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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枠 （以下简称 枟指南枠） 的出版 ， 体

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公开 、 公平 、 公正” 的资助原则 ， 使广大科技

工作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 。 枟指南枠 阐述了 ２００９ 年

申请须知和限项规定 ， 各类项目主要资助范围和重点支持方向等 ， 引导申请人

正确选择项目类别 、 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 ， 自主选题 ， 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资

助 。 枟指南枠 充分体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新的一年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

指导思想 、 最新资助政策和管理办法 ， 是指导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依

据 ， 是广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者 、 管理者和评审者必读的参考文献 。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等机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以

及参与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研究的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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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２００８ 年是改革开放 ３０ 周年 。 在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 ， 从科学基金的试点 ， 到 枟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枠 的颁布实施 ， 科学基金事业在我国走过了 ２７ 年的不平凡历程 。
实践表明 ， 实施科学基金制是党和政府坚持解放思想 ， 勇于和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管理经

验 ， 大胆探索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创新实践 ； 是党和政府应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

势 、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 是党和政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推进

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 ； 是党和政府尊重科学家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 推进科学

民主管理的重要里程碑 。
２００８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 ， 是实施 “十一五” 规划承上启

下的一年 ， 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年 。 科学基金工作准确把握支持基础研

究 、 坚持自由探索 、 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 ， 贯彻尊重科学 、 发扬民主 、 提倡竞争 、
促进合作 、 激励创新 、 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 ， 按照资助格局调整目标 ， 统筹安排资助计

划 。 着力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 稳步提高面上项目资助强度 ， 围绕优先领域加

强重点项目部署 ， 完善重大研究计划资助与管理模式 ； 坚持把培养科技人才置于重要战

略地位 ， 加强青年后备人才培养 ， 稳定地区人才 ， 扎实推进优秀学术带头人培养 ， 稳定

支持和培育创新团队 ； 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 ， 加强联合资助工作 ； 坚持以交流型

合作为基础 ， 以实质性合作研究为重点 ， 以充分吸纳和利用海外资源 、 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为目标 ， 扎实推进战略型国际 （地区） 合作 ； 加强管理规章建设 ， 提高依法管理水

平 ； 加强评审系统建设 ， 着力构建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制度平台 ； 深入开展绩效管理政策

调研 ， 探索绩效评估工作 ； 加强监督工作 ， 促进科研诚信建设 ； 加强政策引导 ， 充分发

挥依托单位的作用 ； 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 ， 努力提高管理效能 。
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 提高

综合国力的关键 。 实施科学基金制 ， 是国家超前部署和稳定发展基础研究 、 为创新型国

家夯实根基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制度 。 今后一个时期 ， 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体部署 ，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科学基金工作全局 ， 切实加强基

础研究 ， 努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
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 ， 要突出完善管理体系的重点任务 。 一是完善战略规划体

系 ， 全面把握战略定位 ， 统筹科学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 ，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战

略资源的导向作用 ， 更好地发挥项目指南引导科学家探索更基础 、 更长远 、 更前沿领域

的重要作用 。 二是完善同行评审体系 ， 加强专家系统建设 ， 规范通讯和会议评审程序 ，
加强信誉管理 ， 构建有利于支持创新和最具公信力的评审制度平台 。 三是完善绩效评估

体系 ， 探索和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估机制 ， 完善对管理目标 、 过程和结果

的监测与反馈机制 ， 探索推进科学基金资助绩效国际评估 。 四是完善监督制约体系 ， 提

高科学基金使用效益 ， 促进科学基金事业健康发展 。 切实加强四项基本建设 。 一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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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建设 ， 建立健全具有根本性 、 全局性 、 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管理规章制度 ， 形成

用制度管权 、 按制度办事 、 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 。 二是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 健全咨

询 、 决策 、 执行 、 监督有机统一的运行机制 ， 建设政治过硬 、 业务过硬 、 作风过硬的干

部队伍 。 三是加强行政能力建设 ， 努力形成办事高效 、 运转协调 、 执行顺畅 、 行为规范

的行政管理机制 ， 切实提高推动科学发展 、 依法办事 、 为科学家服务的能力 。 四是加强

科学基金文化建设 ， 在科学基金工作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积极促进科技创新

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
科学基金工作要准确把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 ，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更

大作用 。 一是发挥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 深入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 加

强纵深部署 ， 促进学科交叉 ， 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 形成科学 、 合理的学科布

局 ， 努力构建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坚实学科基础 。 二是发挥稳定和培养科技人才的重

要作用 。 坚持以人为本 ， 把人才培养资助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 尊重科技人才

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规律 ，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资助体系 ， 以事业凝聚人才 ， 以实践造就人

才 ， 以机制激励人才 ， 培育创新型人才 ， 建设适应未来需求的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 ， 推

动人才强国战略实施 ，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积累智力资本 。 三是发挥激励和培育创新思想

的重要作用 。 进一步完善研究项目资助体系 ， 尊重基础研究规律 ， 发挥科学家的主体作

用 ， 激励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和创造潜能 ， 营造稳定支持 、 长期积累 、 鼓励探索 、 宽

容失败 、 保护创新的环境 ， 促进创新思想竞相迸发 。 四是发挥有效调动科技资源配置的

重要作用 。 完善联合资助机制 ， 发挥导向作用 ， 推动科技资源整合 ， 促进各具特色和优

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以企业为主体 、 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 五是发挥统

筹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重要作用 。 拓展全球视野 ， 坚持以交流型合作为基础 ， 以实质性

合作研究为重点 ， 扎实推进战略型合作 ， 充分吸纳和利用海外资源 ， 推动中国科学家更

好地走向世界科学舞台 。
“宏观引导 、 自主申请 、 平等竞争 、 同行评审 、 择优支持” 是科学基金制的基本特

点 ， 项目指南是加强科学基金宏观战略引导的重要载体 。 制定指南的过程 ， 是会聚科技

人员战略智慧与共识的过程 ； 发布实施后 ， 也仍然需要依靠科技人员集思广益加以完

善 。 指南对申请资格条件 、 主要资助范围 、 重点支持方向 、 鼓励学科领域等进行了规

范 ， 可供申请者参考 ； 更重要的目的在于 ， 引导科技人员关注国家需求 ， 审视学术前

沿 ， 凝练科学问题 ， 潜心长期探索 ， 不囿传统定势 ， 敏于领异标新 ， 开展自由探索和创

新研究 ， 推动科技 、 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科技支撑发展 ， 创新引领未来 。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 科学基

金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 深入

贯彻科学发展观 ， 始终发扬改革创新精神 ， 永葆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的生机和活力 ， 为

繁荣中国科学 、 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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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根据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一五” 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 ， 在 ２００８ 年对项目资助结构进行了适

当的调整 ， 突出了以人为本 ， 稳定支持和超前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资助模式 。 调整

后的三个资助系列各类项目定位各有侧重 ， 相辅相成 ， 构成了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体系 。 研究项目系列的目标主要以获得科研创新成果为主 ， 并通过创新性科学研究培

养科技人才 ， 提高基础研究水平 ； 人才项目系列立足于提高未来科技竞争力 ， 着眼于长

远发展 ， 关注基础研究后备人才队伍的培育 、 青年学者初涉独立科研的支持 、 欠发达地

区科研人才的稳定 、 学术带头人及其团队培养等 ； 环境条件项目系列主要着眼于支持科

研环境与条件的改善以及增强公众对基础研究的理解 。
为了体现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资助原则 ， 使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更好地了解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 ， 自然科学基金委现发布 枟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枠
（以下简称 枟指南枠） ， 以引导申请人正确选择项目类别 、 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 ， 自主选

题 ， 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部分项目类别采取每年集中接收的方式受理申请 。 ２００８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期间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 ７９ ９５７ 项 ， 因非注册单位申请 、
过期申请及缺少电子或纸质申请书等原因不予接收的申请有 ９８ 项 ， 实际接收 ７９ ８５９ 项

申请 ， 比 ２００７ 年同期增加 ９ ４８７ 项 ， 同比增长 １３４８ ％ ， 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仍

保持最大增长幅度 ， 同比增长 ２５０８ ％ 。 面上项目申请同比增长 ９５２ ％ ， 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同比增长 １６４１ ％ 。 重点项目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类别项目的申请量与

２００７ 年基本持平 。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项目申请增加了 １１９ 项 ， 同比增长 ５６６７ ％ 。 经初

步审查后 ， 公布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 ３ ３７０ 项 ， 占申请总数的 ４２ ％ 。 在规定期限内 ，
共收到正式提交的复审申请 ３９０ 项 。 经科学部审核 ， 受理 ３１６ 项 ， 由于手续不全等原因

不予受理复审申请 ７４ 项 。 复审结果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符合事实 、 予以维持的 ２７５ 项 ，
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继续进行评审的 ４１ 项 ， 占正式受理复审申请的 １３０ ％ 。 因

此 ， ２００８ 年集中接收期间共受理各类项目申请 ７６ ５３０ 项 。
经过规定的评审程序 ， ２００８ 年批准资助面上项目 ８ ９２４ 项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７５７ 项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６７４ 项 ， 重点项目 ４２５ 项 ， 重大项目 ６ 项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１３５ 项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１８０ 项 ， 创新研究群体 ２８ 个 ， 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项目 ７９ 项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项目 ２５ 项 ， 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 ３１ 种 ， 科

普项目 ９ 项 ，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３５ 项 ， 部分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１５３ 项 。
各类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详见本 枟指南枠 相关部分的介绍 。

枟指南枠 主要针对 ２００９ 年度集中接收期间受理的各类项目进行介绍 ， 在前言之后 ，
集中介绍各类项目申请须知和限项规定 ， 希望申请人认真阅读 。 面上项目 、 重点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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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按科学部顺序介绍项目的总体资助情况及优先资

助范围 。 其中 ， 科学部在介绍面上项目资助情况之外 ， 还涉及本学部总体资助原则与要

求以及申请注意事项 ； 其他项目类别进行整体介绍 。 各类项目对申请人有特殊要求的 ，
将在 枟指南枠 正文中加以叙述 。

不在集中接收期间受理的其他项目 ， 将另行在自然科学基金委门户网站 （http ： ／／
w ww nsfc gov cn） 及其他相关媒体上发布指南 ， 请广大科技人员及时关注 。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项目申请 、 受理 、 评审和管理过程中 ， 将按照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条例枠 的规定 ， 坚持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的评审原则 ， 突

出鼓励源头创新 ， 强调研究价值理念 ， 支持不同学术思想的交叉与包容 ， 严格执行回避

和保密的有关规定 ， 接受科技界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 欢迎广大科技人员提出高水准的项

目申请 。

枟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枠 编辑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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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根据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枠 （以下简称 枟条例枠） 、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规定 （试行）枠 （以下简称 枟规定枠） 和各类项目管理办法 ， 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求各依托

单位和申请人在申请 ２００９ 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遵守下列规定 ：
一 、 申请书撰写要求

撰写申请书之前请认真阅读 枟条例枠 、 枟指南枠 、 相关类别项目管理办法和有关受理

申请的通知 、 通告等文件 。 凡 枟规定枠 及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与 枟条例枠 和本 枟指南枠 有

冲突的 ， 以 枟条例枠 和本 枟指南枠 为准 。
１ ． 申请书须由申请人本人撰写 ， 并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 合法性负责 。
２ ．撰写申请书时 ， 一定要准确选择 “申请代码” 、 “资助类别” 、 “亚类说明” 、 “附

注说明” 等内容 。 要求 “选择” 的内容 ， 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 ， 要求 “填写” 的内

容 ， 可以键入相应文字 ， 有些项目 “附注说明” 需要按 枟指南枠 要求填写 。 特别注意 ：
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 ， 自然科学基金委使用新的申请代码 ， 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时应当选择

与申请项目研究方向或领域符合的申请代码 ， 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 （６ 位或 ４ 位数字）
申请代码 （重点项目等特殊要求的除外） 。

３ ．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必须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 。 主要参与者中有依托单位以外

的人员参加 ， 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 ， 须在申请书信息简表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

并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合作单位公章 ， 填写的单位名称须与公章一致 。 已经在自然科学

基金委注册的合作单位 ， 须加盖单位注册公章 ， 没有注册的合作单位 ， 须加盖该法人单

位公章 。 一般情况下 ， １ 个申请项目的合作单位不得超过 ２ 个 。
４ ． 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应当符合 枟条例枠 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 包

括 ：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
称） 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 或者有 ２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 、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
称） 的科技人员的推荐 。 枟指南枠 中对申请人有特殊要求的 ， 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符合该

要求的证明材料 。
５ ． 申请人为在职研究生的 ， 只能通过其在职的聘任单位申请 ， 同时须单独提供导

师同意其申请项目并由导师签字的函件 ， 同意函应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 ，
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 。

６ ． 脱产研究生不能作为负责人申请各类项目 ， 其身份确认时间与当年自然科学基

金接收申请的截止时间相同 。
７ ．申请人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 ， 应当

在申请材料中说明资助情况以及与本项目的关系和区别 。
８ ． 依托单位要对申请书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 并且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 。
９ ． 申请书中的研究起始年限一律填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特殊说明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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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申请有关类别项目的注意事项

（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 申请人在申请当年 １ 月 １ 日未满 ３５ 周岁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１ 日 （含） 以后出生的］ ；
２ ． 已获得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 （包括执行期为一年的小额探索项目以及被

终止或撤销的项目） ， 不能再次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３ ． 主要参与者应以青年为主体 。
（二）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依托单位须是隶属于青海省 、 海南省 、 云南省 、 贵州省 、 江西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西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的高等学校 、 科研院所或其他公益性机构 。 申请人应为该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 。
（三） 重点项目

１ ．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并符合 枟条例枠 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
２ ． 申请人申请重点项目时 ， 应正确理解 枟指南枠 要求 ， 其项目名称应根据项目自

身研究内容确定 ， 尽量避免使用领域名称 。 项目名称应与研究内容相符 ， 项目的研究内

容要避免覆盖整个领域范围 ， 注意凝练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 ， 避免大而全 、 缺少深度的

申请 。
３ ． 各科学部对申请重点项目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 但都在 枟指南枠 中加以说明 ，

提醒申请人注意 ， 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不能通过初审 。
４ ． 重点项目一般由 １ 个单位承担 ， 确有必要时 ， 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２ 个 。
（四） 重大项目

１ ．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并符合 枟条例枠 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
２ ． 重大项目只接受整体申请 ， 不接受针对 枟指南枠 某一部分研究内容或某一个课

题的申请 。 重大项目申请人应先组织研究队伍 ， 分别撰写项目申请书和课题申请书 ， 且

申请人必须是其中一个课题的负责人 。
３ ． 每个重大项目的课题设置不超过 ５ 个 ， 每个课题的承担单位一般为 １ 个 ， 最多

不超过 ２ 个 。 一个重大项目的承担单位数合计不超过 ５ 个 。
（五）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并符合 枟条例枠 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
（六）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申请人应特别注意限项规定 、 有关知识产权及其他的特殊规定 。
（七）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１ ． 申请人在申请当年 １ 月 １ 日未满 ４５ 周岁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 日 （含） 以后出生的］ ；
２ ． 主要参与者一栏不要填写任何内容 （置空） 。
三 、 依托单位应严格按照 枟条例枠 、 枟指南枠 、 有关申请的通知通告及自然科学基金

委各类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规定等文件要求 ， 组织本单位的申报工作 。 杜绝同一人以不同

依托单位同时申请项目 ， 对于有多个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 ， 其承担和申请项目总数

（包括参加） 仍要遵守自然科学基金的限项规定 。
四 、 依托单位如果允许非本单位科学技术人员在本单位申请项目 ， 应当承担 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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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枠 中有关依托单位的相关责任 ， 对该申请人的资格和信誉负责 ， 同时要求在申请书中

的个人简历部分详细介绍申请人申请当时的在就职单位的职位和工作情况 。
五 、 有关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限项规定附后 。
六 、 按 枟条例枠 规定 ，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不予受

理 ：
１ ． 申请人不符合 枟条例枠 规定条件的 ；
２ ． 申请材料不符合本 枟指南枠 要求的 ；
３ ． 申请人申请基金项目超过限项规定数量的 。



· ix ·

限项规定

１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的申请者 （包括主要参与者） 申请和承担面上

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 重点项目 、 重大项目 、 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 、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的项数以及其他按照面上项目或重

点项目管理的专项项目的项数累计限为 ３ 项 ［在研项目执行期限 １２ 个月以下 （含 １２ 个

月） 及特殊说明的除外］ 。 以上类别在研项目累计达到 ３ 项的具有高级职称的项目负责

人和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以上各类项目 。
２ 申请人同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申请面上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以及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的其他各类项目合计限为 １ 项 。
３ ． 在研重大或重点项目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主持人 、 课题负责人及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新的同类项目 ， 也不能因申请新项目而退

出在研项目 。
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创新研究群体 、 国际合作与交流类项目 、 基础科学人

才培养基金 、 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 、 数学天元基金 、 项目执行期小于等于 １２ 个月

的委主任基金和科学部主任基金以及特殊说明的专项项目等 ， 不列入限项范围 。
５ 具有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的科技人员 ， 申请或承担面上项目 、 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合计限为 １ 项 。
６ 在列入限项范围的项目类别中 ， 除总数限 ３ 项之外 ， 面上项目及计入面上项目

限项范围的项目合计限为 ２ 项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 重点 、 重大项目和 “十五” 期

间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中重点项目合计限为 １ 项 ， “十一五” 期间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

限为 １ 项 ， 其他项目按照 枟指南枠 的规定进行限项 。 具体项目类别的限项申请规定见后

面的一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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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及限项规定一览表

项目类别
是否限

项申请
限项规定说明

面上项目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限 ２ 项 ， 同年只能申请 １ 项

重点项目或重大项目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合计限 １ 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 “十一五 ” 期间启动的）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限 １ 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 “十五” 期间启动的） 是 计入总数 ， 分别计入面上 、 重点限项范围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限 １ 次 ， 并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是 计入总数 ， 并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

NSA F 联合基金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天文联合基金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限 １ 项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NS FC广东联合基金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可主持 １ 项或参加 ２ 项

NS FC云南联合基金 是 计入总数 ， 本类型限 １ 项

钢铁研究联合基金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NS 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地区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 是 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与多年期国际合作项目 是 不计入总数 ， 本类型限 １ 项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否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 是 计入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否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否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否

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 否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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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前言

申请须知

限项规定

面上项目 （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理科学部 （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学科学处 （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力学科学处 （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文科学处 （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科学一处 （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科学二处 （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部 （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一处 （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二处 （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三处 （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四处 （１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五处 （１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部 （１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一处 （１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二处 （１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三处 （１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四处 （２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五处 （２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六处 （２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七处 （２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八处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九处 （２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十处 （２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部 （３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一处 （３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二处 （３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三处 （３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四处 （３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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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学五处 （３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３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科学一处 （３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科学二处 （４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科学一处 （４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科学二处 （４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科学三处 （４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科学四处 （４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科学五处 （４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部 （４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 （４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一处 （４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二处 （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三处 （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四处 （５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部 （５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一处 （５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二处 （５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三处 （５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点项目 （５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理科学部 （５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部 （６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部 （６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部 （６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７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部 （７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部 （７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大项目 （８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处理中的关键数学问题 （８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研究 （８５）… … … … … … … … … … … … … … … … … …
　 辐射探测技术中的量子效应及机理研究 （８６）… … … … … … … … … … … … … … … …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８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８９）… … … … … … … … … … … … … … … … … … …
　 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过程研究 （９１）… … … … … … … … … … … … … … … …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 （９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北克拉通破坏 （９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９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０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ii ·

　 数理科学部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部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部 （１０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部 （１０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１０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部 （１０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部 （１０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０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理科学部 （１０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科学部 （１０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部 （１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部 （１１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１１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科学部 （１１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学部 （１１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１１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１１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１１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 （１１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类型简介 （１２０）… … … … … … … … … … … … … … … … …
　 　 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１２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１２０）…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学术会议 （包括协议内） 项目 （１２３）… … … … … … … … … … … … … … … … … … … …
　 国别 （地区） 合作与交流 （１２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亚洲 、 非洲地区 、 国际组织 （１２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科学组织 （１２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洲 、 大洋洲及东欧地区 （１２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欧地区 （１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１３０）… … … … … … … … … … … … … … … … … … … …
　 　 中德科学中心 （１３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１３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AF 联合基金 （１３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文联合基金 （１３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１３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FC广东联合基金 （１３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FC云南联合基金 （１４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１４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１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xiv ·

　 地区联合资助项目 （１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项项目 （１５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学天元基金 （１５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１５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 （１５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数理科学部 （１５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化学科学部 （１６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生命科学部 （１６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地球科学部 （１７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１７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信息科学部 （１８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管理科学部 （１８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１９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１９１）… … … … … … … … … … … … … … …



面 上 项 目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体系中的主要部分 ， 其定位是全

面均衡布局 ， 瞄准科学前沿 ， 促进学科发展 ， 激励原始创新 。
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

围内自由选题 ， 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 力图通过研究得到新的发现或取得

重要进展 。 鼓励开展具有前瞻性 、 勇于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工作 ； 注重保护非

共识项目 ， 支持探索性较强 、 风险性较大的创新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度国 家自 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共资助 ８ ９２４ 项 ， 资助 经费

２８８ ６４７ ４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３２ ３５ 万元／项 ， 比去年增加了 ２ ８６ 万元／项 ；
平均资助率 １８１０ ％ ， 比去年增加了 ０ ９７ ％ 。 ２００９ 年度面上项目将继续控

制资助规模 ， 平均资助强度基本与 ２００８ 年持平 。 请申请人参照相应科学部

的资助强度实事求是地做好项目申请的经费预算 。
面上项目申请人应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现状与动态 ， 能领

导一个研究组开展创新研究工作 ， 依托单位应具备必要的实验研究条件 。 申

请的项目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 ， 理论依据充分 ， 学术思想新颖 ， 研

究目标明确 ， 研究内容具体 ， 研究方案可行 。 资助研究期限一般为 ３ 年 ， 按

面上项目撰写提纲撰写申请 。
各科学部在介绍面上项目资助策略的同时 ， 也涉及科学部的总体状况 。

2008 年度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

全委比例 （ ％ ）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数理科学部 ３ ２９７ ９２６ ３１ ６９０ １０ ９８ ３４ ２２ ２８ ０９

化学科学部 ４ ６６９ １ ００１ ３２ ０６１ １１ １１ ３２ ０３ ２１ ４４

生命科学部 ２１ ４４８ ３ ４７１ １０３ １２７ ３５ ７３ ２９ ７１ １６ １８

地球科学部 ３ ４１３ ８６０ ３７ ３９３ １２ ９５ ４３ ４８ ２５ ２０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８ ３６２ １ ３２１ ４５ ８３３ １５ ８８ ３４ ７０ １５ ８０

信息科学部 ５ ２６３ ９５７ ２９ ４５３ １０ ２０ ３０ ７８ １８ １８

管理科学部 ２ ８５８ ３８８ ９ ０９０ ４ ３ １５ ２３ ４３ １３ ５８

合 　 计 ４９ ３１０ ８ ９２４ ２８８ ６４７ ４ １００ ３２ ３５ １８ １０

·１·



数理科学部

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 ， 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先导和基础 。 数理科学学科

特征鲜明 ， 所属学科间差异大 ， 独立性强 ， 有纯理论研究 （譬如数学 、 理论物理等） 和

实验研究 ； 属 “大科学” 的学科多 ， 如高能物理 、 核物理 、 天体物理 、 高温等离子体物

理等 ； 理论性强 ， 研究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运动规律 ， 是 前沿的学科 。 数理科学在自身

发展的同时 ， 还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 、 方法和手段等 ， 数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推

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
数理科学与其他科学有着广泛的交叉 ， 例如 ， 数学与信息科学 、 生命科学 、 管理科

学 ， 物理学与材料科学 、 生命科学 、 信息科学 、 化学 ， 天文学与地球科学 ， 力学与工程

科学 、 材料科学 、 地球科学等都有大量的交叉 。 数理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渗透和移

植 ， 促使一系列交叉学科 、 边缘学科和新兴领域不断涌现 ， 同时数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和

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
因此 ， 数理科学部一直重视基础研究 ， 并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以推进学科发展 、 促

进原始创新和培养高水平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基础研究 、 适应国家长期发展需求的应

用基础研究以及学部内和跨学部的交叉项目 。
国际合作与交流在促进数理科学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 为进一步推动数理科学

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鼓励数理科学的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 ２００９ 年度数理

科学部将继续支持一些高层次的国际合作项目 ， 包括部分重大项目 。 希望有合作条

件和基础的申请者 ， 注意按要求适时提出申请 ， 我们将根据书面同行评议情况组织

统一会议评审 。
按照科学基金 “支持基础研究 、 坚持自由探索 、 发挥导向作用” 的战略定位 ， 根据

数理科学发展的战略需求和项目资助布局 ， 近年来数理学部在项目资助方面 ， 采取一定

措施 ， 加强了宏观引导 。 ２００９ 年度将继续注重如下方面 ：
（１） 加大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 。 在 ２００８ 年度获资助的面上项目中 ，

负责人年龄在 ４０ 岁以下的项目达到 ３５ １１ ％ 。 今后 ，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科学研

究人员的资助 ， 在 ２００９ 年度资助面上项目中 ， 将继续扩大对年轻人申请的项目的资助

规模 ， 使更多的青年人能得到资助 ， 获得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机会 。
（２） 资助工作中将更注重创新研究和学科发展 ， 采取多层次资助方式 ， 以适应科学

研究的实际需要 。 对有利于促进原始创新的具有创新课题思想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研究

与发展项目 ， 将视具体情况给予资助 ， 经费可达 ５０ 万 ～ ６０ 万元 。 请申请者给予关注 。
（３） 加强宏观调控 ， 对一些特殊领域给予倾斜资助 ， 以促进这些方面持续的发展 。

