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栏·

2017年中医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
情况回顾及存在问题分析

杨坤宝1,2,吴美平3,张晗4,魏庆双5,毕明刚6*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承德医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3.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0071;4.天津中医药大学,天
津 300193;5.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北京 100085)

摘要:对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中医学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受理、评审、资助情况进

行全面介绍。2017年,中医学科接收3类项目申请总计4472项,其中114项申请因形式不合格未能通过初审,最终受理申请

4358项;经同行会议初评、同行通讯评审,多数专家(2位以上)建议资助申请1403项;学科组织会议评审最终确定资助637
项,包括面上296项(含小额探索类15项)、青年基金249项,地区基金92项。分析发现在形式审查阶段存在问题较多的是签

名、单位盖章、申请者资质等问题;在同行会议初评中存在的问题则集中表现为项目可行性、立论依据和工作基础等;科研诚

信审查发现突出问题主要包括重复性和文章标注问题。提醒专业领域基金申请者加以关注,以期提高学科申报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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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Natural
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医学科学部

(简称医学部)设立独立申请代码(H27)支持中医学

科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2017年本学科资助

范围主要包括[1]:①中医基础理论:脏腑、气血津液、
体质,病因病机,证候基础,治则治法,中医方剂学,
中医诊断学;②中医临床基础:中医内科学,中医外

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

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口腔科学,中医老年

病学,中医养生与康复学;③针灸推拿:经络与腧穴

学、针灸学、推拿按摩学;④民族医学。

本文拟对2017年中医学科接收的面上项目、青
年基金、地区基金(以下简称为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的申请、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进行简要

介绍,并对各环节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本专业

领域基金申请者提供参考。

1 申请与资助概述

1.1 申请总数概况

2017年NSFC医学部中医学科(代码 H27)接
收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共计4472项,其
中包括面上项目1989项,青年基金1963项,地区

基金520项,与2016年相比,3类项目的增长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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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23.77%、27.88%、13.54%(见图1A)。2017年

申请项目数创史上数据新高,反映出科技工作者科

研热情的高涨,同时也说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在科

技工作者中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另外,从图1A中

可以看出青年项目申请增加最多,一方面说明有更

多的青年人才投入科研;另一方面,根据《2017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规定,面上项目连续2
年未中,申请人必须停报1年,而青年基金为了鼓励

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并无此规定,所以青年基金申

请人数持续增加。

1.2 受理情况概况

中医学科(H27)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管理办

法对收到的4472项申请进行了初审,有114项申

请因形式不合格未能通过初审(前6名原因见表

1),占申请项目总数的2.55%,其中包括面上项目

69项,青年基金37项,地区基金8项。
分析形式审查不合格原因发现,与2016年相

比,前3名原因整体未变,大多数不合格都是签名问

题、单位盖章问题、申请者资质问题。签名问题今年

占近三分之一,多表现为常用同音字的通用,如“艳”
与“燕”、“峰”与“锋”,希望申请者要像做科研一样,
仔细一些;公章问题主要是依托单位、合作单位非原

件或名称与公章不一致,这些问题希望科研管理部

门加以重视;申请者资质主要是无高级职称且非博

士学位、在职研究生、在站博士后这些特殊人群申报

的要求请严格按照指南进行。另外还有一项比较突

出的问题是申请者信息在同一本申请书中前后不一

致,主要是职称信息,也需要引起大家重视。
表1近两年面上、青年、地区申请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

前6名原因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 2016年 2017年

1 签名问题 17 32
2 单位公章问题 25 17
3 非高级职称无博士推荐信问题 9 12
4 在职研究生导师同意函问题 3 12
5 申请人职称信息不一致问题 13 7
6 博士后依托单位承诺函问题 3 7

1.3 资助情况概况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2017年中医学

科通过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从所接收的4
472项申请中择优资助了637项(见图1B),其中面

