究人员
。

从

本学科申请人员的构成来看
,

大部分在临床岗位上
,

具有临床实践的经验
,

具备通过临床实践发现问题
、

提出问题
、

进行研究的大好机缘
。

同时
,

国内具有丰

富的病例资源
。

但目前大部分国内临床科研人员没

有认识到这种资源的重要性
,

在临床实践中也 不重

视对临床问题的思考
、

积累和凝练
,

任凭身边的病例

资源流失
、

浪费 ;在进行科研工作选题时
,

盲 目地跟

踪国际热点
,

仅仅满足于将基础研究的新进展或新

技术
、

新方法移植到相应学科的疾病上来
,

因而只能

停留在移植
、

跟踪
、

重复性研究的水平
,

无从产 生具

有原始创新性的学术思想
。

所申报的项 目研究水平

不高
,

又与临床实践严重脱节
,

项 目完成后也很难得

到优秀的研究成果
。

针对这一问题
,

我们始终倡导临床医学基础研

究应围绕临床实践
,

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间题
,

提出选

题
,

强调注重前期工作和资料的积累
,

在重要研究领

域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 ;强调要结合我国的国情
,

发

挥中国病例资源的优势 ;强调将基础
、

临床
、

人群研

究紧密结合
。

200 6 年本学科重点项 目立项 领域 即

是有关重大疾病家系的收集和相关基因研 究
。

但

是
,

即便在申请量逐年递增的情况下
,

来自临床问题

的选题还是少之又少
。

究其原因
,

在临床实践中发

现问题
,

凝练科学问题
,

提出科学假设
,

并不是一毗

而就的
,

对研究者有很高的要求
,

需要具备相当的科

学敏感性
、

观察力和知识的积 累
。

在 目前普遍存在

的科学研究不是发 自于兴趣
,

而是来 自于客观压力

的局面下
,

很难产生这种灵感的火花
。

因此
,

必须要

有相应的政策
,

鼓励临床工作者脚踏实地立足于 临

床
,

注重前期工作和病例资料的积累
。

2 0 0 7 年的项

目指南将明确指出
,

本学科优先资助来 自临床实践

选题的项 目
,

同行评议专家也将根据这一指导 思想

进行评议
。

今后还将继续在这一方向上进行具体的

政策支持
。

笔者建议对以下研究方向进行优先支

持
:

充分利用临床病例资源
,

基于临床资料收集
、

分

析基础上进行前瞻性研究和相关基 础研究的项 目 ;

对来自于临床实践选题
、

具有较好的研究积累的项

目
,

同等情况下优先给予
“
3 + 3

”

连续资助
。

3 根据各分支学科特点和发展现状
,

制定临

床医学基础 I 学科优先发展领域

国内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各分支学科
、

领域的

研究现状和水平参差不齐
,

根据其不同专业特点及

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

在学科资助格局的把握上有

以下几点初步思考
。

3
.

1 重点跨越可望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成

果的研究领域

创伤与修复的基础研究有良好的研 究基础
,

需

在自主创新上继续加强
。

各种原因导致的创伤是继

恶性肿瘤
、

心脑血管病和 呼吸系统疾病之后死亡率

最高的突出医学问题
。

创伤研究贯穿了外科学每一

个分支学科
。

我国在创伤流行病学
、

创伤急救
、

休

克
、

感染与免疫
、

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
、

烧伤
、

撞击

伤等方面研究已取得不少进展
。

在该领域涌现了 5

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简称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

者
,

占整个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的 2 7
.

8 % ;重点项 目资助 4 项
,

占整个学科重点

项目资助总数的 4 0 %
。

2 0 0 5 年该分支学科结题的

2 项重点项 目和 1 项杰出青年基金共发表 S CI 论文

2 6 篇
,

平均每个项 目 8
.

7 篇
,

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8

人次
。

借此良好的研究基础和 人才队伍
,

在资助工

作中
,

应予重点支持
,

使其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

根据创伤与修复研 究的前沿趋势
,

围绕创伤的

发生
,

深入探索原发创伤的生物力学机制
,

严重创伤

后的应激和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的网络反 应及其机

制
,

创伤后继发性创伤分子
、

细胞机制
。

再生医学的

发展为创伤修复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前景
,

围绕种子

细胞体内
、

外扩增
、

定向诱导分化
、

生理 功能的保持

和细胞外基质替代物的研发
,

进一步提高修复再生

的质量
。

以
“

无创修复
”

替代
“

以创伤修复创伤
”

的治

疗模式
,

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

3
.

2 稳定支持衰老机理与老年退性行疾病的墓础

研究

人 口老龄化
、

老年退性行疾病年轻化使老年医

学 日益引起政府与公众广泛重视
,

成为医学研究的

热点领域
。 “

衰老
”

是老年病百病之源
,

阐 明衰老机

理与延缓衰老是预 防老年病的根本
,

应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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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机理与老年退性行疾病的基础研究
,

充分利用

我国人口和病例资源优势
,

以期发现衰老相关新基

因
、

衰老相关基因的相互关系及其表达调控机制
、

环

境因素与衰老关系
、

老年病新易感基因与我国族群

特异性易感基因
,

深入探索重要老年退性行疾病危

险因素
、

发生机理及其防治新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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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新闻作品
“

金基石
”

评选结果揭晓

经评审专家组认真的函评
、

会评及领导小组的

审定
,

2 00 7 年 1 月
,

第三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

新闻作品
“

金基石
”

奖的评选结果揭晓
,

评出了一等

奖 3 名
、

二等奖 6 名
、

三等奖 9 名
。

等 次

第三届
“

金基石
”

奖获奖记者及作品名单

作品题目 单 位 作 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

国际裁判
”

执法
“

国内比赛
”

陈宜瑜
:
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维护科学道德 惩处不端行为

手握公平秤 科学是准星
“

老外
”

首次担纲我重点项 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创科技体制新模式

穿越时空的对话

我国第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 ) 出台

以科学基金为支撑 全面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英籍学者
“

披露
”

中国基金情缘

喜看基金扬帆
“

十一五
”

自主创新从基础研究做起

被修筑的不只是一条铁路

警惕基础研究发展走入 4 大误区
“

杰青
”

基金设外籍华裔学者专项

构造网络世界中的技术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好钢用在刀刃上

35 亿元基金资助万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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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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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日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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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

中央电视台

光明日报

科学时报

科学时报

科学时报

科学时报

人民政协报

神州学人杂志社

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

光明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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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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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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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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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芳

于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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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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