２００９ 年度考虑特殊资助的方面是 ：
① 新能源中的物理问题 ；
② 数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 ；
③ 数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问题 ；
④ 具有创新课题思想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
·２·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⑤ 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科学目标预研 ；
⑥ 反应堆物理 ；
⑦ 辐射防护与辐射物理 ；
⑧ 计算力学软件集成与标准化 。
申请此类项目 ， 需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填写相应的方向字样 ， 并选择相应的申请

代码 。
对于联合基金的申请和限项要求 ， 在本 枟指南枠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中有详细说

明 ， 请申请者注意查阅 。

数理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数学科学处 ２０９ ＋ １９  ５ ２３３ ３０ ８５ ２３１ ５ ８４０ ２９ ８８

力学科学处 ２０５ ７ ０７６ ２３ ８９ ２２４ ８ ３４０ ２５ ４５

天文科学处 ３３ １ ２６８ ３４ ７４ ３９ １ ６３５ ３０ ００

物理科学一处 １９８ ７ ０３１ ２４ ７８ ２５４ ９ ４０７ ２７ ０５

物理科学二处 １８４ ＋ ３  ６ １２４ ３３ ２１ １７８ ６ ４６８ ３１ ０１

合 　 计 ８２９ ＋ ２２  ２６ ７３２ ２７ ８７ ９２６ ３１ ６９０ ２８ ０９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３１ ４１ （３１ ８１   ） ３４ ２２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数学科学处

当代数学的发展趋势是其各分支学科的内在统一 ， 且在众多的其他研究领域具有越

来越重要的应用前景 。 数学科学处鼓励针对当前数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 对数学中的重

大重要问题 、 公开问题开展原创性研究 ， 探索新的数学思想和新的数学方法 ， 形成新的

数学理论 ； 鼓励数学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 ； 鼓励数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研

究 。 要求申请者及其研究团队应具备相当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实力 ， 并对所研究课题的现

状 、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 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 。 通过对项目的资助和实施 ， 培养优秀人才 ， 调整 、 重组研究方

向 ， 逐步使我国的数学研究与国际数学研究的主流接轨 ， 为赶超国际数学研究水平打下

良好的研究基础 。 不鼓励个人单独申请或同单位同方向的分头申请 ， 从严掌握有在研项

目者的申请 ， 以保持项目分布的合理性和适当的资助规模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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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础数学项目的资助 ， 旨在保持我国具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研

究领域 ； 促进我国基础相对薄弱 、 但属于国际数学研究主流的发展领域 ； 鼓励各分支学

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 。
对于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项目的资助 ， 鼓励有较强实际背景和应用前景的项目 ； 关

注生命科学 、 信息科学 、 材料科学 、 环境科学 、 能源科学以及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

密切关系的学科领域的发展 ， 主动了解这些学科领域中一些重要的前沿问题 ， 积极寻找

与这些领域交叉和渗透的切入点 ， 以促进应用数学的发展 。 对于这类申请项目 ， 需在附

注说明中标注 “数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应用” ， 申请代码填报相应的数学申请代码及

相关交叉领域的代码 。
２００９ 年度继续支持信息与数学交叉类项目 ， 具体可参考信息科学部的项目指南 ，

对于这类申请项目 ， 需在附注说明中标注 “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 ， 申请代码填

报相应的数学申请代码及相关信息科学领域的代码 。

力学科学处

力学科学处主要资助力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方法 、 动力学与控制 、 固体力学 、 流体力

学 、 生物力学 、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等力学学科分支领域的研究 。 一方面资助处于国际前

沿 、 具有创新学术思想的基础研究项目 ， 另一方面侧重资助与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国家安全紧密结合的 、 能推动工程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项目 ； 鼓励利用国内现有仪器

设备和重点实验室条件开展力学的实验研究 ； 提倡与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展学科

交叉问题的研究 。
力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方法领域的申请项目应注重力学中的数学方法 、 理性力学和物

理力学等基本理论的研究 ， 并加强与数学 、 物理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
动力学与控制领域的申请项目应重视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注重刚 、

柔 、 液 、 控制耦合动力学建模和理论分析 ， 关注动力学反问题及微纳系统动力学问题 。
鼓励结合重大工程中的关键动力学与控制问题开展研究 。

固体力学领域的申请项目应注重与物理 、 材料 、 信息和生物学科的结合 ， 善于从工

程应用领域提炼科学问题 。 拓展连续介质力学基本理论 ， 推动微纳米力学与多场耦合力

学的发展 。 加强对宏细微观本构理论 、 损伤演化过程与失效机理 ， 新材料力学行为及其

性能控制 ， 结构的优化 、 耐久性分析与安全评估 ， 岩土类材料的破坏与地质灾害的防治

等问题的研究 。
流体力学领域的申请项目应注重对复杂流动 （包括非定常流 、 湍流与多相流等） 的

演化规律和机理的研究 。 继续支持航空航天 、 船舶海洋 、 土木水利和化工等领域的流体

力学问题研究 ； 加强能源 、 环境以及高新技术等领域中流体力学问题的研究 。
生物力学领域的申请项目应充分关注人类健康及医学科学领域的力学问题 ， 注重与

生命科学及临床医学的结合 ， 加强对生物力学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 。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的申请项目应紧密围绕相关工程和安全问题开展研究 ， 注重

学科前沿 、 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交叉 ， 加强动态本构理论及失效机理的研究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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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继续支持有创新思想的仪器设备研制和改造 、 新实验方法和技术研究 ， 申请者

需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填写 “实验仪器与技术” 字样 。 对计算力学软件发展项目的支

持 ， 重在体现计算力学软件在力学研究及与工程问题结合中的作用 ， 着重资助自主研发

能够形成共享的计算力学软件的集成与标准化研究 ， 申请者需具有一定的相关研究工作

基础 ， 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需填写 “计算力学软件” 。

天文科学处

天文科学处主要受理天体物理学 、 基本天文学和天文仪器与技术方法等研究领域的

申请 。 根据国际天文学发展趋势和我国天文学发展现状 ， 天文科学处侧重支持以课题研

究为主的项目 ； 强调以课题研究带动技术 、 仪器的发展 ；提倡立足国内现有和将建的观

测设备 ， 加强学术思想创新 、 观测与理论相结合 ， 特别是与我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

工程项目相结合的课题研究 ， 以及天文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鼓励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和渗透 ， 逐步形成在国际上有特色 、 有影响的研究集体 ， 重视和支持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 特别是利用国外大型先进设备进行观测研究的项目 。
近年来资助的面上项目中 ， 基本实现了天体物理 （包括宇宙学星系 、 恒星物理 、 太

阳物理） 、 基础天文学 （包括天体测量和天体力学） 和技术方法 （包括天文学史） 等领

域的均衡资助 。 青年研究人员已逐渐成为天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 ４０ 岁以下的青年人

已占研究人员总数的 ５０ ％ 以上 。
２００９ 年度在继续加强对理论与观测相结合的项目及青年学者申请项目支持的同时 ，

优先支持天文学同物理学 、 空间科学等的交叉研究 。 与国际发展状况相比 ， 我国在行星

物理研究方面非常薄弱 ， 亟待加强 。 在本着择优支持的同时 ， 鼓励开展同粒子宇宙学 、
太阳系天体 、 系外行星系统 、 正常星系的结构和动力学 、 红外天文 、 空间天文观测课题

研究 ，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天文学研究 ， 继续坚持给予天体测量 、 天体力学 、 天文技术

方法及规模较小的天文单位适当资助倾斜 。
未来几年里 ， 天文科学处计划针对围绕 LAMOST 科学目标开展的研究和发展大望

远镜及空间探测所急需的天文新技术方法的前期概念性原理性研究给予特别支持 。 ２００９
年度拟重点支持同 LAMOST 科学目标相关的研究课题 ， 即基于 LAMOS T 河内光谱巡

天和河外光谱巡天的观测结果而开展的科学研究 ； 利用大样本中低色散的恒星光谱样本

进行不同星族恒星丰度 、 运动学及物理过程研究 ， 并开展银河系的结构和化学演化规律

的研究 ； 利用大样本低色散的星系光谱数据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和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
利用大样本低色散的类星体光谱数据开展活动星系核物理性质研究 ， 多波段天体物理的

研究及与 LAMOS T 光谱巡天有关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研究进行支持 。 对于此类项

目 ， 申请者需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填写 “大科学工程预研究” 或 “天文新技术方法”
字样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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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一处

物理科学一处资助涵盖凝聚态物理 、 原子分子物理学 、 光学和声学 ， 以及这 ４ 个学

科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 、 渗透所形成的新研究领域 。 对新交叉研究领域 ， 侧重支持探索

性和基础性的物性研究 。
为了改变我国物理学研究在先进科学仪器和专用软件方面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 ， 优

先支持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先进材料制备 、 物理实验测量和表征的新技术和方法 ， 以及

新的计算方法和模拟软件等方面的项目 。 本年度将进一步重视新能源中物理问题的研

究 ， 以促进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探索与发展 。 对于此类项目 ， 申请者需在申请书的附注

说明栏填写 “实验方法和技术” 或 “新能源物理” 字样 。
在凝聚态物理领域 ， 重视对关联电子系统中的奇异量子现象 ， 突破传统 “物理极

限” 的各种低维度 、 小尺度系统 （器件） 量子现象和量子效应 ， 以及与生命科学中相关

的物理问题和实验方法的研究 ； 鼓励对软物质中的基本物理问题 ， 表面 、 界面和薄膜的

结构与物理性质 ， 纳米系统的物性研究 、 器件物理及纳米结构表征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
新功能材料的结构形成与制备过程中的物理问题 ， 以及与凝聚态物理相关的交叉科学问

题等的研究 ； 特别关注国家重大需求技术中的急需解决的物理基础问题 。
随着冷原子 、 冷分子 、 离子囚禁技术的发展 ， 超短脉冲光源的产生 ， 原子分子物理

正面临许多新兴课题的挑战 。 在继续择优支持原子 、 分子和团簇的结构与动力学过程研

究的同时 ， 鼓励在冷原子分子物理及应用 ， 原子 、 分子体系的复杂相互作用 ， 原子分子

精密谱 、 精密测量的原理与关键技术 ； 以及材料 、 能源 、 生命 、 环境与空间等科学领域

中有关原子分子物理问题等方面开展研究 。
光学侧重于研究光辐射的基本原理 、 光传播的基本规律 ， 以及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等 。 鼓励对超快和超强光物理 、 微纳光子学 、 新型量子频标 、 光频标 、 量子信息的物理

问题 ， 光在新型光学介质中的传输过程及其特性 ， 高分辨 、 高灵敏和高精度激光光谱学

及其应用 ， 以及能源 、 信息 、 生命和空间科学中的光物理过程研究 ； 鼓励对三维空间光

学图像的产生 、 传输 、 显示与应用的基础研究 。 此外 ， 光电子学 、 光子学中的物理问题

也是支持的重要研究方向 。
目前国内声学领域许多工作侧重于声学的应用研究 ， 基础部分有待加强 。 为此 ， 鼓

励结合我国一些重大需求 、 研究关键的基础声学问题项目的申请 ； 希望在水声和海洋声

学 、 超声学及声学效应 、 结构声学与振动 、 声学材料 、 声信息处理 、 噪声及其控制 、 信

息科学中的声学问题等方面提出更多的具有创新性的基础研究课题 。

物理科学二处

物理科学二处主要资助基础物理 、 粒子物理 、 核物理 、 核技术与应用 、 加速器物理

与探测器技术 、 等离子体物理 、 同步辐射方法与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课题 。
对基础物理领域的资助 ， 重点是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物理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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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注重当前物理学研究的前沿 ， 尤其与实验紧密结合 、 通过科学实践所提出的重要

前沿性及学科交叉领域的理论物理问题将给予特别关注 。
对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资助 ， 重点将放在国内正在运行和即将建成的大型实验

装置相关的物理问题研究上 ， 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 ； 另一方面 ， 在未来的几年中

有一批国际合作的大型实验装置将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 ， 为了配合对围绕大型科学设备

的国际合作项目的支持 ， 将有选择 、 有重点地资助与此相关的物理研究 。 对于这两个领

域的研究工作 ， 希望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引导作用 ， 将国内的研究工作逐步凝聚到

与 新物理实验结果相关 、 对重要物理规律认识的研究方向上 ， 如 ： 粒子物理中的唯象

理论及其实验 ， 极端条件下核物理与核天体物理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等问题 。
核技术 、 加速器与探测器 、 低温等离子体以及同步辐射等领域的申请项目 ， 希望通

过学科前沿发展 、 国家需求和学科交叉的牵引 ， 凝练出既能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 解

决本领域自身发展 ， 又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课题 ， 特别要注重关键技术 、 方法

学的创新和新的学科交叉点 。 探索瞬时 、 高能量 、 高功率的各类强场辐射 （如离子 、 中

子 、 电磁场等） 与物质相互作用机理和规律的研究是学科资助的重点 。 与此相配合 ， 在

加速器与探测器和等离子体领域中的纳米微束 、 高功率离子束 、 强流加速器 、 等离子体

源以及各类先进辐射源的研究也将受到重视 。
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的申请项目 ， 希望更加注重与目前正在运行和即将建成

的大型装置有关的科学问题和新型诊断手段的探索性研究工作 ， 特别是与目前世界前沿

接轨的 “先进磁约束聚变” 和 “惯性约束聚变” 等方面的基础物理研究 ， 以及聚变研究

中的关键物理问题和对各类等离子体的计算机模拟与实验的研究 。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 使各领域中的研究工作逐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

循环 ， 鼓励全国的科研工作者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开展科学研究 ， 鼓励有自主创新的高

分辨率诊断 、 探测方法和对加速器 、 探测器等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实验课题 （包括必要的

实验设备 、 探测器和诊断仪器的研制） 等研究项目的申请 ， 将根据需要适度提高资助强

度 ； 对在相同条件下有较多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的项目予以适当倾斜 。
本年度继续支持有创新思想的仪器设备研制和改造 、 新实验方法和技术研究以及反

应堆物理 、 辐射防护与辐射物理等 ， 并专门安排面上项目予以资助 ， 申请者需在申请书

的附注说明栏填写 “实验仪器与技术” 、 “反应堆物理” 或 “辐射防护与辐射物理”
字样 。

化学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涵盖化学与化工两个一级学科 ， 下设五个科学处含七个学科 ： 化学科学

一处 （无机化学学科 、 分析化学学科） 、 化学科学二处 （有机化学学科） 、 化学科学三处

（物理化学学科） 、 化学科学四处 （高分子科学学科 、 环境化学学科） 、 化学科学五处

（化学工程学科） 。 化学是研究物质变化和化学反应的科学 ， 是与材料 、 生命 、 信息 、 环

境 、 能源 、 地球 、 空间和核科学等有密切交叉和渗透的中心科学 。 化工是利用基础学科

的原理 ， 实现物质和能量的传递和转化 ， 解决规模生产的方式和途径等过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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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化学科学部以加速化学和化工学科的发展 ， 增强基础研究工作的活力 ， 发挥其中心

科学的作用 ； 以提升我国化学科学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 培育一批有国

际影响的化学研究创新人才和团队为目标 。 支持在不同层次上对分子的多样性与多型性

和控制化学反应与过程的研究 ； 加强从原子 、 分子 、 分子聚集体及凝聚态体系的多层

次 、 多尺度的研究 ， 以及复杂化学体系的研究 ； 针对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 、 国家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 ， 在生物 、 材料 、 能源 、 信息 、 资源 、 环境和人类健

康等领域 ， 发挥化学与化工科学的作用 。 强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
化学理论研究与发展实验方法和分析测试技术相结合 ， 鼓励吸收其他学科的 新理论 、
技术和成果 ， 倡导源头创新与学科交叉 ， 瞄准学科发展前沿 ， 推动化学与化工学科的可

持续发展 。
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无机化学 １０１ ＋ ４  ２ ８８７ ２１ ４３ １１８ ＋ ４  ３ ９２０ ２０ ３３

分析化学 ９３ ＋ ３  ２ ６９２ ２０ ６０ １０１ ＋ ５  ３ ３７３ ２０ ７０

二处 有机化学 １５７ ＋ ５  ４ ５６４ ２３ １１ １７５ ＋ ９  ５ ９２９ ２２ ２５

三处 物理化学 １６２ ＋ ６  ４ ６５９ ２４ ８５ １７４ ＋ １０  ５ ９３１ ２３ ６５

四处
高分子科学 １０６ ＋ ４  ３ ２９１ ２５ １７ １１１ ＋ ６  ３ ８３７ ２５ ２７

环境化学 ９２ ＋ ３  ２ ６１１ ２０ ２６ １００ ＋ ５  ３ ３０１ ２０ ９６

五处 化学工程 １６０ ＋ ５  ４ ７２２ １８ ９２ １７２ ＋ １１  ５ ７７０ １８ ５０

合 　 计 ８７１ ＋ ３０  ２５ ４２６ ２１ ９２ ９５１ ＋ ５０  ３２ ０６１ ２１ ４４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２８ ２２ （２８ ８８   ） ３２ ０３ （３３ ０４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三年期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在 “十一五” 期间 ， 我国的化学科学研究水平力争在国际学科前沿领域中占有重要

地位 。 化学科学部大力支持学科前沿的高水平创新研究 ， 注重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 ， 鼓

励和优先支持在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上提出的研究课题 。 对于有较大风险的原始性创新研

究 ， 将采取措施给予保护和支持 。 ２００９ 年度面上项目的资助规模将与 ２００８ 年度基本相

同 ， 项目资助强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

化学科学一处

化学科学一处资助的范围包括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两个学科的研究领域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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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学科

与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 、 融合是无机化学当前的发展趋势 。 无机化学在合成

和制备研究中 ， 力求在发展新的合成方法及路线上下功夫 ； 强调运用分子设计和晶体工

程思想 ， 推进新型化合物的合成及物质聚集状态的研究 ； 重视无机功能材料的复合 、 组

装与杂化 ； 加强功能性无机物质的结构与性能关系研究 ， 开展介观和微观结构的理论研

究 ； 无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内涵 ， 突出无机物生物效应的化学

基础研究 ； 深化金属生物大分子 、 无机仿生过程及分子以上层次生物无机化学基础

研究 。
近几年来无机化学学科资助的面上项目中 ， 配位化学 、 分子基材料化学和无机纳米

材料化学的申请数量较多 ， 符合本学科的发展方向 ， 是本学科的重要资助领域 ； 新型无

机化合物及新的合成方法 、 反应过程及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等领域的申请偏少 ， 生物无机

化学 、 放射化学的申请量偏少 ， 希望得到加强 。 在基金项目申请中 ， 不乏有创新思想的

项目申请 ， 但具有原始创新性的还较少 。 从整体上看 ， 需加强无机化学中的基础理论研

究 ， 强化探索和创新意识 ， 增强研究的深度 。

分析化学学科

分析化学的研究范围既涵盖无机分析 、 有机分析 、 生化分析 、 环境分析 、 过程分

析 、 药物分析 、 细胞分析 、 免疫分析 、 食品分析 、 临床分析 、 中草药分析 、 波谱学分

析 、 材料表征及分析 、 纳米分析化学和芯片分析化学 ， 还涉及化学信息学 、 生物信息

学 、 仪器研制 、 质量控制及表面与界面分析等 ， 凡是与这些领域相关联的新原理 、 新方

法 、 新技术 、 新仪器 、 新装置及关键器件的研究工作都是分析化学学科的资助范围 。
近年来 ， 分析化学学科基金申请数量以及资助数量每年都有大幅增加 。 ２００８ 年度

分析化学申请项目有如下特点 ： 分析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地选择了 DNA 、 蛋白质 、 手性

药物和环境毒物等与生命活动相关的物质 ； 分析研究体系由简单体系转向复杂体系 ； 分

析研究层次已进入单细胞 、 单分子水平和立体构象 ； 分析研究区间已由主体延伸至表

面 、 微区及形态 ； 分析研究方法除发展各类仪器分析手段之外 ， 开始较多地把纳米技

术 、 微流控技术应用到分析化学研究之中 ， 并在数据处理上注意结合应用化学计量学及

化学信息学对分析结果进行解析和处理 。
根据近年来基金申请及资助分布情况来看 ， 分析化学学科有如下发展趋势 ： 突出方

法学的研究 ， 注重方法的集成 ，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 加强与国家安全 、 国家需求及经济

发展间的密切结合 ； 加强和注重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检测与诊断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
加强和注重仪器与装置的研制工作 ： 仪器研制工作不光是指成型仪器的研制 ， 也包括仪

器的改进 、 性能的提高 、 仪器配件及元件的研发等 ； 重视有关物质相互作用 、 信号转换

及作用机理的研究 ； 发挥分析化学在各类生物组学及系统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重

视复杂样品前处理技术的发展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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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学二处

化学科学二处资助的范围包括有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 化学生物学的研究内容含在

各个相关的科学处的指南中 。
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物质的来源与组成 、 合成与制备 、 结构与性质 、 反应与转化及

功能与作用机理的科学 。 有机化学的新理论 、 新反应 、 新方法不仅推动了化学学科的发

展 ， 同时也促进了该学科与有关生命 、 材料 、 能源 、 信息和环境等学科在更大程度上的

交叉和渗透 ， 进一步拓展了有机化学的研究领域 。 当今有机化学研究的特点是 ： 有机化

学的分子设计 、 识别与组装等概念正在影响着多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 ； 有机化学中与

生命科学的交叉为研究和认识生命体系中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 有机化学与

材料科学的交叉促进了新型有机功能物质的发现 、 制备和利用 ， 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方面

做出重要贡献 ； 选择性反应尤其是催化不对称合成 ， 已成为有机合成研究的热点和前

沿 ； 绿色化学正成为合成化学研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领域 ， 将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 如合理利用资源 、 解决环境污染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

动了有机反应机理研究的深入 ， 反过来又促进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
通过多年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 ， 我国有机化学的基础研究在金属有机化学 、 物理有

机化学 、 生物有机化学 、 天然有机化学和不对称合成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 从

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 ， 近年来物理有机化学 、 元素有机化学和有机分析化学等领域的申

请项目比较少 ， 与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也有待加强 。 具体来讲 ， 在复杂

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领域中 ， 应鼓励开展我国自己发现的 、 具有独特结构的天然产物全

合成 ， 基于仿生合成和生物合成的天然产物全合成 ， 同时应注意运用自己发展的合成方

法学 。 在医药和农药创制领域 ， 鼓励开展基于作用靶标的药物分子设计 、 合成和生物活

性研究 ， 并加强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的结合 。 有机功能材料应注重分子设计 、 高效合成和

分子组装 。 超分子化学 、 分子识别和自组装研究应关注动态过程研究和新体系的建立 。
鼓励开展高效 、 高选择性的原创性催化剂的研究及其应用 。 鼓励开展基于天然产物的化

学生物学研究 。
有机化学应在重视新方法 、 新理论研究的同时 ， 要努力吸取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

新研究成果 ， 推动本学科均衡协调健康地发展 ， 要努力发现国家需求 、 经济发展中的

相关科学问题 ， 做出自己的贡献 。

化学科学三处

化学科学三处资助的范围包括 ： 物理化学和理论化学 。
物理化学与理论化学是化学科学的理论基础 ， 其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 ： 从单分

子 、 分子聚集体到凝聚态 ， 从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到化学键形成 ， 从简单体系到复杂体

系 ； 借助物理化学手段和理论方法 ， 获取从基态到激发态 、 从稳态到瞬态的分子结构以

及动态变化的信息 。 物理化学的研究呈现出如下态势 ：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体相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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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界） 面相结合 、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 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 并进一步深入到对化学反应

和物质结构控制的研究 ； 物理化学和理论化学与能源 、 环境 、 生命 、 材料 、 信息等领域

基础科学相交叉 ， 积极推动许多新的学科生长点的产生 ； 物理化学在化学和相关科学的

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物理化学应该发挥学科优势 ， 聚焦于科学发展前沿 ， 面向国家需求 ， 加强创新性 、

系统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 发展物理化学的新概念 、 新理论和新方法 ， 鼓励更广泛地与其

他学科领域的交叉 。 注重有可能成为新生长点的基础研究 ， 重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

要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 。 鼓励从事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在本学科申请交叉项目 ， 申请

时应注意突出与物理化学相关的科学问题 。

化学科学四处

化学科学四处资助的范围包括高分子科学和环境化学两个学科的研究领域 。

高分子科学学科

高分子科学是研究高分子的形成 、 化学结构与链结构 、 聚集态结构 、 性能与功能 、
加工及应用的学科门类 ， 研究对象包括合成高分子 、 生物大分子和超分子聚合物等 。

在高分子化学领域 ， 一是研究新单体 、 新催化和引发体系 ， 发展合成高分子的各种

聚合方法学 ； 二是产物结构 、 分子质量及其分布等可控的聚合反应及大分子的生物合成

方法研究 ； 三是高分子参与的化学过程 ， 四是功能高分子 ， 对具有电 、 光 、 磁特性 ， 与

生物医用 、 能量转换 、 吸附与分离 、 催化与试剂 、 传感和分子识别等相关的功能高分子

开展研究 ， 要注重超分子聚合物 、 超支化高分子等各种新结构和高分子立体化学研究 。
在高分子物理领域 ， 主要方向是提出高分子凝聚态物理新概念 ， 深入研究聚合物结

构及其动态演变 ， 加深对聚合物结晶 、 液晶和玻璃化等转变过程的认识 ， 注重从单链高

分子聚集态到成型过程聚集态的研究 ； 关注对受限空间高分子结构 、 表面与界面结构与

性能 、 高分子纳米微结构与尺度效应 、 形态 、 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及分子间相互作用研