上项目296项,青年基金249项,地区基金92项,与

2016年的566项相比,无论是项目总数还是资助金

额都有比较大的增加,反映了国家对于中医药基础

研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希望通过公平

竞争、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获得的资金支持

的愿望进一步增强。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国家投入越来越多,

但因为申请项目数增加更快,导致资助率与2016年

相比反而有所下降(见图1C),特别是青年基金的资

助率更低于面上项目资助比例,其原因除申请量自

然增长的因素外,尚有青年基金不受面上项目报两

年停一年政策影响,导致申请量越来越多,从另一角

度也说明竞争越来越激烈,这要求申请者要有更好

的前期研究基础来说服评审专家,使得自己在优中

取优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图1 近两年中医学科申请、受理、资助情况

1.4 不同研究领域申请资助数目评述

中医学科主要资助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

础、针灸推拿、民族医学等4个方面的21个分支学

科(对应二级学科代码 H27012721),综观2016、

2017年的申报数可以看出(表2):与其它一级学科

不同,目前中医学的热点还是与临床相关,中医基础

研究范畴申请数超过100项的只有中医方剂、治则

治法,民族医学也只是刚刚超过100项,临床的中医

内科学(2708)和针灸相关学科(H2707和2718)遥
遥领先于其它分支学科,这与中医学从临床实践中

发现问题,然后寻找其理论依据这一学科特点相符。
同时,与临床学科及针灸相关学科从业人员数量较

多有关。

1.5 获资助项目单位分布评述

2017年中医学科接收到的面上项目、青年基

金、地区基金的申请主要来自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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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两年面上、青年、地区项目申请数超过

100项的研究领域

二级学科 申请代码
2016年

申请 资助

2017年

申请 资助

中医内科 H2708 1123 181 1507 208
中医针灸相关 H2707、H2718539 96 726 121

中医外科 H2709 261 42 369 48
中医骨伤 H2710 222 33 301 37
中医妇科 H2711 138 29 198 26
中医方剂 H2705 120 20 176 26
治则治法 H2704 153 28 175 29
民族医学 H2720 105 15 124 16

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医类院校(所),申请数超过100
项的14家依托单位均是中医类院校(所);同时,3
类项目获资助总数超过10项(包括10项)的依托单

位有20家,其中18家是中医类院校(所),排名前

10位的依托单位有9家是中医类院校(所)(表3),
说明中医学基础研究尚未在西医同行中引发大的关

注;而且中医类院校(所)的资助率明显低于西医院

校(所)(医学部2017年面上平均资助率19.40%,青
年平均资助率17.03%)[2]。从地区分布看,面上、青
年基金获资助单位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广西

中医药大学凭借地区基金的较大比例进入前十名。
从另外角度说明中医类院校(所)的整体科研水平还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表3 2017年中医学科面上、青年、地区项目资助数

前10名单位一览

序号 依托单位 面上 青年 地区 总数

1 上海中医药大学 23 34 - 57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26 21 - 47
3 广州中医药大学 28 17 - 45
4 北京中医药大学 21 10 - 31
5 浙江中医药大学 16 10 - 26
6 广西中医药大学 3 2 19 24
7 成都中医药大学 15 8 - 23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11 11 - 22
9 首都医科大学 13 5 - 18
1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3 4 - 17

2 评审中突出问题评述

在整个项目的评审过程中,很多申请者对于申

请书不够重视、或者不够审慎也是导致未能获得资

助的很大部分原因,包括形式审查114项、因显而易

见的瑕疵而未进入同行会议初评(小会评)513项、
科研诚信(包括重复性和文章标注问题)130项,占
申请总数的17%左右。从基金管理者角度看来,如

果申请者的态度能更加认真细致一些、对申请书反

复检查、对涉及到的科学问题能有更多思考,就能避

免低级错误,增加不少获资助的概率。

2.1 同行会议初评情况

为了提高同行通讯评议项目质量,减轻通讯评

审专家工作量,自2012年起,NSFC医学部在同行

通讯评议之前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试点

开展同行会议初评[3]。中医学科组织相关领域专家

对受理的整体质量较差的项目进行评审,主要评议

项目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代码1,简称“D1”)、创
新性(D2)、立论依据(D3)、可行性(D4)、申请人和

项目组的研究能力(D5)、工作基础(D6)、工作条件

(D7)等7个方面11个关键点,在2个以上关键点

存在问题的项目经3位专家讨论、评议,多数专家不

建议资助者不再进入同行通讯评审。2017年,中医

学科 共 筛 选 出 513 项 申 请,占 受 理 项 目 数 的

11.77%,其中包括面上项目190项,青年项目253
项,地区项目70项。

图22017年面上、青年、地区项目同行会议初评各因素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申请项目存在问题前3位原