究 ； 加强对高分子溶液和聚合物流变学的研究 ； 发展高分子理论和计算模拟方法 。
近年对聚合反应方法学 、 结构表征方法学 、 超分子聚合物 、 烯烃易位聚合和离子聚

合等方向申请项目偏少 。 今后申请者在选题时应重视学科发展前沿 ， 但也不要一味跟踪

申请热门课题而忽视高分子科学中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暂时冷门的方向 ， 应善于从高分

子工业中抽提出所存在的重要的基本科学问题 ； 申请书应从基本科学问题出发 ， 重视科

学价值 ， 题目不宜过宽 。
鼓励高分子科学与化学其他领域 、 信息技术 、 生命科学 、 物理学 、 材料学和食品科

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 注重吸收物理学新思想 、 新理论和新的实验技术 ， 丰富软物质物

理理论 、 发展新的电子学和光子学聚合物 ； 善于从天然高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研究中寻找

高分子科学发展的新切入点和生长点 ， 在合成高分子与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空白区寻找发

展空间 ， 重视仿生高分子 、 超分子结构 、 大分子组装与有序结构调控的研究 ， 发展高分

子化学生物学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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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学科

环境化学学科涉及环境分析化学 、 环境污染化学 、 污染控制化学 、 污染生态化学 、
环境理论化学 、 区域环境化学和化学污染与健康等研究领域 。 环境化学在与相关学科的

综合交叉中迅速发展 ， 在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和解决国家重大环境问题方面均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
环境化学主要研究化学物质特别是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 、 迁移转化 、 归趋 、

效应和控制的化学原理和方法 。 近年来项目申请数逐年增加 ， 研究内容从微观机制到宏

观规律不断深入 ， 主要包括 ： 新型污染物的鉴别 ； 污染物分析新原理 、 新方法和新技

术 ； 污染物的多介质环境化学行为及微观机制 ， 区域环境质量演变过程与机制 ； 大气污

染控制 、 污染水体和土壤的修复技术与原理 ， 固体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技术方法与原

理 ； 复合污染过程 、 机制及生态效应 ， 纳米材料在污染控制中的应用及其安全性 ； 化学

污染物对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影响 ； 污染物的结构效应 、 剂量效应关系及预测模型等 。
化学污染物的环境过程及生物有效性 、 低剂量暴露及复合效应等基础环境科学问题需进

一步加强研究 。

化学科学五处

化学科学五处的资助范围包括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领域的基础研究 。
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是研究物质在物理 、 化学和生物转化过程中的流动 、 传递 、 反

应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 ， 其主要任务是认识物质转化过程中流动 、 传递 、 反应的规律及

其对目标产品性能的影响 ， 研究有效进行物质转化的工艺 、 流程和设备 ， 建立其工业化

设计 、 放大和调控的理论和方法 ， 并重点关注化学工程与技术领域独特的新理论 、 新概

念 、 新方法及在工业中的创造性应用 。
近年来 ， 从复杂的化工系统研究中提炼出关键的共性科学问题 ， 逐步形成系统理论

和关键技术 ， 已成为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学科基础研究的主流 ， 该领域的研究内涵也出

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 ： 从总体性质测量和关联转向对结构 、 界面与多尺度问

题的研究 、 观测和模拟 ， 并注重结构的优化与调控 、 过程的强化和放大的科学规律 ； 注

重研究化工过程的绿色化 、 集约化的理论和方法 ； 从对常规系统的研究拓宽到对非常

规 、 极端过程的研究 ； 从化学加工过程拓展到化学产品工程等 。
本学科重点支持以社会需求和国家目标为导向 、 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为

目标的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的基础理论 、 关键实用技术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节能 、
降耗的工程科学问题研究 ， 着重考虑 ： 化工高新科学技术和化工学科领域中前沿课题的

研究 ， 注意多学科交叉 ， 特别关注从交叉学科发展中提炼出的化学工程问题 ， 在科学思

想和技术手段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 涉及国民经济中量大 、 面广和国计民生相关的关键化

工技术研究 ， 加强化工基础方面的系统研究和积累 ， 从中寻找规律性的认识 ， 完善与发

展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 ， 发挥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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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下设 １０ 个科学处 ， １９ 个学科 ， 资助生物学 、 农业科学和医学三大领域的

基础研究 ， 涉及资源 、 环境 、 农业 、 人口与健康等方面 。 近年来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 ， 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 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 在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逐渐增多 ， 我国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

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微生物学 １０８ ＋ １３  ３ ２４９ ＋ １０４  １８ ７９ １２３ ＋ １２  ３ ９６３ ＋ ９６  ２０ １８

植物学 １０５ ＋ １１  ３ １４７ ＋ ８８  ２２ ９２ １１６ ＋ １１  ３ ６９６ ＋ ８８  ２２ ８４

二处
生态学 ８３ ＋ １２  ２ ４８６ ＋ ９６  １９ ８７ １０４ ＋ １２  ３ ３２１ ＋ ９６  ２０ １０

林学 ８２ ＋ １０  ２ ４７２ ＋ ８０  １９ ３７ １０８ ＋ １１  ３ ４４５ ＋ ８８  ２３ １５

三处

生物化学 、 生 物物理 与分 子

生物学
９２ ＋ １２  ２ ７９５ ＋ ９６  ２１ ０１ １０８ ＋ １２  ３ ４４２ ＋ ９６  ２０ ８０

细胞生物学 ８２ ＋ １２  ２ ４６８ ＋ ９６  ２１ ２７ ８３ ＋ １１  ２ ６９１ ＋ ８８  ２２ ３３

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 ８４ ＋ １２  ２ ５２６ ＋ ９６  ２５ ０７ １１４ ＋ １２  ３ ６４７ ＋ ９６  １８ ８１

免疫学 ９６ ＋ １２  ２ ８７３ ＋ ９６  １７ １７ １０８ ＋ １２  ３ ４４４ ＋ ９６  １７ ６７

四处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１１３ ＋ １３  ３ ３７９ ＋ １０４  １６ ２０ １３２ ＋ １３  ４ ２２４ ＋ １０４  １７ ７７

生物医学工程 １２２ ＋ １１  ３ ８１２ ＋ １２０  １６ ４６ １４８ ＋ １４  ４ ７３９ ＋ １１２  １８ １０

五处 农学 ２６２ ＋ ２０  ７ ８３８ ＋ １６０  １８ ０３ ３１０ ＋ １８  ９ ８９１ ＋ １４４  ２０ ３７

六处
畜牧兽医学与水产学 １４０ ＋ １３  ４ ２１１ ＋ １０４  １６ １４ １７４ ＋ １４  ５ ５６５ ＋ １１２  １８ ６９

动物学 ７５ ＋ １２  ２ ２５６ ＋ ９６  ２５ ６６ ８５ ＋ １０  ２ ７０９ ＋ ８０  ２５ ３３

七处
生理学与病理学 ２４８ ＋ ２０  ７ ４３４ ＋ １６０  １３ ３９ ３０１ ＋ ２１  ９ ４１７ ＋ １６８  １５ ３１

预防医学 １６５ ＋ １６  ４ ９５２ ＋ １２８  １６ ２０ １９４ ＋ １５  ６ ２０７ ＋ １２０  １９ ３０

八处 临床医学基础学科 I ２２９ ＋ １９  ６ ５７４ ＋ １５２  １１ ７０ ３０７ ＋ ２５  ９ ４９６ ＋ ２００  １２ ０２

九处
中医学与中药学 １９１ ＋ １７  ５ ７３１ ＋ １４４  １２ １１ ２４５ ＋ ２０  ７ ４９９ ＋ １６０  １４ ０５

药物学与药理学 １１８ ＋ １２  ３ ５３１ ＋ ９６  １６ ８０ １４３ ＋ １４  ４ ５６７ ＋ １１２  １６ １０

十处 临床医学基础学科 II ２３０ ＋ １８  ６ ５７０ ＋ １４４  １１ ７７ ２８８ ＋ ２３  ８ ９２４ ＋ １８４  １２ ９３

合 　 计 ２ ６２５ ＋ ２６５  ７８ ３０４ ＋ ２ １６０  １５ ７７ ３ １９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８８７ ＋ ２ ２４０  １６ ８７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２７ ８４ （２９ ８３
 

） ２９ ７１ （３１ ６２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三年期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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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年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共接受申请 ２１ ４４８ 项 （受理 ２０ ５８０ 项） ， 较 ２００７ 年增

加 ２ ２６４ 项 （增长 １１８１ ％ ） ， 包括小额探索项目在内共资助 ３ ４７１ 项 ， 资助率为

１６ ８７ ％ （按受理数计算 ， 以下数据均按受理数计算）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９７１ 万元／项 。
其中三年期的面上项目共计资助 ３ １９１ 项 （２００７ 年为 ２ ６２５ 项） ， 资助率为 １５５１ ％ ， 平

均资助强度为 ３１６２ 万元／项 （２００７ 年为 ２９８３ 万元／项） 。 今后 ， 生命科学部将继续按

照自然科学基金委适当控制规模 、 稳步提高资助强度的原则 ， 进一步增加面上项目的资

助力度 ， 同时也希望各依托单位能够关注申请项目的研究水平 ， 控制申请数量 ， 逐步提

高申请项目的质量 。 ２００９ 年本学部三年期面上项目预计平均资助强度为 ３２ 万元／项 ，
但在资助工作中会根据研究项目的实际需要拉开资助档次 ， 请申请者按照需求实事求是

地提出合理的经费预算 。
生命科学部积极鼓励开展具有创新性学术思想和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 尤其是对

原创性的 、 对学科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申请项目 ， 或是在长期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新理

论 、 新假说和学科交叉的申请项目给予特别的重视 。 ２００８ 年度学部在征询咨询组专家

意见的基础上 ， 安排了 ３ ０００ 万元宏观调控经费 ， 主要用于政策性倾斜和学科协调发

展 。 ２００９ 年学部将继续关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要 、 前沿和新兴的领域 ， 注重学科均

衡 、 协调发展 。
生命科学部鼓励科学家长期围绕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系统性 、 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 重

视和加强资助项目的后期管理 ， 实行 “绩效挂钩” ， 对高质量完成基金项目的主持人所

申报的项目 ， 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资助 。 学部鼓励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 ， 鼓励

海外优秀学者回国开展研究工作 。 但是 ， 近年来一些国内的申请单位利用海外学者申请

基金面上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 ， 为此 ， 本学部特别提醒国内的申请单位 ， 要严格按照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枠 和基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 认真审查本单位申请者的申请资格 。
另外 ， 针对近年来基金申请及评审中存在的问题 ， 生命科学部特别提醒申请者在撰

写申请书时注意 ：
（１） 个人简历一栏中要详细提供申请者及主要参与者的工作简历和受教育情况 、 以

往获基金资助情况 、 结题情况 、 发表相关论文情况 。 所列论文要求将已发表论文和待发

表论文分别列出 。 对已发表论文 ， 要求列出全部作者姓名 、 论文题目 、 杂志名称 、 发表

的年份 、 期刊号 、 页码等 ， 并按论著 、 论文摘要 、 会议论文等类别分别列出 。 对于第一

作者是多位作者并列的情况 ， 请忠实于论文出版时的作者排序 。 对目前尚未正式发表 ，
但已被接受的论文 ， 请附相关杂志的论文接收函 。 尚处于投稿阶段的论文请不要列出 。

（２） 请申请者详细论述与本次申请相关的前期工作基础 ， 以及所提出的新设想 、 新

假说的实验依据和必要的预实验结果等 。 前期工作已发表的论文 ， 请在申请书中详细写

明 ， 尚未发表论文者要求提供重要实验结果的相关资料 ， 如实验照片或图表等 。
（３） 申请书中的研究方案 、 技术路线和方法是专家评价该项目可行性的重要指标 ，

因此 ， 要求申请书中提供的实验设计要详实 ， 技术路线明确 ， 切忌粗略 、 笼统 。 并建议

提出当某些关键技术方案失败时拟采取的备用方案 ， 供专家评审时参考 。
（４） 对于在以往基金资助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申请 ， 请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上一基金

项目的进展情况 ， 本次申请的研究内容与前一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 与已承担的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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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内容有关联者 ， 应明确说明二者的异同 。 请申请者既要注意研究内容的连续性 ， 又

要防止研究内容与上一课题重复 。
（５） 对于涉及伦理学的研究项目 ， 要求申请者在申请书中提供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

单位伦理委员会的证明 。 对于如利用基因工程生物等开展的研究工作 ， 要求写明其来

源 ， 如需要由其他实验室赠予 ， 需提供对方同意赠予的证明 。
（６） 对于研究内容涉及国际合作或项目组成员中有旅居境外的研究人员的申请 ， 要

求在申请书中提供国际合作协议书或境外人员的知情同意书 。
（７） 申请单位和申请者要保证申请书中各类信息的准确 、 可靠 。
请申请者按照本 枟指南枠 和申请书填写要求撰写申请书 ， 凡未按要求撰写申请书者

将不予资助 。

生命科学一处

生命科学一处包括微生物学和植物学两个学科 ， 主要资助以微生物和植物为研究对

象的生物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项目 。

微生物学学科

微生物学学科资助以微生物为研究对象开展的基础研究 ， 重点研究真菌 、 细菌 、 古

菌 、 病毒等微生物的物种资源 ， 分类与进化 ， 生理与代谢 ， 遗传与发育 ， 以及其对环境

和宿主的影响等生物学及相关科学问题 。
微生物物种资源与基因资源 、 微生物细胞与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 微生物生理与遗传

现象的本质 、 微生物群落与生态功能 、 微生物与生物及非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等是目前

微生物学研究的核心方向 。 科学基金支持科学家在上述领域 ， 对模式微生物 、 应用与环

境微生物及病原微生物开展系统的基础生物学研究 。 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 ， 包括 “组
学” 技术的发展 ， 对微生物学研究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 也为 “后基因组时代” 微生物

功能基因组学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 。 本学科将继续关注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 ， 保

持微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先导地位 ； 同时继续对 “真菌经典分类” 和 “原核微生物

分类” 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予以适当倾斜 。
从申请项目看 ， 近年来 ， 我国微生物学研究水平提高很快 ， 在基础研究领域 ， 越来

越多的科学家注意选题的创新性 ， 积极推进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 ； 在应

用基础研究领域 ， 更多的申请人注重选择那些可能获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工作 ， 更

加注意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 但依然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 普遍重视微生物基因组

研究 ， 但在此基础上对生理学和遗传学的机理揭示不够 ； 病原生物学研究领域 ， 重视疫

苗研制和药物筛选等直接服务于疾病治疗与防治的研究 ， 而对病原本身进行的基础生物

学研究不够深入系统 ； 多数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不够 ， 缺乏实质性学科交叉及国

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瓶颈 ； 原核微生物的分类研究萎缩比较严重 ， 专职研

究人员越来越少 。 科学基金将通过项目资助 ， 继续大力支持创新性基础研究课题的探

索 ， 并鼓励科学家在我国微生物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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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度微生物学学科受理的项目 ， 要求申请的课题应该以微生物为研究对象 ，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不应偏离微生物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 ， 否则将不属于本学科的资助范

畴 。 例如 ， 学科鼓励开展微生物活性物质的筛选及合成代谢及其调控的研究 ， 而对这些

物质进行药效分析的专门研究将不予支持 ； 鼓励开展微生物与宿 （寄） 主相互作用的研

究 ， 而不支持微生物作为外界胁迫入侵后宿 （寄） 主的生理和免疫反应的研究 。

植物学学科

植物学学科资助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 主要资助

结构植物学 、 植物分类与系统发育 、 植物区系学 、 植物进化生物学 、 植物生理与生化 、
植物细胞与发育生物学 、 植物生殖生物学 、 资源植物评价 、 植物种质资源保护 、 引种驯

化基本理论 、 资源植物化学与植物天然产物化学及植物研究相关的新技术与新方法探讨

的研究课题 。
随着植物科学研究的深入 ， 学科间的渗透与交叉不断产生新的生长点 ， 学科优先支

持能够解决该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 ， 尤其是对基因功能探讨 、 新结构发现 、 原创性

理论与方法探索的项目给予特别重视 ； 鼓励多学科交叉和新兴学科研究 ； 加大对有创新

思想的青年学者的资助力度 。
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研究与发展及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基础 ， 今后学科将继

续对 “植物经典分类研究” 予以适度倾斜 ， 以稳定和培养全面发展的植物分类学人才 。
经典分类研究中鼓励进行世界范围内的专著性研究和完整类群的研究 ， 研究对象应以自

然区域划分 ， 加强对重要科属 （如种类丰富 、 分化中心 、 经济价值重要等） 的研究 。 鼓

励有基础积累的人员申请 。
在基因组学快速发展的带动下 ， 植物进化生物学正焕发出活力 ， 鼓励从新的角度 、

以新的实验材料探讨物种的起源与快速演化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
我国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 但相关的基础研究和积累相对薄弱 ， 本学科积极鼓励开展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尤其是与生态学 、 生理学 、 基因组学 、 代谢组学 、 生物信息学等的

交叉 ， 促进我国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利用 。
鼓励新的模式植物和新的研究系统的创建及能够推动植物学研究的新仪器 、 新技术

和新方法的研制 。
自 ２００８ 年度申请代码变更后 ， 有的分支学科的申请数量比较少 ， 如古植物学 、 生

物固氮 、 呼吸作用 、 水分生理 、 矿质元素与代谢 、 有机物合成与运输 、 种子生理 、 植物

胚胎发生 、 植物引种驯化 、 植物种质和水生植物与资源等 ， 鼓励符合该研究领域的申请

者申请 。
从以前的申请项目看 ， 一些申请者在申请书的准备和撰写方面有一定不足 ， 如选题

不够新颖 ， 立论依据阐述泛泛 、 逻辑性不强 ， 研究内容的设置与题目关系不密切 ， 实验

方案和技术路线不具体 、 不可行 ， 申请者工作积累不够等 ， 希望申请者逐步提高申请书

的质量并重视研究的长期性和系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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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二处

生命科学二处包括生态学学科和林学学科 ， 长期实验数据的积累是这两个学科开展

科学研究的基础 。

生态学学科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 、 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 ， 对于解决我国日

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 。 生态学学科资助范围包括分子与进化生态学 ，
行为生态学 ， 生理生态学 ， 种群生态学 ， 群落生态学 ， 生态系统生态学 ， 景观与区域生

态学 ， 全球变化生态学 ， 微生物生态学 ， 污染生态学 ， 土壤生态学 ， 保护生物学与恢复

生态学 ， 生态安全评价等 。
近年来 ， 我国生态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 但生态学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

高 ， 需要突出原创性研究 ， 加强宏观生态学研究 。
２００８ 年生态学科共受理面上 、 青年 、 地区类项目申请 １ ０２１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了

３５ ９ ％ 。 申请代码的调整是项目申请数量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 多数申请人能够按照

新设置的 １３ 个分支学科和新颁布的申请代码 ， 比较准确地填写相应的申请代码 。 申请

人围绕微生物生态学 ， 陆地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 ， 污染生态学领域的选题有较大增长 ，
有些研究领域的申请项目相对较少 ， 如海洋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 ， 昆虫种群生态学 ， 动

物种群生态学等 。
生态学学科申请项目未获资助的主要原因是 ： 选题偏大 、 内容过多 、 概念不清 ； 创

新性不强 ， 重复性研究较多 ； 实验设计不严谨 、 技术路线不明确 、 研究方法不具体 ； 学

科交叉性的项目及宏观和微观结合的研究项目中 ， 所研究的生态学的科学问题不明确 。
生态学学科重点支持创新性强 、 理论联系实际的多学科交叉以及新兴分支学科项

目 ； 优先支持紧密结合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研究项目 ， 尤其是有望取得突破的新理

论 、 新方法的研究 ； 鼓励野外观察 、 控制实验 、 模型以及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 。
２００９ 年度生态学项目申请注意事项 ： ① 注意正确选择申报的分支学科和申请代码 ；

② 在项目选题上 ， 把握相关领域的国内外 新研究进展 ， 结合已有研究基础 ， 选择关键

科学问题 ， 要明确生态学的科学问题 ， 避免单纯的技术研究 ； ③ 突出项目创新性 ， 避免

重复性研究 ； ④ 避免研究内容过多或空泛的现象 ； ⑤ 注重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和可行性 。

林学学科

林学学科主要资助以森林和树木为对象 ， 揭示其生物学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 开展森

林资源的培育 、 保护 、 经营管理和利用等的基础研究 。
学科资助范围 ： 森林资源培育 、 健康 、 利用和可持续经营理论和方法 ， 树木生长发

育规律和遗传育种理论与方法 ， 园林及森林植被与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的基础研究 。
林学基础研究有两个明显特点 ， 一是国家林业发展需求的特点 ， 研究的选题和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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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更加注重在林业实践中寻求重要和关键科学问题 ； 二是研究对象为多年生木本植

物 ， 研究周期长 ， 干扰因素多 ， 因此 ， 开展连续和深入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
近年来 ， 本学科申报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 选题和立项上的盲目跟踪 ， 缺少自身特

点和价值 ； 对相关研究领域 新进展的把握不够 ， 研究重复 ； 题目过大 ， 科学问题凝练

不够 ， 学术思想缺乏原创性 ； 研究内容空泛和堆砌 ， 研究技术和手段缺乏针对性 ， 存在

着附会分子 、 信息和纳米手段等现象 。
２００９ 年项目申请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 ①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 填写 为详细

的申请代码 ； ② 在了解相关领域的国内外 新研究基础上 ， 结合已有的基础和条件 ， 选

择重要和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立项 ， 体现项目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 ③ 找准研究的切入点 ，
凝练出具体的科学问题 ， 提出研究假说 ， 并确立独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体现创新性 ；
④ 根据需要 ， 有针对性地设立研究内容 ， 明确已有的工作积累和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切

忌面面俱到 ， 从头开始 ； ⑤ 提供详细和具体的研究方案 ， 以判明研究的可行性 ； ⑥ 题目

应当简练 、 具体和明确 ， 切忌大而空 ； ⑦ 研究基础要体现已有的相关工作积累和其他能

够代表申请团队研究水平的成果 ， 研究成果介绍应当全面和准确 ， 特别注意尊重论文作

者在发表论文时的排序状态和第一及通讯作者的标注 ， 对工作条件要有针对性地给予阐

述 ； ⑧ 按撰写提纲逐项填写申请书 ， 不能随意删减内容 ； ⑨ 申请人身份在基本信息和简

历介绍两项中应当一致 。

生命科学三处

生命科学三处包括生物物理 、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 、 细胞

生物学和免疫学 ５ 个学科 ， 集中了生命科学 基础和 前沿的研究领域 ， 并体现学科交

叉的特点 ， 是生命科学 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

生物物理学 、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

本学科主要资助方向集中在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 、 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
物理环境对生物体的影响和作用等方面 。 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白质结构功能研究是本学

科重要研究领域 。 从历年受理项目情况看 ， 蛋白质晶体学 、 包括蛋白质复合物结构与功

能研究的课题有比较好的基础和深度 ； 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 、 跨膜信号转导等分支领域

有比较优秀的课题 ； 生物大分子结构计算与理论预测 、 生物信息学等方面研究比较好地

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特点 ； 蛋白质组学方面的申请课题深度不够 ； 糖生物学 、 环境生物物

理方面的课题基础稍弱 ， 电离 、 电磁辐射等对机体的生物效应及作用机制仍集中在细胞

或整体水平 ； 生物声学 、 生物光学等方面的研究课题不多 ； 生物物理 、 分子生物学新技

术新方法方面涉及面广 ， 但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 、 方法的申请课题不多 。
今后本学科重点资助方向及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
（１） 鼓励和资助包括生物大分子结构计算与预测 、 蛋白质晶体学 、 核磁共振波谱 、

生物质谱 、 电镜等研究蛋白质及其复合物结构与功能的申请课题 ； 鼓励膜蛋白结构生物

学研究 ， 以及发展新的结构生物学方法用于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测定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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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２） 鼓励和资助研究细胞信号转导中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课题申请 ， 如研

究重要信号通路和途径中各个重要环节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 鉴定和发现信号转导

网络的新组分 、 揭示信号转导通路和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等 ；
（３） 鼓励和资助涉及组蛋白甲基化 、 乙酰化等共价修饰过程生化机制 ， 以及组蛋白

修饰在染色质重塑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４） 鼓励和资助 RNA 在诸多生命活动过程的作用和调控机制的研究 ；
（５） 鼓励借鉴数学 、 信息科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和思路 ， 开展生物信息学 、 系统生

物学或整合生物学研究 ；
（６） 适当扶持和鼓励多糖和糖复合物的研究 ；
（７） 适当扶持和鼓励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研究环境物理因素对机体的影响 ， 以及微

重力条件对生物体的影响等研究 ；
（８） 针对 ２００８ 年蛋白质组学方面的申请课题深度不够 、 目标不够明确的问题 ， 建

议在本年度蛋白质组学的课题申请应有明确具体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学科

遗传学学科主要资助范围涵盖人类和医学遗传学 、 植物和动物遗传学 、 微生物遗传

学 ， 以及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 、 群体遗传学 、 进化遗传学 、 表观遗传学和行为遗传

学等 。
本学科的申请项目中 ， 人类遗传疾病和动植物重要生物学性状相关的基因鉴定及其

功能研究是受资助的主要方面 。 有关多基因复杂性疾病研究的申请数量在不断增加 ， 存

在的主要的问题是申请者对所掌握的遗传资源的情况分析不充分和拟研究基因的选择欠

考虑 。 线粒体与人类遗传病之间的关系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 ， 因此学科将予以重

视 。 人类遗传学领域受理的项目较前几年明显下降 ， 比如人类遗传多样性研究 ， 国内具

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 而且我国的人类遗传资源丰富 ， 因此今后将加强在该领域的支持 。
基因表达与调控与表观遗传学领域受理的项目较多 ， 获资助的数量也较多 ， 特别是关于

非编码 RNA 基因 、 基因的甲基化 、 组蛋白的甲基化和乙酰化等研究是其中的热点 ， 学

科建议申请者应注意将基因表达调控与功能结合起来 。 在生物信息学方面 ， 不少申请依

然属于方法方面的探索 ， 而从具体的科学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的申请较少 ， 生

物信息学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 学科将予以倾斜支持 。 此外 ， 学科将鼓励申请者通过建立

模式生物 （酵母 、 线虫 、 果蝇 、 斑马鱼 、 小鼠 、 灵长类 、 拟南芥和水稻等） 研究系统和

模型 ， 开展基因功能研究和多基因遗传疾病的机制研究 。
２００９ 年的遗传学研究领域 ， 将继续重视利用我国的人类和动植物遗传资源开展基

因的分离鉴定 ， 重视对重要功能基因开展机理研究 ， 以及基于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

手段开展的基因组功能和结构信息特征 、 比较基因组学 、 基因互作网络等交叉领域的

研究 。
发育生物学主要研究生物体从发生到死亡的全过程 ， 发育生物学领域的主要资助范

围包括生殖细胞发生发育 、 胚层的形成 、 形态和组织器官发生与再生 、 胚胎干细胞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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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干细胞的增殖与分化 、 体细胞核重编程及核质互作等 。
发育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在组织 、 器官和个体水平上展开 ， 学科重视从分子机理

上认识各种正常发育过程和理解发育缺陷的研究 。 鼓励新的信号通路组分 、 非编码

RNA 和各种表观遗传修饰对重要发育过程的调控作用及其与组织 、 器官形成的关系研

究 。 发育生物学重视基于模式生物开展的相关研究 。 在受理的项目中 ， 干细胞及定向分

化领域受理的项目较多 ， 希望申请者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研究系统或模型 ， 开展关于机

理方面的研究 。

细胞生物学学科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的生命活动规律及其机制的基础性学科 。 现代细胞生物学研

究主要是在分子 、 细胞和个体水平上 ， 揭示在机体环境中的正常和异常变化条件下细胞

的结构 、 功能 、 表型及其调控机制 ， 并重视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 ， 对细胞的各种生命活

动在时空上的精细的分子调节机制及复杂的调控网络进行系统研究 。
细胞生物学学科的主要资助范围包括 ： 细胞及细胞器的结构 、 成分及组装机制 ， 细

胞骨架和分子马达 ， 细胞信号转导 ， 细胞周期 ， 细胞分化及细胞极性 ， 细胞运动 （包括

细胞黏附和迁移） 、 细胞外基质 ， 细胞间通讯及相互作用 ， 囊泡运输 （包括内吞和胞

吐） ， 细胞的表观遗传 ， 细胞应激 ， 细胞衰老 ， 细胞死亡 ， 病原物与细胞间相互作用 ，
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等 。

本学科的申请项目中 ，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研究依然是资助的主要方面 。 学科鼓励申

请者将蛋白质的合成 、 修饰 、 降解 、 定位 、 转位的机理和正常与异常条件下细胞信号转

导过程中蛋白复合物的聚合 、 解离 、 及其组分的定位和活性的时空变化研究与细胞的生

命活动相互联系起来 ； 重视细胞衰老 、 死亡 、 自噬 （aut ophagy） 、 癌变或其他病变的分

子机理研究 ； 重视细胞增殖与分化 ， 细胞黏附与迁移 ， 非编码 RNA 对细胞功能的调

控 ， 细胞对抗逆境或微生物感染等的分子机理研究 。
在 ２００８ 年受理的项目中 ， 细胞衰老 、 细胞死亡和细胞运动领域受理的项目较少 ，

这些领域是细胞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 而且国内从事相关研究已有一定基础 ， 希望

申请者能从前期研究中凝练出科学问题提出申请 ， 学科将考虑予以倾斜支持 。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强调功能和机理性研究 ， 重视各种新研究方法和手段在细胞生物学

领域的使用 ， 重视从分子 、 细胞和个体水平上开展整合性研究 ， 揭示与细胞功能和生物

学效应相关的各种分子机制和调控网络 。
近年来国内细胞生物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但是申请项目仍然多以描述性为

主 ， 机制性探索较少 。 不少申请不能准确全面地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 不能基于预实

验结果中的新发现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科学问题 ， 进而形成科学假说和验证假说的研

究方案 。 一些申请者所设置的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细致 ， 内容过于空泛或庞大 ， 缺乏对实

验技术路线失败的可能性分析及相应的解决和替代方案 。
本学科还包括人体解剖学和组织与胚胎学 ， 资助范围包括人体细胞 、 组织 、 器官 、

系统和整体水平的发生 、 发育 、 形态结构及其功能的研究 。 重视应用解剖和体质人类学

的研究 。 鼓励各种新的研究手段在该领域中的应用 ， 特别是从结构形态扩展到功能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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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延伸到分子水平开展相关的研究 。

免疫学学科

免疫学科的资助范围包括 ：
在基础免疫学研究方面 ， 主要资助免疫学基本科学问题的探索 ， 如 ： 免疫细胞及其

亚群的发育分化 、 表型特征 、 组织分布与迁移和功能调控 ； 新型免疫分子的基因结构和

基因调控 、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 细胞定位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 ； 先天免疫与获得性免

疫的识别机制比较及相互作用 ， 先天免疫系统及其配体的相互作用与信号传递 、 抗原结

构及其识别机制 ， 免疫细胞活化与调控网络 ； 免疫应答及其调控的细胞与分子识别机

制 ， 尤其注重各种负向调节性免疫细胞及其亚群和记忆性 T 细胞在免疫耐受形成中的

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
在应用免疫学研究方面 ， 主要资助免疫学研究的新技术 、 新方法和新型研究体系的

建立 ： 应用基因组学 、 蛋白质组学 、 信息学 、 系统生物学和定量生物学方法对复杂免疫

体系进行系统 、 定量研究的技术和方法 ； 应用物理 、 化学 、 材料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 ，
在结构免疫学 、 纳米免疫学 、 糖类免疫学 、 免疫学示踪与成像技术等领域开展的相关基

础研究 ； 免疫相关疾病的模式动物研究体系的建立 ； 应用免疫学新理论 、 新方法开展的

新型免疫学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的基础研究 ； 疫苗研制中的基础免疫学问题研究 。
在临床免疫学研究方面 ， 鼓励基础免疫学研究人员与临床免疫学人员密切合作 、 开

展基于临床的免疫学基础研究 ： 基于有中国 （或地区） 特色的重大疾病 ， 或充分利用我

国疾病资源优势和遗传资源优势开展的临床免疫学基础研究 ； 器官移植 、 生殖与避孕 、
肿瘤 、 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免疫耐受与免疫病理机制的研究 ， 以及针对性诊断 、 防治方

法的基础研究 ； 感染性疾病中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机制 ， 以及保护宿主免受病原体

侵害的免疫反应机制的研究 ； 应用现代群体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体系开展各种免疫

性疾病的致病基因及其特点的研究 。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免疫学科申请项目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 学科特别提醒申请人在 ２００９

年度的申请书中注意以下问题 ： ① 请申请人务必参考 枟项目指南枠 中 “限项规定” 中的

要求 。 ② 申请书的形式 ： 请申请人务必参照 枟项目指南枠 “申请须知” 中的要求 。 ③ 申

请书的撰写 ： 请申请人务必按照 枟项目指南枠 中生命科学部对申请书撰写所提出的具体

要求提交申请书 ， 否则将不予资助 。

生命科学四处

生命科学四处的资助范围包括 ： 神经生物学 、 心理学 、 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 、 生物

医学工程学 、 影像医学和放射医学 。 研究项目都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 。 数字化方法

和手段的应用将会给未来的生物医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 因而将数学 、 物理 、 化

学 、 工程 、 信息技术与生物医学研究相结合 ， 整合来自不同学科 、 不同层次的信息 ， 加

深我们对复杂的生物系统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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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学科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共同关注脑与行为的关系 ， 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发展 迅速的学科

之一 ，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挑战揭示大脑的奥秘 。
神经生物学资助范围包括分子神经生物学 、 细胞神经生物学 、 发育神经生物学 、 系

统神经生物学 、 感觉系统神经生物学 、 认知神经科学和计算神经科学 （包括神经工程学

和脑机交互研究） 。 心理学资助范围主要包括研究心理活动的行为和生理基础的认知心

理学 、 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 ； 发展心理学研究关注人的毕生发展 ， 尤其是儿童和老

人心理活动的发展规律 ； 医学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 ， 未成年人的问

题行为 、 网络成瘾行为是近年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 工程心理学资助的范围也包括组织

行为学和工效学 。 与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的研究 ， 如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申请项目也在

本学科进行评审 。
２００８ 年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获资助项目的特点有 ： 与神经系统系统疾病相关的基础

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 多数项目不仅关心神经系统活动的基本过程及其规律 ， 而且也很

注重其与神经 、 精神疾病间的关系 。 通过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 ， 神经科学家也

可以得到关于神经系统发育及其功能的基本信息 ； 获资助项目选题趋同化比较明显 ， 药

物依赖 、 疼痛 、 学习记忆 、 心理健康 、 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领域的项目比较集中 ， 而神经

系统的发育 、 损伤与修复 、 运动调控 、 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项目获资助较少 。 脑血管病

的研究虽然申请项目很多 ， 但有特色的少 ， 尤其是关于脑出血的研究能够获得资助的更

少 。 今后学科会在注重工作基础的同时注意扩大资助项目的领域及科学问题的多样性 ；
研究项目的连续与系统性有待加强 ， 有关神经和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数据库和样品库的

建立已经得到了重视 ， 相关的流行病学的研究近年也获得了一些资助 ， 但研究质量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 ， 本学科不资助单纯的流行病学研究项目 ， 而是重视利用流行病学资料开

展神经 、 精神系统疾病发病机理的研究 ； 多学科合作研究是目前的发展趋势 ， 综合运用

行为学 、 影像学 、 遗传学的方法开展研究成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流行的研究模式 ，
目前亟待加强的是特定人群环境资料的长期积累 ， 同时要加强对精神疾病的亚临床症状

及高危人群的早期研究 。

生物医学工程学学科

生物医学工程学学科主要资助生物医学工程学 、 影像医学与放射医学三大领域 。 其

中 ， 生物医学工程学受理范围包括 ：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 ， 组织工程 、 生物材料与人

工器官 ， 生物医学电子学 ， 仿生学 ， 纳米生物学与纳米医学 。 影像医学受理范围包括 ：
生物医学超声 、 核医学 、 影像诊断 、 生物医学图像 ， 医学物理与介入治疗学 。 放射医学

受理范围包括 ： 放射治疗学 、 放射生物学 、 放射防护及放射病理 。 生物医学电子学包括

生物医学信号检测与处理 、 生物系统建模与仿真以及生物医学传感等研究领域 ， 主要集

中在生物信息获取 、 处理与理解 ， 人体重要组织与器官生物特性的建模和仿真 ， 生物医

学传感器以及生物医学仪器及装置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
２００８ 年本学科获得资助项目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 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及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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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 ， 以及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医学基础科学问题并寻求突破 ， 如应用力学与组织工

程方法研究骨 、 关节及心肌的损伤修复 ， 对人体多模态信息的提取 、 分析与建模等 ； 立

足于临床实践而提出的临床基础科学问题与认知科学问题 ， 如应用分子影像技术探讨疾

病发生发展机制 、 早期诊断与治疗评估 ； 采用脑功能成像技术探讨人类认知神经活动

等 ； 申请者包括临床工作者在科研领域的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 在国际主流刊物发表科研

成果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 研究基础较弱者很难获得资助 。
近年来 ，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申请项目从质和量两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 根据

２００８ 年项目受理与评审情况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 项目的申请质量较前几年有较大提

高 ， 一些以前较弱的学科领域的申请者在长期工作积累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 并已获

得了突破性进展 。 但值得注意的是申请项目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 ① 项目创新性不足 ， 多

系跟踪性研究 ， 或者将以前的研究仅变换一下研究部位或对象 ； ② 研究内容宽泛 ， 重点

不突出 ， 缺乏对科学问题的凝练和深入研究 ； ③ 研究手段和技术路线复杂或过于简单 ；
④ 申请者发表文章格式书写不规范或失实 ， 甚至有以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写为第一作者

等情况 。 一些项目虽然选题较好 ， 但由于申请书未能提供充分的数据与资料 ， 或者提出

的研究计划过于庞大或简单 ， 以及缺乏前期研究工作基础而未能获得资助 。
请注意 ， 有关 DNA 、 RNA 、 基因与蛋白质等计算生物学 、 生物信息学或系统生物

学领域的申请项目不属于本学科资助范围 ， 此类研究请在生命科学部其他科学处申请 ，
如在本学科申请将不予资助 。

生命科学五处

生命科学五处受理围绕农作物生产相关科学问题的申请项目 ， 包括农学基础 、 作物

学 、 植物营养学 、 植物保护学 、 园艺学和农作物产品贮藏保鲜与安全 ６ 个分支学科 。 对

于不属于本学科资助范围的申请项目 （如以农业动物 、 水产 、 林木 、 拟南芥等为研究对

象的申请项目） ， 将不予资助 。
２００８ 年生命科学五处共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６８２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５１ 项 。 多数申

请人能够比较准确地按照新设置的 ６ 个分支学科和新颁布的申请代码填写 。 与过去几年

相比 ， 在项目指南的引导下 ， 申请人从我国农业生产需求中凝练基础科学问题的项目选

题有所增加 ； 围绕农学基础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更加明显 ； 申请项目依

托单位的分布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 申请书撰写的规范性和质量有所改善 。
２００８ 年申请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在项目选题上 ， 盲目跟踪国际研究热点 ，

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 ， 题目大而空泛 ， 科学价值和创新性不够 ； 在研

究内容上 ， 缺乏对相关研究领域 新进展的把握 ， 科学问题凝练不够 ， 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不明确 ， 内容多而不深入 ， 内容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 ； 在研究方案上 ， 有的项目基本

上还停留在框架性的研究思路上 ， 笼统而不具体 ， 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 ； 在工作基础

上 ， 不少项目前期基础较弱 ， 研究方向频繁变换 ， 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 ； 在申请书撰写

方面 ， 少数申请书未按照撰写提纲要求 ， 缺少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受教育和研究背

景的介绍 ， 缺乏对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的针对性阐述 ， 发表论文书写不规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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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度申请注意事项 ： ① 注意正确选择申报的分支学科和申请代码 ； ② 在项目

选题上 ， 注意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问题 ， 把握相关领域的国内外 新研究进展 ， 结合

已有的工作基础 ， 围绕某一个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 ， 体现项目的科学价值和创

新性 ； ③ 在研究内容上 ， 要避免研究内容过多或空泛的现象 ， 强化内容之间的有机联

系 ； ④ 在研究方案上 ， 注意提出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注重现代生

物技术与传统方法 、 实验室工作和田间试验的结合 ， 提供清晰 、 详细和具体的研究方

案 ； ⑤ 注意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 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

生命科学六处

动物学学科

　 　 动物学是研究动物的形态 、 分类 、 生理 、 行为 、 进化等生命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
分子生物学 、 生物信息学 、 计算机等技术的应用 ， 丰富了动物学的研究内容 。 动物系统

发育 、 协同进化 、 形态进化的分子基础 、 动物行为和适应性进化等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
动物分类 、 动物地理 、 动物资源利用及保护生物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整合 。 实验动物学的

发展受到重视 。
从近三年项目受理的情况看 ， 分类学申请项目 多 ， 占申请项目的 ２４ ７２ ％ ； 动物

资源与保护领域受理申请占 １５ ５２ ％ ； 动物遗传与进化占 １３ ２９ ％ ； 动物生理学占

１２ １８ ％ 。 上述领域不但申报项目数量多 ， 而且在某些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
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从项目评审的情况来看 ， 无论选题还是设计 ， 尤其在学术思

想的创新性方面 ， 比过去均有较大提高 ， 但还应看到 ， 有些申请项目中还存在某些问

题 ， 如 ： 有的项目刻意追求创新而忽视了立项依据的阐述和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论证 ； 部

分项目的前期工作基础描述过于简单 ， 没有提供具体的研究进展和详细研究内容 ； 目标

过高 ， 或与研究内容不完全相符 ， 过于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质量等 ； 个别项目经

费预算有不切实际的现象 。
今后 ， 对未知动物类群 、 物种的鉴定和描述 ， 对已知动物物种的厘定和分类地位的

修订 ， 仍是经典分类学资助的重要内容 ； 以进化为中心的动物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的

研究是当前的重要领域 ； 鼓励动物比较生理学 、 适应生理学 、 动物行为学和动物模型建

立等方向的研究 ； 加强生物多样性 、 濒危动物保护 、 重要资源动物持续利用 、 重要外来

入侵动物相关的生物学以及生物安全的研究 ； 对我国特有动物类群和研究基础薄弱地区

的动物学研究将继续给予扶持 。
学科鼓励根据我国动物资源的特色和区域特点 ， 结合新技术手段的应用 ， 在理论和

方法上进行探索 ； 鼓励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 。

畜牧兽医学与水产学学科

畜牧 、 兽医学科以畜 、 禽 、 草 、 蚕 、 蜂为对象 ， 研究产品形成 、 疾病发生和防治的

基本规律 。 目前主要发展趋势是 ： 微观水平的研究 （分子 、 细胞 、 组织） 与宏观水平的

研究 （个体 、 群体 、 生态系统） 相结合 ， 努力从整体上解决畜牧兽医所面临的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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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在畜牧兽医领域开展基因组学 、 蛋白质组学 、 营养物质代谢组学及生物信息学的研

究 ； 进一步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一些重要性状形成的机理 ；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动物病原的

致病与免疫机理 ； 人畜共患病与病原生态学及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研究 。
近几年来受理和资助的项目涉及学科的各个领域 ， 其中畜禽遗传育种 （１４６６ ％ ） 、

动物营养学 （１２ ６６ ％ ） 及兽医传染病学 （１５ ２６ ％ ） ， 不但申报项目数量多 ， 而且在某

些方面已形成研究特色 。 从项目评审的情况来看 ， 申请项目无论选题还是设计 ， 尤其在

学术思想的创新性方面 ， 比过去均有较大的提高 。 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 有些申请项目

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跟踪国际上热点 ， 由于关键科学问题凝练不够 ， 使选题偏应用 ； 在有

关动物疫病方面 ， 较多强调病原学的研究 ， 忽略对重大畜禽疾病防控起重要作用的免疫

学和实验动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
水产学以水生经济动植物为对象 ， 研究其生长 、 繁殖 、 发育 、 资源与保护及产品安

全的基本规律 。 由于现代生物科学技术在水产学领域的不断渗透和应用 ， 水产学的基础

理论研究呈纵向深入和横向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 ， 由一般生物学特性研究向分子水平方

向发展 ， 养殖生态基础研究更加受到重视 。
近年来 ， 水产学科 受理 和资助 的项目 涉及多 个领 域 ， 其中 水产 生物生 理学

（１４５２ ％ ） 、 水产生物病害与控制 （２２８６ ％ ） 和水产养殖学 （９７６ ％ ） 不但申报项目数

量较多 ， 而且在水产动物的一些重要经济性状以及一些重要病原的分子特征 、 致病机制

方面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
今后一段时期内 ， 本学科将更加重视我国特有优质养殖动物产品质量形成的分子基

础研究 ； 与奶业相关的基础研究 ； 重要病原 （包括人畜共患病） 传播机制和致病机制以

及新型疫苗和特异敏感诊断技术的基础研究 ； 尤其重视营养生理以及动物源性食品质量

和安全的基础研究 。
学科特别提示申请者注意 ： ① 凡申请项目属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研究 ， 应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 满足开展动物病原微生物研究的条件 ， 否则将不予受理 ； ② 其他共

性问题 ， 请务必阅读生命科学部项目指南 。

生命科学七处

生命科学七处由预防医学学科和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组成 。 预防医学学科负责受理

预防医学相关的申请项目 。 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受理人体生理学 、 病理学 、 病理生理

学 、 内科学 、 特种医学和运动医学领域的申请项目 。

预防医学学科

２００９ 年本学科资助的范围包括 ： 以探索疾病预防控制相关的新理论 、 新途径和新

方法为目标 ， 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源头创新意义的项目 ； 根据我国人群健康与疾病预防

工作的实际需要 ， 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 ， 在研究中合理选用现代分子生物学与免疫

学新技术的项目 ； 重视现场人群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 ， 注意寻找学科新的生长点 ，
开展具有我国特色并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前瞻性研究项目 ； 注重学科交叉渗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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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途径的项目 ； 注重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项目 ； 具有明确 、 合理 、 可行的研究工作

假说的项目 ； 围绕某一科学问题长期在该领域开展研究 ， 具有较好研究工作积累的项

目 。 此外 ， 学科优先资助既往完成基金项目较好且注意将研究成果推向国际的项目

申请 。
对于选题脱离预防医学的实际需要 ； 立项依据限于国内外参考文献的简单罗列 ， 缺

乏分析和对基本科学问题的凝练 ， 缺少合理的科学假说 ； 缺乏源头创新性 ， 仅限于对国

外同类研究的移植和跟踪 ， 甚至是低水平重复 ； 在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设计上 ， 不是围

绕解决科学问题选择合理技术 ， 而是依赖高新技术选择科学问题 ， 使项目陷于技术 、 指

标的单纯堆砌 ； 缺乏基本的研究设计要素的申请项目 ； 单纯应用开发性技术项目 ， 本学

科将不予资助 。
鉴于既往出现的问题 ， 本学科特别强调 ， 营养学只受理人类营养 ； 妇幼卫生与儿童

少年卫生学不受理妇产科及儿科疾病项目 ； 毒理学只受理卫生毒理学研究内容 ， 不受理

药物毒理项目 ； 流行病学只受理涉及人群研究的现场或现场与实验室相结合的研究项

目 ， 不受理单纯的实验室研究项目 ； 地方病学只受理克山病 、 大骨节病 、 碘缺乏病 、 地

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项目 ； 传染病学只受理有关由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体后能导致

人间传播流行的传染病项目 ， 不受理不具传染性的一般感染性疾病项目 ， 也不受理有关

细菌耐 （抗） 药 、 抗生素 、 动物传染病 （人兽共患传染病除外） 以及与病毒性肝炎无关

的肝纤维化等消化内科研究项目 ； 不受理医疗管理和卫生经济类项目 。
凡不符合预防医学资助范畴的项目 ， 科学处将不予资助 。 为鼓励科研工作者重视和

开展现场研究 ， 预防医学学科将对现场研究与实验室研究有机结合的申请项目予以倾斜

资助 。

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

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受理人体生理学 、 病理学 、 病理生理学 、 内科学 、 特种医学和

运动医学领域的项目申请 。 研究范围涉及机体组织和器官 、 细胞和分子的正常生理功能

研究 ， 以及疾病发生 、 发展及干预的机制研究 。 本学科不受理皮肤病 、 眼耳鼻喉口腔疾

病 ， 以及传染性疾病发病机制相关的研究申请 ； 不受理病原生物学的研究申请 ； 运动医

学中不受理因骨科疾病和非运动性创伤造成的损伤与康复治疗的研究申请 。
２００８ 年本学科共计收到面上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３ ０７９

项 ， 形式审查后 ， 不予受理 １０４ 项 。 项目申请中依然存在如下问题 ： 立论依据不充分或

缺乏科学假说 ； 部分申请忽视研究积累 ， 盲目跟踪热点 ， 缺乏研究基础和预实验结果 ；
片面追求新技术的使用或仅停留在观察性 、 筛选性的研究层次 ， 缺乏对生理 、 病理机制

的深入探讨 ； 研究内容和计划过于庞大 ， 难以在现有资助期限和经费条件下完成 ； 部分

申请人未按 枟项目指南枠 要求填写规范的申请者简历 ， 个别申请者甚至提供了错误的或

不准确的论文发表目录等信息 。 学科对申请书中有不实之处的项目不予资助 。
不同领域的申请项目应注意该领域的特性问题 。 生理学 、 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属基

础医学研究领域 ， 也是连接基础和临床的桥梁学科 。 研究申请总体质量较高 ， 项目具备

较好的研究基础或预实验的结果 ， 但是独具特色的原创性研究项目仍然不足 。 内科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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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申请广泛涉及常见病 、 多发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 多数项目仍然存在研究设计不

够深入 ， 或者申请人没有直接相关的研究基础 ， 缺乏把握和完成项目的能力等问题 。 特

种医学和运动医学领域的申请项目反映出与其他领域的联合和交叉不够深入 ， 影响了研

究内容的创新性和研究深度 。
２００９ 年本学科将继续鼓励科研人员围绕明确的科学问题开展长期 、 系统 、 深入的

创新性研究 。 优先资助已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的假说和科学可

行的研究方案的申请项目 。 鼓励在加强细胞和分子层次研究的同时 ， 注意整体 、 器官 、
组织 、 细胞各层面的整合性研究 ； 鼓励利用我国丰富的临床资源开展基础与临床相结合

的研究 ； 鼓励关注疾病临床前阶段的病理生理学研究和以功能紊乱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发

病机制研究 。 对于本学科属内科学领域的申请项目 ， 支持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 ， 并通

过基础研究阐释相关机制 ， 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转化医学研究 。

生命科学八处

生命科学八处受理范围包括 ： 物理诊断学 、 检验医学 、 物理治疗学 、 外科学各分支

学科 、 老年医学和康复医学 。 “检验医学” 申请代码不受理以疾病发病机制为研究目标

以及病原微生物学研究的申请 ； “物理诊断学” 、 “物理治疗学” 申请代码仅受理物理方

法的诊断和治疗研究 ， 不受理其他方法手段的诊断和治疗研究 ； 外科学各分支学科受理

外科学范畴疾病和创伤的研究 ， 不受理相关系统内科学疾病及传染病学相关研究的申

请 ； “老年医学” 资助衰老生物学机制及其与老年退行性疾病间关系的研究 ， 对于以老

年退行性疾病为研究对象 ， 但并不结合衰老机制进行研究的申请项目 ， 请申报该疾病相

对应的申请代码 ， 本学科不予资助 。
本学科申请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缺乏针对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选题 、