因为项目可行性、立论依据和工作基础。
项目可行性差体现在研究内容简单、空洞、缺乏

针对性或研究方案简单、不合理、不能验证所提出的

科学问题或假说,在筛选出的513项申请中有413
项申请在该关键点存在问题,其中63项仅为单纯的

临床疗效评价研究,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47项动

物实验研究方案出现低级错误,如实验动物品系/数

量/性别前后不一致,或者实验动物分组方式前后不

一致、动物数量计算错误,或者技术路线图中出现明

显的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案不一致;23项在细胞实

验中以中药水煎剂、膏剂、滴丸、粉剂直接干预细胞。
立论依据问题体现在整体论述简单、针对研究

内容的论述不充分,或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分析不完善,未论述相关研究最新进展情况,在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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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513项申请中有395项申请在该关键点存在问

题,其中140项突出表现为参考文献陈旧,更有极端

的申请项目在立论依据中甚至没有参考文献。
工作基础问题体现在缺乏相关研究工作积累,

或缺乏直接相关预实验结果或相关数据,在筛选出

的513项申请中有270项申请在D6工作基础方面

存在问题,这些没有任何前期基础的申请书给人第

一印象就是空中楼阁,希望申请者应该提供一定数

据支持所提出的科学假说。

2.2 科研诚信突出问题

2017年2月14日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通

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具体

规定了科研不端行为处罚措施的行政法规,为制定

科学基金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

据。为避免重复资助,防范科研不端行为发生,中医

学科综合分析同行通讯评审专家意见,对多数函审

专家(2位以上)同意资助项目的相似性及提交代表

作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其中有130项函审多数同意

项目因此未能进入下一轮审核,甚为可惜。

2.2.1 相似性对比结果分析 NSFC通过计算机软

件对项目申请书整体、摘要、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研
究方案和特色创新的相似性进行检测。中医学科对

检测结果进行人工复查,发现有32项申请与本年度

受理项目或既往年度批准项目相似度较高,包括面

上项目17项,青年基金9项,地区基金6项。其中

与申请人已获资助项目高度相似的有10项,相似度

最高者达94.85%;与他人申请或已获资助项目高度

相似的有22项,相似度最高者达91.74%。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支持具有稳定研究方向的连续深入创新

性研究,但对抄袭他人已有研究的科研不端行为及

重复申报者进行严格把关;值得一提的是有极个别

的申请者采用技术手段规避了电脑查重,但被函审

专家指出抄袭,这个性质非常严重,因为申请书多数

会被指派至小同行专家,这种科研不端非常有可能

在专家面前无所遁形。

2.2.2 代表作真实性存在问题分析 核查发现,中
医学科有94项申请所提交的代表作问题,其中包括

面上项目60项,青年项目23项,地区项目11项。
具体问题表现如下:非通讯作者标成通讯作者;非并

列第一作者/共同通讯作者标成并列第一作者/共同

通讯作者;申请人排名位置物理移位;投稿阶段论文

或已撤稿论文冒充已发表论文;一稿双投等。从下

图(图3)可以看出,面上项目存在问题明显高于青

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图3 2017年科研诚信问题占多数同意项目比例

3 结语

本文对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学科面

上、青年、地区基金申请、受理、评审、资助情况进行

了简要介绍,并对各环节存在突出问题进行分析。
在项目申请阶段,建议申请人如实填写、认真核对本

人及参与者信息,切忌他人代签名;申请人及科研管

理人员认真阅读项目指南,本着“我申报我负责”“我
主管我把关”的原则,确保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
整。此外,从同行会议初评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部
分临床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关键科学问题凝练及疗

效机制挖掘,未能追踪学科发展最新动态,对研究领

域的前瞻性把握不足,有的申请书甚至在规范性实

验方法方面存在缺陷。最后,诚信是科研工作的基

石,一些科学假说明确、创新性良好、研究内容合理

的申请因提交代表作真实性方面存在瑕疵而未能获

得资助实属可惜。以上问题,提醒本专业领域基金

申请者加以关注,以期提高中医学科申报项目质量。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

提出中医药发展的重点任务既包括扎实推进中医药

继承又包括着力推动中医药创新[4]。NSFC中医学

科在“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中
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多学科

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基础

上,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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