立项 ， 而是单纯围绕新技术手段进行移植性的研究 ； 立项依据缺乏对研究现状的深入分

析和对科学问题的凝练 ， 缺少合理的科学假说 ； 项目所设研究内容过多 ， 研究目标不明

确 ； 研究方案的设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不是以研究内容的需要为依据 ， 而是盲目追求高

新技术的运用 ； 不断变换研究方向 ， 缺乏对研究方向的凝练并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 ； 缺

乏跨学科的交叉性项目等 。 在申请书撰写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填写的申请代码与所研

究内容不一致 ； 未按撰写提纲要求逐项填写申请书 ， 包括未撰写详细的研究方案 、 未提

供申请者简历或简历含糊 、 不全 ， 发表论文未提供作者姓名 ， 个别申请者提供的发表论

文的作者排序不真实等 。
今后 ， 本学科将继续优先资助来自临床选题的基础研究和坚持在某一研究方向上进

行深入 、 系统的探索 ， 并形成自己研究特色的申请项目 ； 鼓励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 、
提出科学假设 ， 开展旨在提高临床诊疗水平的基础研究及向临床实践转化的应用基础研

究 ； 鼓励申请者重视结合我国国情 ， 利用临床资源优势开展与临床有机结合的基础研

究 ； 鼓励临床医学与不同学科交叉 、 渗透的基础研究 ； 鼓励宏观与微观 、 形态与功能密

切结合 ， 重视分子 、 细胞水平和组织 、 器官 、 整体水平间的整合研究 。
学科特别提醒申请者注意如下问题 ： ① 申请代码的二级代码名称对下属的三级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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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定作用 ， 请参照二级代码名称和三级代码内容填写三级申请代码 ， 如填写的申请代

码与所研究内容不符 ， 将不予受理 ； ② 请参看 枟指南枠 中生命科学部有关撰写申请书的

注意事项 ， 对于不符合 枟指南枠 要求的申请 ， 将不予受理 。

生命科学九处

生命科学九处由药物学与药理学和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组成 。

药物学与药理学学科

药物学主要受理范围为 ： 合成药物化学 ， 天然药物化学 ， 药物设计与药物信息学 ，
药剂学 ， 生物药物学 ， 药物分析学 ， 海洋药物学 ， 药用材料学 ， 特种药物学 ； 药理学的

主要受理范围为 ： 神经精神 、 心血管 、 老年病 、 抗炎与免疫 、 抗肿瘤 、 抗病毒 、 代谢性

疾病 、 消化 、 呼吸 、 血液 、 泌尿与生殖药物药理学 ， 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 ， 临床药理

学 ， 药物毒理学 。 药物设计与药物信息学研究应借助生物信息学有关知识 ， 指导和开展

合理药物设计 、 合成和评价 ； 药物分析学应注重建立和发展新的分析技术和方法 ， 重点

解决药物药理学中的科学问题 ； 天然药物研究中应加强多学科技术集成 ， 探索研究重要

活性分子的生物合成与体内作用过程和特殊生物产生的结构全新活性化合物 ； 药剂学应

注意针对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 ， 药用材料学应注意与药剂学的区别 ， 突出自

身特色 ； 特种药物学主要资助航空航天 、 军事用途和高原等方面的药物研究 ； 药物毒理

学应注意加强毒代动力学研究 。
近几年申请项目反映出我国药物学与药理学研究已取得明显进步 ， 一是针对重大疾

病的发病机制 ， 运用分子生物学 、 细胞生物学 、 遗传学 、 生物化学等生命科学的重要理

论 、 思路和研究手段 ， 开展药理学基础研究 ， 阐明药物作用机制 ， 发现和确认新的药物

作用靶点和可能的干预环节 ； 二是利用与药物学药理学相关的生物信息学 、 计算机科

学 、 化学 、 材料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 发展药物研究的新方法 、 新技术 ， 发现新结构

和新来源的先导化合物 。
药理学的申请项目多数围绕某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 ， 基本思路仍以跟踪性研

究为主 ， 也能见到一些在长期工作积累基础上形成特色的申请项目 。 药物学中 ， 药剂

学 、 合成与天然药物化学项目所占比例很大 ， 其研究思路需要拓展 。 部分选题较好的项

目由于申请书提供的数据 、 资料不够充分 、 具体 ， 或提出的研究计划过于庞大 、 目标不

明确而没有获得资助 ； 相当多的项目因选题没有明显新颖性 ， 或因申请书过于简单 、 前

期基础不够而未获资助 。
基础性研究和连续深入研究的申请项目将优先资助 。 为报批新药开展的常规研究和

制药工艺研究不属于本基金的资助范围 。 药物学药理学研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分重

要 ， 申请人应注意处理好项目申请和保密的关系 。 一些重要的关键技术秘密如化合物的

结构等 ， 如不便在申请书中介绍 ， 应通过保密信函的方式直接寄给我学科并在申请书中

对此予以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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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

本学科以突出中医药优势 ， 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为宗旨 ， 研究范围包括中医基础研

究 、 中药基础研究 、 临床基础研究 、 中西医结合研究 、 民族医药学研究以及中医药学的

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学科各类申请项目共 ２ ９５８ 项 ， 经形式审查后不予受理 １５６ 项 。 申请项目

中 ， 面上项目 １ ９８９ 项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２７ 项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４７ 项 。 今年面

上类项目 （面上 、 青年 、 地区） 申请数超 １００ 项的分支学科依次为中药药理学 ５０１ 项 、
中西医结合临床基础 ３３５ 项 、 中医内科学 ２６５ 项 、 中药化学 ２２８ 项 、 中医针灸学 １８２
项 、 新技术新方法 １６９ 项 、 中药资源与鉴定学 １２２ 项 、 民族医药学 １１９ 项 、 中西医结合

基础理论 １０７ 项 、 证候基础研究 １０４ 项 ， 占面上项目总数的 ７４４６ ％ 强 ； 养生与康复 、
中医老年病 、 病因病机 、 中医诊断以及有些临床小科等分支学科申请项目偏少 。

综合分析 ２００８ 年度的申请项目情况 ， 项目总体学术水平明显提高 ， 但有些项目尚

存在以下问题 ： 中医药理论指导作用不突出 ， 未提出关键的科学问题 ， 缺乏相应的临床

研究基础 ； 研究目标不明确 ， 研究内容重点不突出 ； 高新技术应用不合理 ， 创新性

不强 。
２００９ 年度本学科将继续鼓励学科交融 ， 促进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继承 、 发展与创新 。

强调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 应用及有效整合能切实阐释中医药理论并有利于发扬中医药

优势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 ， 克服不合理应用高新技术等倾向 。 根据中医药现代研究的

发展情况 ， 本年度将继续重视支持以下研究 ： 藏象理论 ； 证候病机 ； 中医药防治重大或

难治性疾病 、 临床疗效评价的基础 ； 方药与病证相关性 ； 经络理论与针灸防治疾病的基

础 ； 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基础 ； 中药资源与鉴定 ；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 、 体内过程 、 作

用机理 ； 中药毒性 、 毒理与毒 － 效相关性 ； 中药药性 、 炮制及制剂 ； 中医学 、 中药学创

新性方法学研究等 。
特别指出的是 ， 对于以研究中药 、 方剂以及针灸穴位为主要内容的项目 ， 凡是未提

供具体方药或穴位的申请一律不予资助 （以保密函件方式直接寄给本学科并在申请书中

对此予以说明者除外） ； 对于仅以某中药或成分为 “名” ， 而无中医药理论思维之 “实”
的项目 ， 或无临床实践基础的项目 ， 一律不予资助 。

生命科学十处

生命科学十处受理范围包括 ： 肿瘤学 、 妇科学 、 生殖医学 、 产科学 、 围生医学 、 儿

科学 、 眼科学 、 耳鼻咽喉科学 、 口腔医学和法医学 。
本科学处的特点是资助上述学科范围内与临床功能性或器质性疾病相关的研究 ， 主

要支持上述学科领域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或常见 、 多发 、 疑难病及功能障碍的

发生发展规律 、 发病机制 、 诊断及创新性的治疗手段和功能重建的研究 。 重点支持上述

受理范围内来自临床实践 、 符合国家需求 、 并凝练成临床医学科学问题而进行的创新性

研究 ， 特别是其研究成果有可能或有潜在可能向临床转化的探索性研究及转化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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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支持重视结合国情 、 利用临床资源优势 、 在一定前期工作基础上进行长期深入的系

统性研究 ， 重视对以往基金项目完成较好的申请者的项目进行连续资助 ； 支持已形成本

领域特色的研究 ； 提倡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者的合作研究 ； 重点支持选准科学问题 、 严

谨 、 巧妙设计 、 合理推论的创新性研究 ； 支持对该领域关键性科学问题开展交叉性 、 跨

学科的研究 。
２００８ 年本科学处受理的各类项目的申请质量有所提高 ， 获资助的项目基本覆盖了

本学科的各个领域 ， 总体综合评价和创新性相对较好 。 但部分受理项目也存在下述问题

和不足 ： 在研究内容方面 “跟风” 现象依然存在 ， 约 ７０ ％ 的项目其研究内容创新性不

足 ， 仅盲目追踪国际研究热点 ， 罗列实验室检测高新技术和 “填补空白” ； 来自临床实

践并选准科学问题的项目相对较少 ， 未注重对科学问题的凝练 、 合理假说的提出及推

论 ； 有些项目只观察现象的相关性 ， 缺乏深入机制的研究 ； 或者研究内容过多 ， 手段和

技术路线过于繁杂 、 重点不突出 ， 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 部分项目考虑伦理学问题不够 ，
设计存在明显缺陷 ； 部分项目缺乏相关工作基础及必要的预实验工作 ； 有些申请书撰写

不认真 、 不规范甚至个别内容不真实等 ； 有些申请书所研究的内容不是本学科的资助领

域 ， 或者所填研究内容与其申报的申请代码不符合 ， 如肿瘤学 、 生殖医学及儿科学

代码 。
鉴于存在以上问题 ， 本学科将不支持盲目 “跟风” 及盲目追随高新技术的研究 ， 不

支持可行性差 、 研究方向不稳定 、 缺乏研究系统性的项目 。
特别提醒申请者注意 ， 本学科的肿瘤学主要受理肿瘤的病因 、 发病机制 、 诊断及治

疗相关的研究 ； 生殖医学重点受理与女性不孕不育 、 女性生殖内分泌 ， 与人类生殖健

康 、 提高人口质量 、 控制人口数量相关的研究 。 本科学处不受理抗肿瘤药物药理 、 肿瘤

病理学 、 生殖生理和病理学 、 妇幼卫生和儿童少年卫生学及儿童神经及精神病方面的申

请项目 。

地球科学部

地球科学是人类认识地球的一门基础科学 。 它以地球系统及其组成部分为研究对

象 ， 探究发生在其中的各种现象 、 过程及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 以提高对地球的认识水

平 ， 并利用获取的知识为解决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供给 、 环境保护 、 减轻灾

害等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 人类对地球奥秘的探索精神 ， 社会经济发展对

资源利用 ，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环境保护和自然灾害防治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 ， 始

终是地球科学发展的驱动力 。 地球科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地理学 、 地质学 、 地球化学 、 地

球物理学与空间物理学 、 大气科学 、 海洋科学等 。
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 ， 在知识的生产 、 交流和传播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 地球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是地球科学发展的核心与基础 。 通过面上项目的资助促

进地球科学各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 激励原始创新 ， 拓展科学前沿 ， 为学科发展打下全面

而厚实的基础 。 尊重基础研究探索性 、 不可预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 特别关注高风险

性 、 交叉和科学前沿研究 。 鼓励科学家勇于面对 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 开展高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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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地球科学部共受理面上项目 ３ ４１３ 项 ， 申请单位 ５０１ 个 ； 资助 ８６０
项 ， 平均强度 ４４ 万元／项 ， 资助率 ２５２ ％ ， 经费 ３８ ００１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资助的面上项目

中 ， 高等院校承担 ４７１ 项 ， 占 ５４８ ％ ， 科研院所承担 ３８１ 项 ， 占 ４４３ ％ ； ４５ 岁以下科

学家承担的项目 ６０６ 项 ， 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 ７０ ５ ％ ； 跨科学部交叉项目 ７６ 项 ， 学部

内学科交叉项目所占的比例更高 。 对一些探索性强 、 有创新性且具有较大风险或不确定

因素的项目 ， 设立小额探索项目 ， 给予一年资助 ， ２００８ 年共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２７ 项 ，
经费 ４５４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面上项目 ， 仍然根据以下方面进行遴选 ： ① 项目研究方案的创新性和学术

价值 ； ② 申请人的研究能力 ； ③ 项目构思是否科学 ， 是否有明确的科学问题 ； ④ 是否具

备必要的研究基础与条件 。 鼓励探索新的科学问题 ， 关注薄弱学科的发展 。 边缘学科及

学科交叉项目已成为创新思想及源头创新的沃土 ， 项目遴选时 ， 特别关注学科交叉类项

目 。 在基础研究倡导创新的同时 ， 注重研究工作的积累 。 对以往研究工作中已有好的研

究积累 ， 近期完成质量较高的面上项目 ， 如申请延续研究 ， 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资

助 ； 申请书中应论述与已完成项目的关系 。 地球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 获

取 、 分享国际科学界的成果和经验 ， 利用发达国家的研究手段 、 设备 、 信息 ， 可以尽快

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入世界科学前沿 。 继续加强健康科学领域学科交叉项目的支持 ， 对

“地方病与地球环境的关系” 的相关研究将给予特别关注 。 我们将通过评审工作 ， 逐步

引导并培植项目申请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良好学风 ， 提倡精益求精的探索风格 。 ２００９
年在稳定资助率的同时 ， 将继续提高资助强度 。

地球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地理学 （含土壤学和遥感） ２１２ ＋ ６  ８ ４２２ １８ ３３ ２５６ ＋ ６  １１ ２７１ ２０ ３９

二处
地质学 ２０６ ＋ １０  ８ ５８４ ３０ ７３ ２０６ ＋ ８  ９ ８０５ ３０ ７９

地球化学 ７７ ＋ ４  ３ １３８ ３１ ８９ ８３ ＋ ３  ３ ７６４ ２７ ３９

三处 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 ９５ ＋ ５  ３ ９５２ ３０ ７７ ９６ ＋ ４  ４ ５８２ ３０ ９６

四处 海洋科学 ９４ ＋ ６  ３ ８６６ ２４ ２１ １０６ ＋ １  ４ ６６５ ２４ ３２

五处 大气科学 ８０ ＋ ４  ３ ２４０ ２０ ８４ ８６ ＋ ５  ３ ９１４ ２５ ５６

合 　 计 ７６４ ＋ ３５  ３１ ２０２ ２４ ３１ ８３３ ＋ ２７  ３８ ００１ ２５ ２０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３９ ０５ （４０ ２４   ） ４４ １９ （４５ ０７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三年期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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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一处

地球科学一处的资助范围为 ： 自然地理学 、 人文地理学 、 土壤学 、 遥感与地理信息

系统 、 环境地理学 。
本学科处资助的上述方向以探讨陆地表层自然与人文各要素演化过程 、 空间分异规

律及相互作用机制为研究目标 。 自然地理学以探讨自然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空

间分异规律为主要目标 ， 注重不同时空尺度的演化过程以及资源环境效应 。 人文地理学

探讨不同尺度区域类型人文要素的空间结构特征 ， 人文地理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桥梁 ， 强调区域人文要素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背景 ， 以及与人文科学的相互联系 。 土壤

学是认知土壤的发生过程 、 空间分布规律 、 土壤被人类利用的各种功能的化学 、 物理和

生物学机理 ， 为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独立学科 。 注重土壤内部物质

循环及其与生物的相互作用 ， 强调土壤环境与土壤质量的变化研究 。 环境地理学是地理

学中特殊的独立分支 ， 主要研究自然环境中对人类健康影响较大的环境物质 ， 以及人类

活动产生的有害物质的形成 、 转化 、 分异规律 。 地理信息科学是以地理信息的形成演化

机理研究与地理信息的获取与分析技术发展为核心研究内容的一门新兴的地理学分支 。
地理信息科学是以现代遥感技术 、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空间定位技术为依托 ， 获取 、 处

理 、 管理 、 解释 、 分析和表达陆地表层地理时空信息的科学 。 自然灾害及风险研究作为

新兴研究方向 ， 关注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公共安全 、 重大工程活动的环境影响 。 此外 ，
关注可再生资源演化 、 自然资源评价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向 。

现代地理学以系统科学的思想开展陆地表层复杂系统的研究 。 陆地表层是水圈 、 生

物圈 、 大气圈 、 土壤圈和岩石圈高频度 、 集中作用的部位 ， 各圈层多重相互作用 ， 同

时 ， 各圈层具有独立的演化模式 。 因而运用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开展研究是科学解释陆

地表层复杂系统的关键 。
现代地理学强调过程与机制的研究 。 地理学已经具备了系统的有关自然和人文的数

据采集技术与方法 ， 为开展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为从本质

认识陆地表层的演化机理提供了可能 。
现代地理学不断引进和发展新方法和新技术 。 地理学研究的尺度不断向微观和宏观

两个尺度扩展 ， 带来方法和技术的革新 。 借鉴和使用相邻学科的数据采集 、 数据分析方

法和技术成为地理学发展的潮流 ， 从而推动了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
２００８ 年地球科学一处共接受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２８５ 项 ， 资助项目 ２６２ 项 ， 资助经费

１１ ２７１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０７ 年相比资 助数量有显 著提高 ， 资 助率从 １８３３ ％ 增

至 ２０３９ ％ 。

地球科学二处

地球科学二处的资助范围为 ： 地质学 、 地球化学与环境地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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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 （含环境地质学）

地质学 （含环境地质学） 是关于固体地球组成 、 结构及地球演化历史的知识体系 。
现代地质学不仅要阐明固体地球的物质组成 、 控制物质转换的机制以及由这些物质记录

的地球环境和生命演化历史 ， 而且要揭示改变固体地球外层的营力和改造地球表层的过

程 ， 并运用地质学知识探明可供利用的能源 、 矿产资源和水资源以及理解地质过程与人

类活动的关系 。
板块构造理论的建立 ， 使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 对许多孤立和令

人困惑的地质过程和现象能给予合理和综合的解释 ； 而大陆内部更为复杂的动力学过程

的逐步揭示 ， 成为板块构造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动力 。 近年来地幔柱理论的发展 ， 使得固

体地球的深部活动与表层现象的垂向联系研究成为科学前沿 。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

了地质学研究获取数据和资料的能力 。 地球物质成分观测和分析方法的完善以及精度的

快速提高 ， 增强了对地球物质组成及演化历史的约束能力 ； 地震 、 遥感及卫星探测技术

的发展 ， 使人们对地球结构的认识更为完整和精确 ； GIS 和 GPS 技术提高了地质填测

图的水平并实现了对地壳运动 、 地震 、 火山活动的实时监测 ； 计算机技术使科学家能对

重要地质过程进行模拟和预测 ； 大陆科学钻探技术 、 高温高压实验技术等 ， 也强有力地

推动了地质学的发展 。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核心的地球科学研究新趋势和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服务的强烈应用需求 ， 使地质科学的研究思路 、 研究方式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 。 层圈相互作用和界面过程的研究理念得到加强 ； 地质学家获取地球演化记录的能力

不断提高 ， 并逐渐介入对未来地球环境发展趋势的预测 ； 矿物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形成规

律与探测理论 ， 以及人类活动干预下的环境变化和减轻地质灾害研究已成为地质学家面

临的重大科学挑战 ； 生命活动在地质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发现 ， 使地质学与生命科学更为

密切交叉 ， 形成了地质生物学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 。
地质学研究鼓励发挥自身特色 ， 充分利用地矿行业部门积累的基础资料 ， 加强立足

于野外和现场观察的基础理论研究 ； 鼓励引进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和生物学等相关学科

的概念 、 理论 、 技术和方法 ， 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来探讨地质学科学问题 ； 鼓励在我国

地质学研究地域优势的基础上 ， 通过国际合作 ， 以全球视野推动地质学理论发展 ； 鼓励

青年人才 ， 特别是新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参与项目申请 ， 从而促进地质学人才培养 。
２００８ 年度地质学领域受理面上项目申请共计 ６９４ 项 ， 共批准资助 ２０５ 项 ， 资助率

约 ３０ ％ ， 平均资助强度 ４６ 万元／项 ， 另外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８ 项 ； 主要资助领域经费

分布情况为 ： 矿物学 、 岩石学及矿床学 ， 约占总经费 ２０ ％ ； 古生物学 、 地层学及沉积

学 ， 约占总经费 ２０ ％ ； 构造地质学 、 前寒武纪地质学及区域地质学 ， 约占总经费 １６ ％ ；
第四纪地质学及环境地质学 ， 约占总经费 １４ ％ ； 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 ， 约占总经

费 ２０ ％ ； 石油地质学与煤田地质学 ， 约占总经费 ９ ％ 。
２００８ 年度申请书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 申请书题目过泛或过大 ， 与实际研究内

容脱节 ； 对国际前沿科学问题聚焦不充分 ； 选定的科学命题论证不够深刻 ， 申请选题对

学科发展的带动性阐述不够 ， 科学问题针对性不强 ， 导致研究重点不突出 ； 许多申请书

对研究方案 ， 特别是对关键性的技术手段或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缺乏必要的论证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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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

地球化学主要针对地球内外各层圈的自然现象和人为的地球化学现象 ， 应用以元

素 、 分子和同位素示踪与定年为主体的地球化学理论体系和方法手段研究地球乃至宇宙

的化学组成 、 化学作用和化学演化 。 本学科的资助战略是 ： 既要促使地球化学内部不同

分支领域的协调发展 ， 鼓励地球化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 又要保证对面向行星 、 地球 、 环

境 、 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等的地球科学前沿领域的广泛支持 ， 并重视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矿

产资源 、 能源和水资源的基础研究 。
目前地球化学研究的特点是 ：研究方法和技术从静态的半定量描述转向动态的定量

模拟 ； 研究范畴从三维空间向四维时空拓展 ， 更加注重对时空演化规律的研究 ；研究手

段从大区域范围岩石矿物样品的综合测定向单矿物颗粒内部的微区分析发展 ； 研究对象

从地球单一层圈内的物质组成和作用研究发展到不同层圈间及界面之间相互作用 ；对自

然过程化学运动规律研究既注重对过去长时间尺度古老地质事件的研究 ， 也关注短时间

尺度地质作用的把握 ； 既注重对过去地质事件的重建 ， 更关注对未来的预测 。
２００９ 年申请项目应关注和加强 ： ① 地球过程和内部结构的宏观研究与地球化学性

质的高分辨高灵敏度研究的结合 ； ② 板块构造演化与化学地球动力学研究的结合 ； ③ 环

境变迁与现代环境研究的结合 ； ④ 地球的化学作用与生物作用研究的结合 ； ⑤ 地球化学

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结合 。
２００８ 年面上项目资助率 （含小额探索项目） 为 ２７４ ％ 、 平均资助强度 （不含小额

探索项目） 为 ４４８ 万元／项 。 近两年面上申请项目中环境地球化学 、 生物地球化学占

５０ ％ 左右 ， 矿床地球化学和有机地球化学 、 岩石地球化学 、 同位素地球化学占 ３０ ％ 左

右 ， 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 、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 实验地球化学和计算地球化学 、 宇宙地

球化学与比较行星学约占 １５ ％ 左右 ， 各学科资助率没有显著差异 。
以往申请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只强调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 而未能就项目研究内

容阐明其研究思路的创新性和研究的科学价值 ； 将长期目标与项目研究期内可实现的阶

段目标混为一谈 ； 选择了很好的研究对象或内容 ， 但未能提炼出拟解决的创新性科学问

题 ； 研究方案不具体 ， 且未能与研究目标紧密结合 ； 单纯追求某一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而科学问题不够明确 ， 或追求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面面俱到而缺乏解决问题的针对性 ； 对

关键技术缺乏可行性论证 。

地球科学三处

地球科学三处的资助范围为 ：地球物理学 、 空间物理学 、 大地测量学 。
地球物理学 ： 对地震波 、 重力场 、 地磁场和热流场等地球基本物理场的观测与理论

研究是认识与保护地球的有效途径 ， 也是地球物理学取得突破的重要基础 。 地球科学理

论的开拓性研究 ， 极大地带动了勘探地球物理的发展 ， 并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

重要贡献 ， 面上项目鼓励和支持涉及上述基础理论与应用基础等领域的研究 。
空间物理学 ： 空间物理学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领域 ， 在空间各层次能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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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和耦合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 日地系统扰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已初步形成 ， 为迅

速发展我国空间天气学研究 ， 开展空间天气预报打下良好基础 。 太阳风与月球 、 行星大

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也开始起步 。 面上项目中 ， 我们鼓励上述研究的深入开展 ， 期望在某

些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 继续走到世界前沿 。
大地测量学 ： 航空 、 航天及地面大地测量技术的迅速发展 ， 观测精度和分辨率及相

应的数据处理理论均取得重大进展 ， 已成为地球物理研究的重要分支 。 面上项目鼓励跟

踪 新观测系统的发展 ， 鼓励相应观测模型 、 随机模型和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鼓励上述新观测技术在其他地球物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度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科共受理面上项目 ３２３ 项 ， 共批准资助 ９６ 项 ， 资

助率 ２９７２ ％ ， 平均资助强度 ４７０２ 万元／项 ， 另外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４ 项 ， 资助强度

１７ 万元／项 ； 主要资助领域经费分 布情况为 ： 大地测量 １８ ５１ ％ ， 固体地 球物理

３３ ４８ ％ ， 勘探地球物理 ２２ ２０ ％ ， 空间物理 １９ ４２ ％ ， 实验与仪器 ６ ３９ ％ 。 近年来 ，
面上项目资助强度持续增加 。

２００８ 年度申请书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 对国际前沿科学问题聚焦不充分 ， 对国

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未能综合国内外情况展开论述 ； 研究内容过多 、 科学问题针对性不

强 ， 导致研究重点不突出 ； 研究方案 、 关键性的技术手段或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缺乏必要

的论证 ； 对所列的参考文献理解不透 、 引用欠妥或有错误 。
近几年科学处加大了支持创新项目的力度 ， 对那些确有创新的项目采取切实可行的

扶持措施 ，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 在今后一段时期 ， 将始终把鼓励创新放在首要位置 ， 把

培养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放在重要位置 。 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 注意深层次

研究 ， 注重新的生长点和具创新性的开拓性研究 ， 特别是注意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难点的突破 ； 对空间天气 、 卫星重力学 、 环境地球物理 、 实验地球物理 、 深地球内部

物理和地球物理与行星物理比较研究以及地震波传播理论研究的支持要加大力度 ； 对利

用新技术 、 新方法解决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问题的研究要予以特别关注 ； 对利用实际观

测资料进行前沿创新性研究的项目申请要加以扶持 。地球物理学 （包括固体地球物理 、
空间物理和大地测量） 从根本上讲是用物理学的方法去认识地球和日地空间 ， 去认识在

地球和日地空间发生的物理过程 ， 去认识地球的资源环境效应 ，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服

务 。 这是一个学科覆盖面相当宽泛的领域 ， 欢迎广大的科研人员申请与之相关的研究

项目 。

地球科学四处

地球科学四处的主要资助范围为 ： 海洋科学 、 极地科学 。

海洋科学

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 、 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 。 其研究对象

不仅包括巨大的海洋水体部分 ， 也包括河口海岸带 、 海洋与大气界面 、 海水与沉积物界

面及海底岩石圈等 ； 作为海洋科学学科发展基础的数学 、 力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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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学科不断向海洋科学渗透和交叉 ， 及高新技术如空间技术 、 信息技术 、 生物技术和深

潜技术等在海洋中的应用 ， 形成的新的学科前沿方向也属海洋科学的资助范围 ， 这方面

的研究将成为海洋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
海洋环境是多种因素并存且互相影响的一个整体 ，多学科交叉与综合研究是当今海

洋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 海洋科学在加强区域化研究的同时 ， 已经向全球化和国际化方

向发展 。 围绕着气候 、 资源 、 环境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海洋科学

研究计划 ， 与此相伴的是广泛的国际合作 ， 促使海洋科学研究不断的深入和快速的发

展 。 此外 ， 海洋探测技术 、 室内分析技术和海洋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 ， 使得获取现

场观测资料的水平不断提高 ，这已成为当今推动海洋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 。
海洋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学 ， 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的提升离不开

长期观测和数据积累 。 鉴于此 ， 鼓励科学家在搭载其他任务航次出海的同时 ， 参与中国

近海 、 南海北部的开放航次计划开展调查与观测研究 ， 以期获得较为连续 、 系统 、 综合

的观测数据 ； 鼓励科学家围绕拟研究的科学问题 ， 开展现场观测与实验室分析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 为开拓新领域 、 获得新成果提供技术支撑 ； 鼓励科学家利用其他部门已

有的航次计划 ， 开展深海大洋的研究 ， 促进我国海洋科学的均衡发展 。
２００８ 年共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４４０ 项 ， 资助 １０７ 项 ， 资助率为 ２４２ ％ ， 平均资助强度

４３６ 万元／项 ； 与前几年情况相似 ， 申请与资助项目仍比较集中地分布在生物海洋学

（D０６０９） 、 环境海洋学 （D０６０８） 、 海洋地质学 （D０６０３） 和物理海洋学 （D０６０１） 中 ， 这 ４
个二级学科的申请与资助项目数约占总数的 ２／３ 。 海洋化学 （D０６０３４） 、 河口海岸学

（D０６０５） 、 工程海洋学 （D０６０６） 、 海洋监测与调查技术 （D０６０７） 和海洋遥感 （D０６１０） 资

助规模变化不大 。 海洋物理学 （包括海洋声学 、 海洋光学和海洋电磁学等） 方面的项目申

请偏少 ， 获得资助的也不多 。 事实上 ， 它也是海洋科学重要的资助方向 。
２００８ 年所受理申请书的质量与往年相比有所提高 ，尤其是选题方向 、 项目设计等

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 申请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对项目的重要性和国家需求叙述得较为

清楚 ，但申请人准备解决哪些具体科学问题 、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阐述得不清楚 ，也就是

说 ，缺少明确的科学问题 ； 部分项目的创新性不强 ， 基本上还是老问题 、 老方法 ， 缺少

创新意识 。

极地科学

极地科学是研究极地特有的各种自然现象 、 过程和变化规律及其与极地以外的地球

系统单元相互作用的科学 。 它包括极地生物和生态学 、 极地海洋学 、 极区空间物理学 、
极地大气和气候学 、 极地地质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 、 南极陨石学 、 极地冰川学 、 极地

测绘与遥感 、 极地管理与信息科学 、 极地观测和工程技术等分支学科 ， 是一门由多个学

科领域构成的综合性学科 。
近年来国际极地科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 但总体来说仍然是地球系统科学中 薄

弱的环节 。 针对当前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 ， 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 ， 在

更大的时空尺度上开展极地五大圈层的特性和相互作用 ， 以及它们与中 、 低纬度各圈层

的联系的集成化研究 ， 已成为当今极地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 我国极地科学的研究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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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已有的研究基础 ， 围绕全球变化 、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度

受理申请项目 ４３ 项 ， 资助 １７ 项 ， 资助率为 ３９５ ％ 。

地球科学五处

地球科学五处的主要资助范围为 ： 气象学 、 大气物理学 、 大气环境与大气化学 。
大气科学是研究地球大气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规律 ， 进而利用这些规律为人

类服务的科学 。
近年来 ， 随着地球系统科学和圈层相互作用概念的提出 ， 大气科学研究进入一个崭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大气圈是地球系统中 活跃的圈层之一 ， 其变化受到地球系统中其

他圈层和太阳等天体的控制与影响 ， 而大气本身又对海洋 、 陆面 、 冰雪和生态系统产生

直接 、 重大的影响 。 在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中 ， 大气圈占有重要地位 ， 它与地球其

他圈层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 。 因此 ， 当代大气科学除研究大气圈本身

的动力 、 物理 、 化学等过程的变化外 ， 已从水圈 、 岩石圈 、 冰雪圈 、 生物圈和人类活动

对全球气候相互作用的角度全方位地研究大气运动变化的本质 ； 研究天气 、 气候系统的

演变规律和预测 、 预报的理论和方法 ； 研究影响局部天气的调控技术和措施 ； 研究人类

活动对天气 、 气候 、 环境系统的影响以及天气 、 气候和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 。
大气科学在各分支领域继续深化研究的同时 ， 更加重视圈层间的相互作用 ； 重视各种过

程的综合 、 集成和系统化 、 模式化研究 ， 强调观测 、 分析 、 理论 、 模拟和预测等各种研

究方法的有机联系和结合 ； 重视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 预测和适应问题 ； 重视

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优化和有序活动 ； 重视为人类影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

科学支持的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等 。
２００８ 年地球科学五处受理面上项目 ３５６ 项 ， 资助 ９１ 项 （健康类宏观调控项目 １

项 ； 极地宏观调控项目 １ 项 ； 研究期 １ 年的小额预研究探索性项目 ５ 项） ， 资助率

２５ ５６ ％ ， 平均资助强度 ４２９６ 万元／项 （小额探索性项目 １７ 万元／项 ， 其他项目 ４３９６
万元／项） 。

２００８ 年不予受理的项目 ２６ 项 ， 占总申请项目的 ４４ ％ 。 主要问题为 ： ① 申请书中

填报的合作单位没有盖章 ； ② 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参加人员超项 ； ③ 在职研究生未提供

导师推荐信 。 希望申请人和项目依托单位予以重视 。
２００９ 年 ， 面上项目继续鼓励各种探索性 、 原创性基础研究项目的申请 ； 鼓励应用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和信息等学科的 新思想 、 方法 、 成果和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
研究发生在地球和行星大气中的现象 、 过程和机理 ， 大气与其他圈层物质相互作用以及

能量交换等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过程 ； 鼓励灾害性天气 、 大气物理 、 大气化学 、 大气环

境 、 大气探测与遥感和中层大气等研究领域的项目申请 ； 鼓励对国内外正在启动 、 进行

或已完成的与我国有关的大型科学试验 、 科学计划 、 已建立的大型观测网资料开展分析

研究 ； 鼓励卫星遥感等多种资料在研究中的应用 ； 鼓励开展对气候变化及其相关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的研究 ； 鼓励天气预报 、 气候预测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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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工程科学与材料科学是保障国家安全 、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 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撑 。 工程科学与材料科学基础研究应瞄准学科前沿 ，
密切结合国家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 ， 加强国家目标导向和前沿领域探索的有

机结合 ， 积极促进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 加强自主创新和源头创新 ， 不断提高我

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继续加强学科前沿研究领域的探索 ， 鼓励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

和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 ， 注重从工程应用实践中提炼关键科学问题和提出基础

研究内容 ， 特别是具有我国特色的 、 对促进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有

重大意义的基础研究课题 。 在选题方面 ， 优先资助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和重大应用前

景 、 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生长点的基础研究 ， 优先资助能够带动学科发展 、 结合国情

并有可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项目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材料科学一处 金属材料 １０６ ３ ３３８ １５ ２１ １２６ ４ ３７１ １６ ２

材料科学二处
无机非金属材料 １３６ ４ ３２５ １５ ０６ １６０ ５ ６４６ １６ ７

有机高分子材料 ９３ ＋ ４  ３ ０５６ １４ １２ １１６ ４ ００５ １６ １６

工程科学一处 冶金与矿业 １０７ ３ ４２７ １３ ９９ １２６ ４ ４１７ １６ １３

工程科学二处 机械工程 ２３０ ７ ３８７ １４ ０８ ２７２ ９ ２８２ １６ ２４

工程科学三处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１０３ ３ ２８０ １４ ９５ １２０ ４ １５１ １６ ３７

工程科学四处 建筑 、 环境与结构工程 １８６ ５ ８９７ １３ ９６ ２２０ ７ ６５７ １４ ６８

工程科学五处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８２ ２ ６３０ １５ ３３ ９８ ３ ４２７ １４ ６３

电气科学与工程 ７１ ２ ２２８ １４ ４０ ８３ ２ ８７７ １５ ０６

合 　 计 １ １１４ ＋ ４  ３５ ５６８ １４ ４６ １ ３２１ ４５ ８３３ １５ ８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项） ３１ ８１ （３１ ８９   ） ３４ ７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２００８ 年面上项目申请 ８ ３６２ 项 ， 项目申请数增加幅度为 ８１８ ％ ， 其中不予受理项

目 ４８３ 项 。 资助面上项目 １ ３２１ 项 ， 资助经费 ４５ ８３３ 万元 。 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３４ ７ 万元／项 ， 资助率为 １５ ８ ％ （２００７ 年度为 １４４６ ％ ） 。
在项目申请中请注意以下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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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鼓励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进行选题 ， 优先资助具有

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和重要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项目 ； 优先资助结合国情和我国资源特点

的基础研究项目 ； 优先资助能够带动学科发展 、 有可能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研

究项目 。
（２） 鼓励申请者提出具有创新学术思想和有特色的研究课题 ， 开展实质性的学科交

叉和合作研究 ， 通过学科交叉研究促进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 。 但必须指出的

是 ， 申请项目必须有所申请学科的具体科学问题 。
（３） 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不断加大 ， 研究经费有望逐年提高 ， ２００９ 年度本科学部

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有望达到 ３８ 万元／项 。 但目前项目经费使用依然主要限于科研

费用 ， 不包括较高的设备购置和实验室改造等费用 。 科学基金重点支持有良好基础研究

积累的研究队伍 ， 以及具有良好基础研究条件的科研单位 。
（４） 在不予受理的项目中包括 ： 手续不完备 ， 如课题组成员没有签名 、 签错名 ， 没

有加盖依托单位公章或合作单位公章 ， 在职博士／无博士学位中级职称项目申请人无推

荐信 ； 申请书不完整 、 缺项或填写不规范 ， 如未按要求填写申请人及项目组主要成员简

历 ， 经费预算缺少依据 ； 课题组成员超项或青年基金申请者年龄超过 ３５ 岁 ； 申请人未

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 如在研项目情况 、 申请人学习和研究工作简历 、 发表的相关论

文等 。
（５） 申请书中 ， 属于跟踪型 、 低水平重复 、 缺乏创新思想和研究特色 、 缺少基础性

或相关学科基本研究内容的申请项目占有相当比例 。 有的申请书研究目标过大 ， 题目与

内容不符 ， 内容空泛 ， 立论依据与研究目标 、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间缺少逻

辑联系 。 申请者应注意申请项目的基础性和创新性 ， 注重凝练关键科学问题 ， 突出研究

重点 。
（６） 对于承担过基金项目并已经结题的项目负责人 ， 要求提供取得的具体研究成果

或项目进展 ， 注明近几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及论文的影响情况 。 所提供的

基本情况务必客观和实事求是 ， 否则将直接影响申请项目的评审结果 。
（７） 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 请尽可能填写三级代码 （数字六位） 。 如申请人对相关科

学处资助范围或申请代码不甚了解 ， 请在申请前及时与相关科学处联系 ， 避免误投 。

材料科学一处

材料科学一处受理以金属及其合金 、 金属基复合材料等为研究对象 、 以基础研究为

基本内涵的项目申请 。 申请书需要体现基础研究的性质和价值 ， 能够提出确切的材料科

学问题和有特色的研究思路 ， 目标指向能够提高国际竞争力 ， 能够推动国家需求和科技

进步与发展的相关领域 。
材料科学一处资助的范围包括 ： 金属及其合金 、 金属基复合材料 、 金属间化合物 、

类金属等的化学成分 、 微观结构 、 合金相 、 表面与界面 、 尺度效应 、 杂质与缺陷等及其

对金属材料力学性能 、 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影响的机理 ； 金属材料制备与加工中的科学

问题 ； 金属材料的强韧化 、 相变及合金设计 、 形变与断裂 、 强度理论 ； 能源 、 环境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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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用 、 循环再生金属材料中的材料科学基础 ； 金属材料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 损伤 、 功

能退化与失效机制及相关基础 ； 有关金属材料体系的材料理论基础 ； 新型金属结构材料

和功能材料及相关科学基础 ； 结合金属材料的基础研究 ， 发展材料研究的理论方法 、 计

算方法及现代分析测试方法 。
２００８ 年度材料科学一处共受理各类项目 １ １７２ 项 ， 增幅约 ９ ％ 。 资助面上项目 １２６

项 ， 平均资助率是 １６ ％ ， 平均强度 ３４ ７ 万元／项 。 在亚稳金属材料领域 、 功能材料领

域和表面工程领域 ， 申请数量连年名列前茅 。 但希望申请者在关注热点 、 前沿领域的同

时 ， 还应该潜心关注金属材料领域内其他有价值的 、 超越材料体系自身的共性科学问题

和研究思路 ； 对传统材料中基本科学问题的再认识和新理解也应该给予关注 。 复合材料

领域和表面工程领域的申请尤应注意凝练科学问题和突出特色思路 。
材料科学一处始终全方位 、 均衡支持金属材料领域内有特色的基础研究 ， 本年度继

续鼓励在近几年所资助的重点项目研究领域内 ， 提出有金属材料基础研究内涵的新思

路 ； 继续鼓励和资助实质性的 、 有深度的学科交叉研究 ， 特别是与能源 、 信息 、 生物等

领域交叉并以金属材料科学问题为主体的基础研究 。
材料科学一处将继续重点支持在金属材料科学方面有基础研究积累的研究队伍 ， 以

及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的科研单位 ； 继续支持青年学者提出有创意的构思和想法 ， 鼓励在

基础研究方面做出创新性成果并进一步深化相关工作的研究 。

材料科学二处

本科学处主要资助无机非金属材料和有机高分子材料两大领域的基础研究 。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领域支持针对以无机非金属体系为主体的各类材料的基础和应

用基础研究 。 随着材料设计理论和制备与表征技术的不断创新 ， 一大批新型无机非金属

材料 ， 如陶瓷超导体 、 智能陶瓷材料 、 各类无机非金属基能源材料和生物医用材料 、 纳

米材料等不断涌现 ， 使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日趋活跃 。 目前 ， 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中 ， 功

能材料向着高性能 、 高可靠性 、 高灵敏 、 智能化 、 多功能化以及功能集成化的方向发

展 ； 结构陶瓷材料向着复合化 、 高强度 、 高韧性 、 耐磨损 、 抗腐蚀 、 耐高温 、 低能耗 、
低成本和高可靠性方向发展 。 在发展新材料的同时 ， 传统材料也不断地得到改造 、 更新

和发展 。 无机非金属材料在信息 、 生命 、 能源与环境等领域的应用以及和相关科学领域

的交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
从近三年的受理情况看 ，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涉及内容逐渐扩展 ， 交叉性越来越

强 ， 申请项目数量逐年增加 。 ２００８ 年受理面上项目 、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三类申请共

１ ４７１ 项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了 ９ ４ ％ 。 资助面上项目 １６０ 项 ， 资助率达到 １６７ ％ 。 申请项

目中 ， 功能材料较为活跃 ， 申请数占 ６０９７ ％ ， 体现出较强的新颖性 ， 形成了诸多学科

热点 ， 如纳米材料 、 铁电压电材料 、 碳素及超硬材料 、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 复合材料 、
光电转换与光催化材料等 。 其中光电信息功能材料方向的申请数量近几年来一直占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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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材料领域申请数量的第一位 （约占 ２２ ６ ％ ） 。 新型能源材料 、 显示材料 、 生物医

用材料等方向的申请数量依然较多 ， 以无机非金属材料为基的复合材料申请数量也比较

多 ， 其中功能型复合材料的申请较过去有所增加 ， 但申请项目的创新性需要进一步加

强 ， 对于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问题的提炼还有待提高 。
本学科支持具有创新思想的研究项目 ， 支持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与相关学科进行实

质性的学科交叉研究 。 本学科鼓励结合我国资源特点的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备科学

与应用基础的研究 ； 低维材料和纳米材料的制备新技术及其性能表征 、 新效应及其应用

的物理与化学基础问题 ； 无机材料的表面 、 界面 、 连接度和相容性的研究 ； “结构功
能” 一体化复合材料的基础研究 ； 高性能 、 低成本 、 高可靠性的材料制备科学研究 ； 能

源新材料 、 生物医用材料和生态环境材料的组成 、 结构 、 性能及其表征研究 ； 无机非金

属材料结构 （宏观 、 介观 、 微观） 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和相应的制备科学研究 ； 用新理

论 、 新技术 、 新工艺提高和改造传统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应用基础研究 。

有机高分子材料学

在有机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 ， 材料科学二处 ２００８ 年共受理面上项目 、 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三类申请 １ ０３２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７９ 项 ， 增幅达 ８ ３ ％ 。 其中光电磁信息功

能材料 、 有机无机复合功能材料 、 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料 、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 高分

子材料与环境等五个领域申请数较多 ， 分别为 ８３ 项 、 １０５ 项 、 ８０ 项 、 １３６ 项和 ８８ 项 ，
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８０ ％ 、 １０１ ％ 、 ７７ ％ 、 １３２ ％ 和 ８ ５ ％ 。

目前有机高分子材料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发展方向为 ： 通用高分子材料的高性能化 、
功能化 ， 加工成型与聚集态结构的关系 ， 使用过程中材料结构及性能的变化 ； 功能高分

子材料和有机固体功能材料 ；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化 、 界面 、 复合新工艺 、 计算

机辅助技术和低成本技术等 ； 特种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塑料等 ； 与能源 、 环境相关的有机

高分子材料 。
本科学处鼓励在不同层次上与生命 、 信息 、 能源和环境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 鼓励提

出创新思想 ， 开展实质性的学科交叉和合作研究 。 鼓励在以下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 ： 通用高分子材料的高性能化 、 功能化 ； 功能高分子材料和有机固体功能材

料 ； 高分子材料制备科学和工艺学 （如 ： 制备和加工成型新技术与新工艺 ， 增强增韧 、
疲劳断裂 、 摩擦润滑的新理论 ， 多组分材料聚集态结构与性能 ， 复合材料基体树脂与界

面特性 ， 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成型） ； 新型胶粘剂 、 涂料和助剂 ；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
有机纳米材料 ； 智能材料与仿生高分子材料 ； 高分子材料与环境 （如 ： 天然高分子材

料 、 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 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利用与资源化 、 高分子材料的稳定与老

化） 。

工程科学一处

本学科资助冶金与矿业学科的基础研究 ， 主要涉及资源开采 、 安全科学与工程 、 矿

物工程与物质分离科学 、 冶金与材料物理化学 、 钢铁冶金 、 有色金属冶金 、 材料制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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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矿冶生态与环境 、 资源循环与利用等领域 。
目前学科的主要发展趋势是 ： 基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 ， 研究深度不断深

化 ， 如从宏观向介观 、 微观的过渡及相互耦合 ， 从矿物原料到二次资源 ， 从金属产品到

化合物甚至功能材料等 ； 学科分化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增强 ， 如与生命科学 、 信息科

学 、 机械科学 、 化学科学 、 材料科学 、 管理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 ， 产生一些新研究领

域 ： 资源循环科学 、 绿色过程工程 、 绿色催化工程 、 生物冶金 、 环境生物化工 、 生物与

化学采矿 、 计算 （机） 冶金与材料物理化学 、 冶金信息学 、 电磁冶金学等 ； 科学与技术

的关系更加密切 ， 如矿冶装备 、 检测与控制 、 冶金反应工程学与系统工程 ， 矿冶生态技

术的综合集成等 ； 研究愈来愈定量化 、 精确化 ， 如熔体成分的精确分析 、 轧制过程的精

确控制等 。
２００８ 年本科学处共计受理 １ ２１４ 项 ， 比上年度增加约 ８ ％ ， 资助面上项目 １２６ 项 ，

平均强度 ３５６ 万元／项 。 其中约 ６０ ％ 的申请集中在材料制备加工 、 资源开采 、 安全科

学与工程 、 矿物工程与物质分离科学 、 粉体工程与粉末冶金等研究领域 。 申报项目较少

的研究领域是地热资源与开采 、 海洋 、 空间冶金及其他资源开采与利用 、 地下空间工

程 、 冶金化工与设备 、 冶金反应工程等 。 冶金与材料物理化学 、 机械 （力学） 冶金方面

的申请有限 ， 有关微波 、 电磁 、 等离子 、 激光 、 超声波等特殊冶金与新技术方面的研究

不多 。 由于申请代码的调整 ， 资源循环科学申请量减少了一半 ， 而与应变冶金相关的纤

维 、 泡沫等特殊材料制备方面的申请很少 。 资源开采 、 材料制备加工以及安全科学等领

域的研究仍是热点 。
工程科学强调过程 、 工程 ， 将继续加强学科交叉和新方法的探索 ， 重视应用基础研

究特别是具有我国特色的 、 提高我国冶金与矿业行业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鼓励研究人员

长期围绕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研究 ， 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 在选题方面 ， 优先资

助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 具有重要应用前景和前瞻性 、 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生长点的基

础研究 ； 优先资助具有实质创新的 、 绩效突出的 、 有国内外合作的年轻人 。 对部分环境

艰苦 、 需要研究经费较多的项目 ， 如涉及开采现场 、 火法冶金 、 高温电 （化学） 等领域

的研究项目 ， 将有可能获得较高强度 （５０ 万 ～ ５５ 万元／项） 的经费资助 。

工程科学二处

本学科资助机械学和制造工程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 。
机械学是对机械进行功能综合 、 定量描述以及性能控制的基础技术科学 ， 主要研究

机械系统的未知特性 ， 试图将机械系统所需的各种知识发展成为新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
机械学包括机构学与机器组成原理 、 机构运动学与动力学 、 机械动力学 、 机械结构强度

学 、 机械摩擦学与表面技术 、 机械仿生学 、 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学 、 传动机械学 、 机器

人机械学等 。 制造科学主要研究加工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所涉及的各种制造工艺 、 制

造过程 、 装备和方法 、 制造系统 ， 它包括零件成形制造 、 零件加工制造 、 制造系统与自

动化 、 机械测量与仪器 、 微／纳机械系统等 。
目前学科的主要发展趋势是 ： 面向国家需要 、 学科发展 ， 以及 （潜在） 的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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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面向环境友好 、 资源节约的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研究 ； 面向超 、 精 、 尖装备的

加工机理研究 ， 并拓展到工艺 、 装备 、 技术与理论 ； 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 ， 如

尺度从宏观向介观 、 微观 、 纳观扩展 ， 参数由常规向超常或极端发展 ； 机电液磁等多

学科交叉方法 、 多场耦合的综合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学科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６７４ 项 ， 资助 ２７２ 项 ， 资助经费 ９ ２８２ 万元 ， 平均

资助强度 ３４１２ 万元／项 ， 资助率 １６２４ ％ 。 从申请内容的领域分布来看 ： 机械动力学 、
零件成形制造 、 机械设计学 、 零件加工制造 、 制造系统与自动化等领域的申报数量仍然

很大 ； 申报数量增长速度 快的是机械结构强度学 ， 机械设计学 、 机械摩擦学与表面技

术 、 机械测试理论与技术也呈现较大的增长率 ； 而机械传动学的申报数量则下降幅度

较大 。
本科学处一如既往地支持本领域有特色的基础研究 ， 继续鼓励和资助实质性和有深

度的交叉学科研究 ， 特别是与信息 、 生物 、 材料领域交叉并以机械科学问题为主体的基

础研究 ， 继续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创新性成果并进一步深化相关工作的研究 。

工程科学三处

本科学处资助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包括工程热

力学 、 制冷与低温工程学及热力系统动态学 、 内流流体力学 、 传热传质学 、 多相流 、 燃

烧学 、 热物性和热物理测试技术基础 、 可再生能源利用中的热物理问题 ， 以及与工程热

物理及能源利用领域相关问题的基础性与创新性研究 。
从几年来受理的申请项目来看 ，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 ， 研究

内容更加深入 ， 研究涉及对象和研究成果应用前景更加广泛 。 ２００７ 年本科学处资助了

１６４ 项面上基金项目 （其中小额预研项目 ２ 项） ， 总资助率为 １６５ ％ 。 ２００８ 年度本科学

处受理面上项目 １ ０８３ 项 ， 比上年增加了 ９２ 项 ， 其中燃烧及燃烧污染物生成与控制 ，
微纳尺度及微细结构内传热传质 ， 辐射与相变换热 ， 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的申请项目

有较大的增加 。 本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经费 ６ ０２０ 万元 ， 面上项目 １２０ 项 ， 资 助率为

１６ ３７ ％ ， 平均资助强度 ３４５９ 万元／项 。
目前学科的主要发展趋势是 ： 基本内涵不断拓宽 ， 基础认识不断深化 ， 如研究尺度

从宏观向介观 、 微观扩展 ， 参数由常规向超常或极端发展 ， 以及对随机 、 非定常 、 多

维 、 多相 、 超临界 、 复杂热物理问题的探索和学科内部的交叉研究 ， 而且研究愈来愈定

量化 、 精确化 ； 跨出学科传统界限 ， 研究与其他学科形成交叉的研究课题 （如与物理 、
化学 、 生命 、 信息 、 材料 、 环境 、 安全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 新型热力循环机理和非平

衡热动力学 、 先进制冷与低温工程 、 复杂系统的热动力学及其优化与控制 、 内流湍流特

性和非定常流特性与控制 、 微纳尺度及微细结构内的传热传质 、 辐射与相变换热 、 清洁

高效燃烧 、 超声速及微尺度燃烧 、 公共安全防治中的热物理问题 、 多相流动相间作用机

理和热物理模型 、 热物理测量中的新概念和新方法 ， 以及可再生能源转换和利用中的热

科学问题等领域的创新研究可得到优先支持 。
本学科优先资助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 把握国际科学发展前沿 ， 具有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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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探索性 ， 有可能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 ， 能够促进学科发展 ， 以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研究 。 不支持纯技术性产品开发或一般意义的重复研究 。 对学

科交叉项目 ， 国际合作背景项目 ， 基金项目完成绩效突出的申请人将继续给予优先支

持 。 由此期望能够产生原创性强 、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 。 促进工程热物理

研究和能源利用领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不断发展 。
２００９ 年本学科在可再生与替代能源利用领域将采用新的申请代码 ， 有关申请项目

要注重与工程热物理领域的结合 ， 否则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 请申请者在撰写申请书时特

别注意 。

工程科学四处

本科学处资助的范围主要包括建筑学 、 环境工程学和土木工程学三个研究领域 。 建

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是从人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高度 ， 研究区域 、 城市 、 建筑的

发展 ， 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建筑学基础理论 、 规划设计方法和建筑技术的创新 ；
环境工程学的研究重点是水和空气污染控制与质量改善 、 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及其资源化

和无害化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 土木工程学的发展趋势在于面向工程实际 、 研究工程中具

有共性的基础理论 、 解决带有前瞻性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 学科间的交叉渗透 、 先进实

验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新材料 、 新结构与新工艺的采用是本领域发展的重要

特征 。
近年来本科学处的项目申请数量持续大幅增加 ， ２００８ 年在获资助项目数量又有较

大增加的情况下 ， 面上项目获资助率仅为 １４７ ％ 。 在 ２００９ 年度的申报中 ， 申请人应对

自己的工作基础及申报质量有充分的估计 。 自 ２００８ 年 ， 本学科申请代码进行了部分调

整 ， 涉及的领域包括建筑物理 、 环境工程 、 岩土与基础工程 、 交通工程等 ， 请申请人在

填报时认真理解 ， 避免误报 ， 代码要填至三级 （六位数字） 。
建筑学领域应注重研究我国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新的科学问题 ， 注重城市规划及建

筑设计中科学方法的研究 ， 注重技术与方法的探索和创新 。 环境工程领域应注重新理论

及高效低耗新工艺技术基础等的研究 ， 资助重点是给水处理 、 污水处理与资源化 、 城镇

给排水系统 、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 、 空气污染防治 、 城市受污染水体修复等 ，
其他与环境有关的研究应到其他相关学科申报 ， 交叉学科新技术方法的采用应注意与环

境工程学科的有机结合 。 土木工程领域应注重复杂结构的分析 、 设计与可靠性等方面深

层次的创新研究 ， 鼓励土木工程的智能结构体系与性能设计理论 、 土木工程基础设施与

结构的灾害作用及失效机理与性态控制 、 新型结构体系与施工技术 、 现代结构实验及实

测与数字模拟技术等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 。 结构抗灾研究要注意加强整体结构层

次的研究 ， 提高结构抗震 、 抗风和抗火研究的创新性和应用性 。 岩土与基础工程方面应

注重在复杂环境下土的工程性质及土工结构物和基础工程的失效机理及控制方法的创新

研究 ， 交通工程方面应注重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理论与方法 、 建设关键技术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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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五处

工程科学五处的资助范围主要包括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 电气科学与工程两大研究

领域 。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的资助范围是水利工程 、 船舶与海洋工程 、 岩土力学与岩

土工程 、 环境工程 、 农业工程中有关领域的研究 。 其中船舶与海洋工程是新版申请代码

中独立和新增的资助领域 ； 环境工程领域以开放性水体和土壤为主要研究对象 ； 岩土力

学与岩土工程资助有共性和其他行业 （学科） 特色不明显的研究 。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对水循环系统的影响和应对方法研究逐步成为水利科学的重要任务 ； 水与人口和社会 、
资源和环境 、 能源和经济等密切相关 ， 交叉和集成创新是水利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 与

水循环相伴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过程研究及水循环对水资源 、 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的影

响是研究热点 。 紧密联系重大工程实际 、 重视环境友好和性能设计是水工结构工程重要

发展趋势 。 本构关系和工程特性实验研究为工程设计和运行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措施 ，
是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重要的发展方向 。 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正迈向快速发展时期 ， 海

洋环境及荷载实测与理论研究 ， 船舶与海洋结构设计 、 轮机工程 、 水声工程与海事保障

技术 、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交叉与集成研究成为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迫切需求 。
从近 ３ 年受理的面上类项目来看 ，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涉及面渐广 、 交叉性渐

强 ， 项目申请数逐年增加 。 其中青年基金项目申请的年增长率与面上项目的年增长率比

较 ， 持续高出 １５ ％ ～ ３０ ％ ； 水文水资源 、 水环境工程 、 岩土工程和海洋工程申请的年

增长率持续为 １０ ％ ～ ４０ ％ ； 其他有些研究领域发展缓慢 ， 甚至出现负的申请增长率 。
２００８ 年面上项目申请 ６７０ 项 ， 增长率 ２５ ％ 。 按二级申请代码统计 ， 申请量较大的

有 ：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申请 ２０６ 项 ， 增长率 ５４ ％ ； 水文水资源申请 １４２ 项 ， 增长率

１３ ％ ； 水环境工程与生态水利申请 １３８ 项 ， 增长率 ４４ ％ 。 申请量年增长率超过 ５０ ％ 的

有海洋工程申请 １１０ 项 、 水力机械及其系统申请 ５５ 项 ； 申请数较去年有所减少的有农

业水利 、 水力学与水信息学 。 ２００８ 年度面上项目资助 ９８ 项 ， 经费 ３ ４２７ 万元 ， 平均资

助强度 ３４９７ 万元／项 ， 资助率 １４６ ％ 。

电气科学与工程

电气科学与工程包含电 （磁） 能科学及电磁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科学两大领域 ， 其中

电 （磁） 能科学领域主要包括电能转换 （电能与其他能量相互转换） 与控制 、 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 、 电力电子技术 、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 超导电工技术 、 脉冲功率技术 ； 电磁

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科学领域主要包括电工材料 、 放电与等离子体 、 生物电磁技术 、 电磁

环境 、 电磁兼容技术等 ， 还包括共性基础部分如电网络理论 、 电磁场理论 、 电磁测量技

术等 。
２００８ 年本学科受理面上项目 ５５１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长了 １１９９ ％ 。 面上项目资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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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项 ， 资助率为 １５０６ ％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３４６６ 万元／项 。 在受资助的项目中 ， 各分

支学科所占比例为 ： 电磁场与电路 ８４ ％ ， 电机及其系统 １３３ ％ ， 电力系统及相关

２６ ５ ％ ， 电工材料 、 电器 、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２０５ ％ ， 电力电子 １６９ ％ ， 脉冲功率 、
放电等离子体技术 ７２ ％ ， 其他 ７２ ％ 。

电气科学与工程学科结合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需求以及国家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 ， 特别鼓励原创性的研究 ， 优先资助在原理 、 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有创新的申

请 ， 重视实验研究与试验验证的科学性和定量化方面的申请 。
在电能科学领域 ， 探索电能转换 、 传输 、 应用的高效 、 灵活 、 安全 、 可靠和环境友

好的新理论 、 新方法和新设备 。 包括 ： 电能高效转换与利用 、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

电 、 电力系统与装备安全运行及可靠性 、 电力电子变换与集成化 、 超导电力技术等 。
在电磁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科学领域 ， 研究新现象 、 探索新原理 、 建立新模型和发现

新应用 。 包括 ： 复杂及特殊条件下的电气绝缘 ， 纳米复合材料微结构与介电性能 ， 电磁

能量的时空压缩与传输 ， 电磁特性测量 ， 电磁脉冲与作用对象的能量耦合 ， 放电理论及

高活性等离子体的产生 ， 电磁场与生物物质的相互作用 ， 生命过程电磁信息提取与利

用 ， 复杂条件的瞬态电磁场等 。

信息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支持信息的产生 、 获取 、 存储 、 传输 、 处理及其应用等基础研究 。 根据

学科发展趋势及社会发展需要 ， 信息科学部把纳米电子学与生物电子学 、 电波传播与新

型天线 、 电路与系统 、 先进信息处理 、 未来通信理论与系统 、 空间信息处理与应用 、 理

论计算机科学的关键问题 、 计算机软件 、 计算机体系结构与存储系统 、 计算机应用关键

技术 、 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计算系统 、 网络与信息安全 、 仿生感知与先进传感器 、 复杂

系统的建模 、 分析与控制 、 智能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 先进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 半导

体集成化芯片系统 （SoC） 基础研究 、 量子信息技术 、 光信息显示与处理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 、 先进激光技术 、 生物医学光子学 、 认知无线电 、 认知科学及智能信息处理等作为

优先支持的研究领域 ； 对从社会需求出发 、 推动国家经济及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

础研究将给予优先资助 。
鉴于信息领域中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具有明显跨学科的特点 ， 信息科学部重视信息与

数理 、 材料 、 生命 、 化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 鼓励申请者提出跨学科交叉的研究项目 ，
鼓励具有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 。 鼓励科学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探

索研究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有重要潜在应用前景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 。 信息科

学部继续鼓励专家进行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 ， 对具有国际合作背景的申请项目实施 “同
等优先” 倾斜政策 ， 以鼓励和促进我国科学家与国外科学家发挥各自优势 ， 共同解决国

际前沿科学技术问题 。
２００８ 年信息科学部面上项目 ５ ２６３ 项 ， 比去年增加 ６２０ 项 ， 增长了 １３３５ ％ 。 ２００８

年共资助面上项目 ９５７ 项 ， 资助经费 ２９ ４５３ 万元 ， 平均资助率为 １８ １８ ％ ， 资助强度

３０ ７８ 万元／项 ， 平均资助率比 ２００７ 年有较大提高 ， 资助强度增加了 ４４９ 万元／项 。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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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２００９ 年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将增加到 ３５ 万元／项 。

信息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７０ ＋ ８  ２ ００８ １８ ５７ ９１ ２ ９１０ ２１ ２６

信息与通信系统 ４７ ＋ ２  １ ２９６ １５ ０８ ６３ １ ９２６ １６ １５

信息获取与处理 ９９ ＋ １２  ２ ７９２ １８ ６２ １１１ ３ ３０３ ２０ ２２

二处

理论计算机 科学 、 计 算机 软

硬件
８７ ＋ ８  ２ ４１７ １７ ０３ ９０ ２ ７６８ １７ ３７

计算机应用 ３５ ＋ ８  １ ０２８ １５ ２７ １０３ ３ １０９ １８ ０７

网络与信息安全 ７８ ＋ ８  ２ ２４０ １６ ４７ ７０ ２ １２２ １６ ０６

三处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７９ ＋ ６  ２ ２７７ １６ ８３ ９３ ２ ８７０ １９ ０６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１８ ４５０ １４ ６３ ２９ ８３１ １５ １８

人工智能与智能系统 ５７ ＋ ５  １ ６０９ １６ ４５ ８５ ２ ５８１ １７ ２４

四处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 ５７ ＋ １１  １ ８８３ １８ ０４ ７８ ＋ １１  ２ ８０１ １８ ３９

信息光学与光电子器件 ４１ ＋ ５  １ ２９８ １７ ９７ ６１ ＋ ９  ２ ２１８ １８ ０９

激光技术与技术光学 ４５ ＋ ６  １ ４７５ １７ ０６ ５５ ＋ ８  ２ ０１４ １９ １５

合 　 计 ７１３ ＋ ７９  ２０ １８７ １７ ０５ ９２９ ＋ ２８  ２９ ４５３ １８ １８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２６ ２８ （２８ ３６   ） ３０ ７８ （３１ ７０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信息科学部与数理科学部将继续鼓励资助迫切需要从信息与数学两个领

域的角度进行交叉研究的信息与数学类项目 ， 其资助强度与资助率不低于面上项目 。 拟

资助的交叉领域包括 ： 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数学方法 、 信息安全 、 信息系统和先进控制

理论中的数学方法 。 鼓励 （但不限于） 进行以下交叉项目研究 ：
1 实数的整数化表示理论与算法

设计用整数正确表示实数的理论与算法 ， 并在计算机中实现该算法 ， 给出该算法的

复杂性分析 。
2 软件系统的形式化表示理论与方法

用形式化理论与方法描述 、 表示实用的软件系统 ， 不仅可用于实时应用的软件系

统 ， 而且可用于交互式的多离散事件的软件系统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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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软件系统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结合典型软件系统 （系统软件或应用软件） 分析 、 设计 、 开发提高软件系统安全性

能的理论 、 算法与体系结构 ， 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证明该理论 、 算法与体系结构的

优越性 。
4 新型软件体系结构的理论研究

针对软件应用时代特征与需求 ， 研究新型软件体系结构及理论与方法 ， 并结合实用

软件体系给出相应的科学特征 。
5 软件系统正确性证明理论研究

研究开发软件系统的正确性理论与方法 ， 以保证所开发软件的正确性 。
6 应用需求工程的形式化表示理论与方法

拟申请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的申请者 ， 须在申请书项目基本信息表中的申请

代码 １ 选择主管科学部的相应代码 ， 在申请代码 ２ 选择相应科学部的申请代码 ， 并须在

申请书的 ［附注说明］ 栏中选择 “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 。

信息科学一处

信息科学一处主要资助电子科学与技术 、 信息与通信系统 、 信息获取与处理及其相

关交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
电子科学与技术领域涉及电路与系统 ， 电磁场与波 ， 电子学及应用的相关研究 。 主

要资助范围包括 ： 电路与系统中的设计 、 测试和验证 、 故障检测 、 可靠性 ， 微纳电路设

计理论 、 方法与技术 ， 功率 、 射频电子技术与系统 ， 电路与网络理论 ， 低功耗通信电子

学 ； 电磁场与波中的电磁计算理论与方法 ， 新型介质的电磁场与波的特性 ， 电磁场与波

和物体相互作用机理 ， 电磁兼容 ， 电波传播与天线 ， 微波光子学 ， 太赫兹电子技术 ； 物

理电子学中的真空 、 表面 、 薄膜 、 超导 、 量子 、 等离子体 、 分子 、 纳米电子学 ； 生物电

子学中的电磁生物效应 ， 生物芯片与电极 ， 医学信息检测方法与技术 ； 生物信息学中的

生物信息处理与分析 ， 生物细胞和分子信息检测与识别 ， 生物系统信息网络与分析 ， 生

物系统功能建模与仿真 ， 仿生信息处理方法与技术等 ； 敏感电子学与传感器中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传感器 ， 新型敏感材料特性与器件等 。

信息与通信系统领域涉及信息的传输 、 交换及应用的理论和技术研究 。 主要资助范

围包括 ： 信息理论与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论 、 信源编码 、 信道编码 、 网络服务理论与技

术 、 信息系统建模与仿真 、 通信网络与通信系统安全 、 检测与估计 、 认知无线电 ； 通信

理论与技术中的无线 、 空间 、 多媒体 、 光 、 量子 、 计算机 、 传感器网络通信理论与技

术 ， 新型接入网技术 ， 移动无线互联网技术 ， 下一代移动通信理论与系统 、 网络通信理

论与系统等 。
信息获取与处理领域涉及信息获取和处理的理论 、 方法及应用技术研究 。 主要资助

范围包括 ： 信号理论与信号处理中的多维信号 、 自适应信号 、 雷达 、 遥感信号处理 ； 信

息检测与处理中的信息获取机理与技术 、 微弱信号检测与处理 、 探测与成像系统 ，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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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处理 、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处理 ， 分子 、 细胞 、 系统等层面的生物信息处理 ， 空间

及网络信息处理等 。
２００８ 年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３６７ 项 ， 资助 ２６５ 项 。 部分资助项目的研究内容涉及信

息与数学 、 信息与健康的交叉领域研究 。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支持开展在探测和成像技术 、 生物信息处理 、 空间信息处理 、 网络

信息处理 、 低功耗通信方面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理论 、 关键技术

的研究 ； 支持创新性和交叉性强但有一定风险的非共识项目 ； 继续采取 “小额” 资助的

措施 ， 支持有前景的探索研究项目 ； 继续重视 “绩效挂钩” ， 对前期研究成果突出的项

目给予倾斜支持 。 鼓励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 突出创新性 ， 研究和解决重要应用领域

中的基础性问题 ， 以提升我国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实力和整体水平 。

信息科学二处

信息科学二处主要资助计算机科学技术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 、 基本方法

和关键技术的研究项目 。
计算机科学技术是信息领域研究 活跃 、 发展 迅速 、 影响 广泛的学科之一 。 本

科学处支持在计算机科学理论 、 体系结构 、 计算机网络 、 并行与分布式处理 、 存储原理

与系统 、 系统软件 、 软件工程与软件方法学 、 信息安全 、 自然语言处理 、 数据工程与知

识工程 、 多媒体信息处理 、 虚拟现实 、 人机环境 、 移动计算 、 嵌入式计算 、 人工智能 、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 生物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研究 。 高效能 、 大容量 、 高可信 、 网络

化 、 普适化 、 智能化等仍然是计算机科学技术追求的目标 ， 建议基金申请者注意本学科

这些重要发展特点 。
２００８ 年受理面上项目 １ ５３２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１８１ ％ 。 资助 ２６３ 项 （含 ２ 项健康

科学类项目 、 １６ 项数理交叉项目） ， 平均资助强度 ３０ ４１ 万元／项 ， 资助率 １７１７ ％ 。
值得注意的是 ， ２００８ 年受理的申请项目中仍然存在原创性不突出 、 与国家重大需

求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 ， 建议申请者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 ， 提炼基础性 、 关键性 、
有深度的科学问题 ， 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 。

信息科学二处强调围绕计算机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 ， 进行原创性 、 基础

性 、 前瞻性和交叉性研究 ； 特别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研究解决国际公认难度大 、 有重大

影响的基础性问题 。 本科学处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支持本学科与生命科学 、 数学 、 物理 、 化

学 、 地学 、 机械学及管理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 探索新概念 、 新理论 、 新方法和新技

术 ， 以促进计算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 。

信息科学三处

信息科学三处主要资助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 人工智能与智

能系统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 。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领域主要支持的研究方向 ： 控制理论及应用 ， 故障诊断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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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系统仿真与评估 ， 导航 、 制导与测控 ， 传感器技术与传感器网络 ， 多源信息融

合等 。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领域主要支持的研究方向 ： 系统描述 、 建模与分析 ， 系统动力

学及应用 ， 复杂系统的涌现与演化进化规律 ， 工程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 工程系统的调度

与决策等 。
人工智能与智能系统领域主要支持的研究方向 ： 模式识别及应用 ， 人工智能与知识

工程 ， 机器人学及机器人技术 ， 认知科学及智能信息处理等 。
上述领域既相互联系又互为基础或技术支撑 ， 研究范围广泛且与数学 、 计算机 、 通

信 、 力学 、 电工 、 机械 、 半导体 、 光学 、 管理 、 神经和心理等众多学科相交叉 。 鉴于上

述特点 ， 信息科学三处鼓励并积极支持相关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共受理面上项目 １ １７２ 项 ， 资助 ２０７ 项 ， 资助率为 １７ ６６ ％ ； 受资助项目中

的部分项目属于 “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 和 “健康类” 项目 。
近几年来 ， 下述领域逐渐成为申请和研究的热点 ： 面向节能减排的生产过程一体化

安全控制 ； 基于数据或基于模式的控制 、 决策 、 调度与故障诊断 ； 复杂网络分析与网络

化系统控制 ； 复杂系统的涌现与演化进化规律 ； 信息获取新方法与新型传感器技术 ； 多

源信息融合新理论与新方法 ； 网络 （WEB） 信息检测 、 搜索 、 处理及应用 ； 自然语言

理解与语义计算 ； 模式识别新方法与非合作目标识别 ； 数据理解与机器学习新方法 ； 生

命科学中的信息处理与控制 ； 先进机器人系统及其关键技术 ； 认知过程的计算模型及其

应用 。 ２００９ 年 ， 希望申请本处相关基金项目的人员对上述研究领域给予适当关注 。

信息科学四处

信息科学四处资助范围 ：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 、 光学与光电子学 。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领域的主要资助范围是 ： 半导体晶体与薄膜材料 、 集成电路

设计与测试 、 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 半导体电子器件 、 半导体物理 、 集成电路制造与封

装 、 半导体微纳机电器件与系统 、 新型信息器件 （包括纳米 、 分子 、 超导 、 量子等各种

自下而上的新型信息功能器件） 。
光学与光电子学领域的主要资助范围是 ： 光学信息获取与处理 、 光子与光电子器

件 、 传输与交换光子学 、 红外物理与技术 （包括太赫兹） 、 非线性光学与量子光学 、 激

光 、 光谱技术 、 应用光学 、 光学和光电子材料 、 空间光学 、 大气与海洋光学 、 生物医学

光子学以及交叉学科中的光学问题 。
２００８ 年度共收到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２００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度的 ９３２ 项增长了 ２８ ７６ ％ ；

２００８ 年度共资助 ２２２ 项 ， 资助率 １８５ ％ ， 平均资助强度 ３４４４ 万元／项 。
近年来 ，随着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 上述资助领域与物理 、 化学 、 材料和生命科

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广泛深入 ， 新的研究方向不断涌现 。 各主要分支领域中 ，
半导体晶体与薄膜材料 、 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 、 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 光学信息处理 、 光

子与光电子器件 、 传输与交换光子学 、 激光等分支领域申请项目数比较集中 ， 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优势 。 半导体电子器件 、 半导体物理 、 集成电路制造与封装 、 红外物理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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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非线性光学与量子光学 、 应用光学 、 光学和光电子材料 、 生物医学光子学申请项目

数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 而半导体微纳机电器件与系统 、 新型信息器件 、 光谱技术 、
空间光学 、 大气与海洋光学 、 交叉学科中的光学问题等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扶植 。

“十一五” 期间 ， 信息科学四处将优先资助太阳电池材料与器件 、 太赫兹器件 、 纳

米器件与技术 、 量子信息与量子器件 、 光信息处理与显示技术 、 先进光子学技术 、 宽禁

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 半导体集成化芯片系统 （SoC） 等方面的研究 。
根据近几年申请态势 ， 射频与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 、 微纳光机电器件与技术 、 片

上网络芯片设计 、 低维量子结构材料与器件 、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 自旋电子学和

自旋光电子学材料与器件 、 高速光通信技术与器件 、 高密度信息存贮 、 显示材料与器

件 、 红外探测与太赫兹技术 、 光谱技术 、 空间光学 、 大气与海洋光学 、 交叉学科中的光

学问题等等 ， 以及面向健康和生命科学研究的信息器件 、 光学和光子学技术将会成为今

后几年的研究热点 。

管理科学部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 ， 为人

类高效率地使用科学技术转换有限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 管理科学部下设三个科学

处 ， 分别受理与评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 工商管理学科 、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申请

项目 。
根据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方针 ， 管理科学部提出 ， 在 “十一五” 期间学科发展的指

导思想是 ： 发挥前瞻引领作用 、 突出中国实践特色 、 推动实现自主创新 。 管理科学部在

“十一五” 期间努力推动实现以下三项战略性目标 ： 其一 ， 奠定在未来 １０ ～ ２０ 年中逐步

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 ； 其二 ， 显著提高管理科学研究为中国管理实践服务

的能力和水平 ； 其三 ， 完成管理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的总体设计和部分内容建设 。
目前 ， 我国的管理科学正面临一个发展的阶跃点 ： 即从跟踪模仿阶段进入具有自主

创新能力的阶段 。 今后一段时期 ， 管理科学部将贯彻 “十一五” 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 ，
推动实现战略目标 ， 更加积极地支持具有创新性 、 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申请项目及其研

究工作 ， 努力推动这个新阶段的到来 。 管理科学部将以促进与提高我国管理科学界的原

始性创新能力 、 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重点 ； 鼓励在中国实际管理

问题的基础上凝练科学问题 ， 在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管理科学理论与方

法 ， 不断丰富管理科学的知识体系 ； 鼓励跨科学部 、 跨学科的综合性交叉研究 ； 鼓励中

国的管理科学研究走向世界 ， 使管理科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管理科学研究项目强调运用 “科学方法” 来探索管理活动

的客观规律 ， 管理科学部强调 ， 对于所资助的研究项目必须运用与国际管理科学研究接

轨的 、 规范化的科学研究方法 （技术路线 、 实验方案） ， 即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 、 严格

的数学分析 ， 按照 “观察现象 － 形成／提出假说 － 构建模型 － 计算／实验验证 － 科学结

论” 等过程开展研究 ， 通过实验 、 观察 、 测量等手段获取 “数据” 以 “观察和发现现

象” （即所谓 “实验研究”） ， 通过建模 、 计算 、 归纳 、 演绎等手段来 “分析与解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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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 “理论研究”） 。
管理科学研究获得 “数据” 的方式有其自身的复杂特点 ， 更多地是以众多人群／组

织／市场等作为被测试的实验对象 ， 进行大量 、 长期的现场观测 ， 进行大样本数据和案

例的采集 ； 以物理装置或者计算机系统为手段进行仿真和实验 ； 建立并持续维护大型

（或直接购买大型商业性） 数据库／案例库 ， 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数据积累 。 管理科学部关

注通过观察 、 提出假设 、 寻找论据 、 进行实验 、 能够重复的科学研究结果 ； 关注以数据

为基础 、 以事实为准绳 、 能够对管理活动规律进行 “科学” 客观判断的研究结论 。
在研究新理论及获得新的管理知识时 ， 不排除也需要实践者和研究者在长期管理实

践和研究积累基础上的直觉和顿悟等思维过程 。 但是 ， 使用这些 “非科学方法” 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猜想 ， 并构成可进一步进行科学论证的前提和假说 。 单纯采用 “非
科学方法” 的管理研究不属于管理科学部资助范畴 。

为强调与规范科学方法的运用 ， 管理科学部提出管理科学研究要 “顶天立地” 。 所

谓 “顶天” ， 即是熟悉前沿理论 、 规范研究方法 、 研究成果国际化 ； 所谓 “立地” 即是

要在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可能产生理论创新的科学问题 ， 通过研究完成理论升华 ， 并

运用科学理论创新性地指导解决实际管理问题 。
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书应符合上面的要求及 枟指南枠 的其他规定 。 对于违反 枟指

南枠 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 ， 或未按要求填写申请书 ， 或未提供必要的相关材料 ， 或经查

出有违反下述具体规定的申请书 ， 均不予受理 。
有关规定如下 ：
（１） 为优化国家科学基金资源的配置 ， 保证项目主持人有精力完成好已承担的国家

项目 ， 避免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项目重复资助 ， ２００９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不受理 、 不资助下列申请人的项目申请 ：
① 凡是已经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 尚在承担社科基金在研项目 （凡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 但在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截止日前 ，尚未在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名单中公布的 ， 均视为有在研项目） 的

主持人 。
② 在 ２００９ 年度作为申请人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G 字头申请代码的项目 、 同时

又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 。
（２） 申请者要确保申请书中所有信息的准确 、 可靠 。 依托单位要对相关信息进行认

真 、 严肃的审核 ， 申请书填写要严格遵从以下规定要求 ：
① 个人简历栏目中要详细提供申请者及主要参与者的工作简历和受教育 （包括学校

和专业名称 、 导师姓名等） 情况 、 以往获基金资助情况 、 结题情况 、 发表相关论文情

况 。 工作基础和参考文献部分中涉及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的论文应该为已正式发表论

文 ， 要求列出杂志名称 、 全部作者姓名及顺序 、 论文题目 、 发表的年份 、 期刊号 、 页

码等 。
② 申请人现就职单位未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注册为依托单位 ， 而通过其他依

托单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者 ， 在个人简历栏目中要详细提供现就职单位

名称及个人任职等相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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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申请者应详细论述与本申请相关的前期工作基础 ， 前期工作已发表的论文 ， 应在

申请书中详细写明 ， 已录用待发表论文应附用稿通知复印件等证明 。
④ 管理科学部不资助将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基金资助机构中以同一

申请者或者不同申请者的名义进行多处申请的项目 。 申请人在以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基础上提出新的申请项目 ， 应在申请书中详细阐明上一基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 新申请

项目与前一项目的区别 、 联系与发展 ； 新申请项目与申请人已承担或参加的其他机构

（诸如科技部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地方基金等） 资助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 ， 应明确阐

述二者的异同 、 继承与发展关系 。
（３） 管理科学部坚持对包括面上项目 、 青年基金 、 地区基金等三类项目在结题一年

后进行绩效评估 （后评估） ， 并将评估结果在学部的网页上公布 。 在项目主持人新的申

请项目评审时 ， 将依据后评估的结果进行绩效挂钩 ， 对高质量完成基金项目的主持人所

申报的项目 ， 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资助 。
管理科学部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科学家从事管理科学研究 ，

共同发展管理科学这门综合性交叉科学 。 但是 ， 管理科学部不受理纯人文社会科学以及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其他科学部申请代码中具有明确位置的申请项目 ， 申请者应该认真从

管理科学研究的角度凝练与提出相关科学问题 。
近三年来 ， 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资助强度有了稳步提高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６ 年为

１８ ２２ 万元／项 ， ２００７ 年为 ２００２ 万元／项 ， 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３ ４３ 万元／项 ， 近两年的平均资

助强度增长率为 １０ ％ ～ ２０ ％ 。 面上项目的资助总规模整体将基本保持稳定 ， 略有增长 。

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１７ ＋ １  ２ ３４８ ＋ ７  １４ ８２ １２７ ＋ １  　 ３ ０２８４ ＋ １０  １６ ４５

二处 工商管理 １１９ ２ ３７５ １２ ５９ １２３ ２ ９３２ ５ １２ ８４

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 １２４ ＋ １  ２ ５１２ ＋ ６  ９ ８３ １３５ ＋ ２  ３ １０３ ５ ＋ １６  １２ ２１

合 　 计 ３６０ ＋ ２  ７ ２３５ ＋ １３  １２ ０２ ３８５ ＋ ３  ９ ０６４ ４ ＋ ２６  １３ ５８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２０ ０２ （２０ １０   ） ２３ ４３ （２３ ５４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管理科学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主要资助管理的基础理论 、 方法与技术的研究 ， 资助范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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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 、 一般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论 、 运筹与管理 、 决策理论与方

法 、 对策理论与方法 、 评价理论与方法 、 预测理论与方法 、 管理心理与行为 、 管理系统

工程 、 工业工程与管理 、 系统可靠性与管理 、 信息系统与管理 、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 金融工程 、 管理复杂性研究 、 知识管理 、 工程管理等分支学科

领域 。
本学科在管理科学部各学科中的基本定位是更侧重基础与前沿 ， 重视对上述领域的

前沿性与基础性研究的资助 ， 鼓励结合我国管理实践 、 管理哲理与文化特点的管理理论

与方法的创新研究 。
２００８ 年度管理科学一处收到面上项目申请 ７７８ 项 （比去年下降了 ２１４ ％ ） ， 受理

７３９ 项 ， 共有 １２８ 项申请获得资助 ， 总经费 ３ ０３８４ 万元 ， 资助率为 １６ ４５ ％ ， 平均资

助强度为 ２３７４ 万元／项 。
从分支学科与领域的分布看 ， 面上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中

申请数量 多的是运筹与管理领域 （占申请总数的 １４５６ ％ ） ， 该领域的申请主要集中

在物流与供应链 、 交通运输 、 生产运作等方向 ； 其次是信息系统与管理领域 （占申请总

数的 １１９９ ％ ） ， 该领域的申请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采纳 、 数据挖掘以及智能商务建模 、
网络信息系统等方向 ； 第三是金融工程领域 （占申请总数的 ８６８ ％ ） ， 该领域的申请主要

集中于金融风险管理 、 产品设计与定价 、 行为金融等领域等方向 。 此外 ， 管理系统工程 、
知识管理 、 决策理论与方法的申请数量也很多 ， 分别占总数的 ８５２ ％ 、 ６９５ ％ 、 ６ ６２ ％ 。

从 ２００８ 年管理科学一处的申请情况看 ，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① 从中国管理实践中

提炼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与探索的申请偏少 ； ② 一些以管理方法论为对象的研究项目 ， 与

管理背景结合不紧密 ， 管理科学特色不明显 ； ③ 一些刚刚兴起的领域 ， 如服务科学与工

程 ， 研究申请偏少 ， 实际上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可以从运筹与管理 、 决策理论与方

法 、 工业工程与管理 、 信息系统与管理等方面来探索服务科学中的问题 。 因此 ， 希望申

请者认真研读管理科学部的项目指南 ， 加强对本学科资助信息的了解 ； 充分掌握社会对

管理科学研究的需求 ， 努力结合我国管理工作的需要提炼科学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 ； 对

于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来解决管理问题的研究 ， 要充分了解这些管理问题的来源和

解决这些管理问题对促进管理学发展的意义 ； 关注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 ， 积极探索这些

领域 ， 尽量使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国际保持同步 。

管理科学二处

工商管理学科

　 　 工商管理学科主要资助以微观组织 （包括各行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及非营利组织）
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管理理论 、 新技术与新方法的研究 。 主要资助范围包括战略管理 、 企

业理论 、 创新管理 、 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 、 人力资源管理 、 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 、 会计

与审计 、 市场营销 、 运作管理 、 技术管理与技术经济 、 企业信息管理 、 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 项目管理 、 服务管理 、 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 、 非营利组织管理等分支学科与研究

领域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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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度管理科学二处收到面上项目申请 ９５８ 项 （比去年增长了 １３８ ％ ） ， 受理

８６５ 项 ， 共有 １２３ 项申请获得资助 ， 总经费 ２ ９３２５ 万元 ， 资助率为 １２ ８４ ％ ， 平均资

助强度为 ２３８４ 万元／项 。
２００８ 年度管理科学二处面上项目 “不予受理” 的申请较 ２００７ 年度有明显增加 ， 其

中申请人或项目组高级职称成员超项 、 申请内容不全 、 无合作单位公章或非法人单位章

以及在职博士生未按规定提交导师同意函的申请占很大比重 。
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 ， 工商管理学科的基础研究在企业理论 、 组织行为 、 人力

资源管理 、 市场营销 、 公司财务与行为金融 、 会计学 、 研发与技术创新 、 运作管理 、 物

流与供应链管理 、 电子商务和智能商务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 从学科均衡发展

的角度看 ， 服务科学与服务运作管理 、 质量管理 、 创新管理 、 技术管理 、 项目管理 、 非

营利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深入性不够 。
２００９ 年 ， 管理科学二处将继续坚持一贯的资助原则 ， 提倡科学精神 ， 鼓励探索未

知 ， 积极支持原创性基础研究 。 鼓励结合我国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提炼出的管理科学

基础理论或技术 、 方法的研究 。 对涉及管理基础数据调研与收集和基础数据库建设的项

目给予倾斜 。 继续探索高强度连续支持有好苗头的面上项目的途径与方法 。
管理科学二处强调研究要瞄准学科前沿 、 注重理论创新和科学贡献 ； 重视中国的管

理实践 ， 研究国情 ， 注重通过实证分析 、 案例研究与现场观察实验研究形成的科学积

累 ， 发现管理规律 ， 发明新技术 ， 创造新方法 ； 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 为

提高我国各行业企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科学管理水平 、 提升其竞争力提供咨询与

服务 。

管理科学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是研究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实现经济 、 政治 、 文化和社会发

展目标 ， 制定宏观政策和实施综合管理行为规律的学科群的总和 ， 主要资助宏观经济管

理与战略 、 金融管理与政策 、 财税管理与政策 、 产业政策与管理 、 农林经济管理 、 公共

管理与公共政策 、 科技管理与政策 、 卫生管理与政策 、 教育管理与政策 、 公共安全与危

机管理 、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 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 、 区域发展管理 、 信息资源管理等

分支学科和领域的基础研究 ， 旨在推动学科发展 、 促进学术创新 、 培养研究人才与队

伍 ， 在发展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 鼓励为国家宏观决策实践提供咨询 、 支持和参考 。
２００８ 年度管理科学三处收到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１２２ 项 （比去年减少了 １１７０ ％ ） ， 受

理 １ ０１１ 项 ， 共有 １３７ 项申请获得资助 ， 总经费 ３ １１９５ 万元 ， 资助率为 １２ ２１ ％ ， 平

均资助强度为 ２２７７ 万元／项 。
２００８ 年 ， 公共管理与政策 、 金融管理 、 农业经济管理 、 资源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

申请与资助数量较多 ； 农业经济管理 、 科技政策与管理 、 图书情报档案管理等领域的资

助率相对较高 。 针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 金融管理与资本市场 、 循环经济与环境政策等

热点问题的申请比较多 ， 反映出科研人员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 ， 并用管理科学理论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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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研究解决这些管理实践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 。
２００９ 年 ， 管理科学三处将对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中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 公共

安全管理 、 教育管理 、 卫生管理与政策 、 资源管理与环境政策 、 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继续予以关注 。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鼓励创新性强并有长期连续的前期工作为基础的研究 ， 申请项

目应以中国的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 ， 但要准确地从研究对象中提炼出科学的理论问

题 ， 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 规范性 ， 积极资助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在国

际学术期刊上的发表 。 申请者要注意区分管理科学研究与实际管理工作的区别与不同 ；
要注意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与人文社科项目在研究方法要求上的区别 ； 选题的

学科范围要恰当 ， 研究目标要集中 ， 研究内容要具体深入 ， 要清晰地阐明所用的研究方

法与技术路线 ， 以及拟如何解决申请书中提出的关键科学问题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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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项 目
重点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另一个重要类型 ， 其定

位是在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先发展领域 ， 通过指南引导 ， 更集中地瞄准国际前沿 ， 整合创新资源 ， 孕育

重点突破 。 重点项目主要支持科技工作者结合国家需求 ， 针对我国已有较好

基础和积累的重要研究领域 、 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领域或新学科

生长点开展深入 、 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工作 。
为实现重点突破的目标 ， 重点项目进一步强调有限目标 、 有限规模和重

点突出的原则 ， 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 ， 强调利用现有重点科学基地的条件 。
重点项目基本上按照五年规划进行整体布局 ， 每年确定受理申请的研究领

域 、 发布指南引导申请 。 研究期限一般为 ４ 年 。 申请重点项目的基本要求 ，
请参照前面的申请须知和限项规定相关部分 ， 重点项目申请书要按照重点项

目撰写提纲撰写 。 申请代码 １ 须选择 枟指南枠 中的指定申请代码 （每个研究

领域后面括号内的字母和数字 ， 特殊说明的除外） 。
２００８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受理申请 １ ８７５ 项 ， 批准资助 ４２５

项 ， 资助经费 ７７ ９７３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 １８３ ４７ 万元／项 。 ２００９ 年度重点

项目将按照 “十一五” 规划的部署 ， 拟资助重点项目 ４０６ 项左右 ， 资助总经

费约 ７５ ０００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基本与 ２００８ 年持平 。

2008 年度重点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

全委比例 （ ％ ）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数理科学部 １５８ ５４ １０ ８０８ １３ ８６ ２００ １５ ３４ １８

化学科学部 １７４ ５１ １０ ２１３ １３ １０ ２００ ２５ ２９ ３１

生命科学部 ７１４ １２１ ２１ ０４２ ２６ ９９ １７３ ９ １６ ９５

地球科学部 ３２３ ６２ １０ ２５０ １３ １５ １６５ ３２ １９ ２０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２９１ ７６ １４ ９３０ １９ １５ １９６ ４５ ２６ １２

信息科学部 １３９ ４５ ９ ０００ １１ ５４ ２００ ３２ ３７

管理科学部 ７６ １６ １ ７３０ ２ ２２ １０８ １３ ２１ ０５

合 　 计 １ ８７５ ４２５ ７７ ９７３ １００ １８３ ４７ ２２ ６７

·７５·



数理科学部

“十一五” 期间 ， 在重点项目的立项和资助方面 ， 为鼓励竞争 、 促进具有创新思想

项目的产生 ， 将采取公布项目领域多于实际资助项目数和提出研究方向 ， 由研究方向导

引申请者提出研究课题的立项和申请方式 ， 申请者可在指定研究领域中 ， 自由确定项目

名称 、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案和研究经费 。 重点项目的立项 ， 主要依据 “十一五” 学科发

展战略调研报告提出的优先资助领域 ， 其目的是希望在整体布局方面能有一个学科发展

的总体考虑 。
２００９ 年度数理科学部拟资助重点项目 ５８ 个左右 ， 资助经费 １ 亿元左右 。
务请数学领域专家注意 ，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 ， 重点项目参加单位总计不得超过 ３ 个

单位 。

数学科学处

本年度拟资助 ８ ～ ９ 项 ， 平均资助强度 １３０ 万元／项 。
下面的黑体字为研究方向 ， 所含条目为鼓励研究内容 ， 括号中的字母和数字为申请

代码 。 申请者可选择鼓励研究内容的一项作为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工作 ， 譬如 １ 代数

学及其应用 （此为研究方向） ： 李理论及其应用 ， 编码和密码学中的代数理论和算法

（此为该条目下的两项鼓励研究内容） 。
1 代数学及其应用

李理论及其应用 （A０１０２０２） ，编码和密码学中的代数理论和算法 （A０１０２０６）
2 现代微分几何

低维流形的几何与拓扑 （A０１０３０１ ， A０１０４０２）
3 现代分析理论及其应用

多复分析与复几何 （A０１０５０１） ， 调和分析及其应用 （A０１０５０４）
4 常微分方程理论及其应用

时滞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A０１０７０１）
5 偏微分方程理论及其应用

可压缩流体力学方程 （A０１０８０１） ，非线性椭圆与抛物方程 （A０１０８０２）
6 现代数学物理

几何 Langlands 纲领与量子场 （A０１０９０１）
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图值马氏过程 （A０１１００１） ， 应用统计方法研究 （A０１１１）
8 应用数学方法

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研究 （A０１１４） ， 例如 ： 大气环流方程的动力学研究 ， 工业构

件的形状 优设计 ， 肿瘤学中的动力机制 。
9 组合数学

极值图论 （A０１１６０２）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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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计算数学的理论和应用

三维流体计算 （A０１１７０２） ， 大规模特征值计算 （A０１１７０５）
力学科学处

申请者需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中注明所申请领域的名称 。
２００９ 年度拟资助 １１ ～ １３ 个重点项目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 万元／项 。
1 高维系统非线性动力学 （A0202）
2 大型复杂结构的非线性振动与控制 （A0202）
3 先进材料与结构的基础力学问题 （A0203）
4 结构完整性和耐久性研究 （A0203）
5 复杂流动机理研究 （A0204）
6 国家重大工程中的流体力学问题 （A0204）
7 人类健康及疾病诊治中的生物力学问题 （A0205）
8 冲击动力学中的关键问题 （A0206）
9 多场耦合力学问题 （A02）
10 先进制造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A02）
11 环境与灾害中的力学问题 （A02）
12 极端条件下的关键力学问题 （A02）
13 计算力学理论 、 方法与软件 （A02）
14 实验力学新方法与新技术 （A02）

天文科学处

申请者需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中注明所申请的领域或方向 。
２００９ 年度拟资助 ６ ～ ８ 个重点项目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 万元／项 。
1 星系宇宙学 （A0301 ， A0302）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
（１） 宇宙学参数的测定 ， 特别是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物理性质 ， 早期宇宙演化遗留的

可观测现象

（２） 宇宙中各种天体和结构的形成 ， 结构形成过程中关键的物理过程

（３） 星系形成与演化

（４） 活动星系核的辐射 、 结构与演化

2 恒星的形成 、 演化和爆发 （A0303）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
（１） 恒星的形成和其早期演化 ， 特别是对大质量恒星的形成和在星系环境下恒星大

规模形成的观测和理论研究

（２） 恒星结构与演化和恒星大气 ， 恒星晚期演化和致密天体及其相关的爆发现象和

辐射机制 ， 太阳系外行星的形成 、 演化的观测和理论

（３） 银河系的结构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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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阳物理 （A0304）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
（１） 太阳磁场和速度场的精细结构和演化 ， 太阳磁场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过程

（２） 太阳爆发事件 ， 特别是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源区特征 、 物理机制和高

能 、 射电辐射及动力学过程

（３） 太阳爆发活动对日地空间天气的影响 ， 太阳活动预报的物理基础和方法

（４） 日震学 、 太阳发电机和太阳活动周机制

（５） 日冕加热机制和高速太阳风的起源

4 天体测量和天体力学 （A0308 ， A0309）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
（１） 天体测量方法与天文参考架建立

（２） 天体力学理论和方法

（３） 行星与恒星系统动力学

（４） 太阳系自然与人造天体动力学

（５） 天文地球动力学

（６）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应用天文学

5 天文技术与方法 （A0311）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 ：
（１） 射电天文技术 （包括毫米波与亚毫米波）
（２） 光学与红外天文技术

（３） 高能天文技术

（４） 空间天文技术及其他天文技术和方法

物理科学一处

２００９ 年度拟资助 １２ ～ １４ 个重点项目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 万元／项 。
1 太阳能 、 氢能和其他新能源中的物理问题 （A0402 ，A0404 ， 与信息科学部交叉）
2 新功能材料物理 （A0402 ，A0404）
（１） 铁电 、 热电 、 半导体等新型功能材料及物理特性

（２） 新型电致电阻材料及其物理机理

（３） 新磁性功能材料及其异质结构的物理特性

3 受限体系的自旋量子现象 （A0402 ，A0404）
4 关联电子系统中的新现象 （A0402）
5 物质结构和性质的计算与模拟

（１） 新型功能材料的计算设计和物性预测

（２） 材料设计和物性计算新方法

6 冷原子分子物理及应用 （A0403 ， A0404 ， 与信息科学部交叉）
（１） 冷原子分子体系的物性

（２） 光与冷原子分子相互作用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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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原子光学与原子干涉

（４） 微腔量子电动力学

7 原子分子体系的复杂相互作用 （A0403 ， A0404）
（１） 特殊环境下的原子分子性质及碰撞动力学

（２） 分子中的关联作用 、 激发态动力学及量子多体过程

（３） 光与原子 、 分子相互作用

8 微纳尺度的光子学 （A0404 A0402）
（１） 光子晶体及微结构光功能材料

（２） 光子晶体中的腔量子电动力学现象

（３） 表面等离激元物理

9 量子信息物理 （A0404 ， A0402 ， 与信息科学部交叉）
（１） 量子信息的存储 、 传输 、 克隆 、 识别及测量的物理问题

（２） 量子比特的物理实现 ， 量子纠缠的产生与度量 ， 量子中继的原理与方法

（３） 量子计算的新原理 、 新方法

（４） 单光子发射 、 探测的物理问题

10 新型光源的物理 （A0404 ， A0403 ， 与信息科学部交叉）
（１） 频率转换的新原理和新技术

（２） 新型激光原理探索

（３） 光场调控的新原理 、 新方法

11 噪声的产生 、 传播与控制 （A0405）
（１） 流固耦合系统的噪声与振动控制理论

（２） 智能声学材料 、 低频吸声和隔声材料与结构

（３） 流体动力噪声的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

12 新型声学换能器及其阵列 （A0405 ， 与信息科学部交叉）
（１） 新型声学换能材料与宽带 、 大功率声学换能器

（２） MEMS 、 光纤等新型声学换能器

（３） 声表面波物理 、 化学 、 生物传感器

13 复杂介质中声的传播及其应用 （A0405）
（１） 大气 、 地层与生物介质中的声传播特性及其应用

（２） 复杂介质中的非线性声学现象

14 高精密物理测量技术原理和关键设备 （A04）

物理科学二处

申请者须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中注明所选以下领域方向的名称 。
２００９ 年度拟资助 １０ ～ １２ 项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 万元／项 。
1 量子信息物理的基础研究 （A0501 ， 与信息科学部交叉）
2 宇宙学和场论中的全息性质研究 （A0501 、 A0502）
3 量子色动力学和强子物理研究 （A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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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弱理论和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研究 （A0502）
5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A0502）
6 高温 、 高密强相互作用物质性质的研究 （A0503）
7 放射性核束物理研究 （A0503）
8 核技术在能源 、 环境和健康应用中的基础研究 （A0504 ， 与生命科学部 、 化学科

学部交叉）
9 中子物理及应用基础研究 （A0504）
10 加速器和探测器的新原理和先进技术研究 （A0505）
11 托卡马克中的关键物理及技术问题研究 （A0506）
12 惯性约束聚变关键物理及技术问题研究 （A0506）
13 低温等离子体关键物理及技术问题研究 （A0506）
14 先进同步辐射光源和新光源的关键技术研究 （A0507）
15 同步辐射光束线与实验站的先进技术和实验方法研究 （A0507 ， 与化学科学部

交叉）

化学科学部

“十一五” 期间化学科学部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在数量和资助强度上都将有较大的增

长和提高 ， 计划资助 ２００ 个左右重点项目 。 ２００９ 年度化学科学部将在 ５６ 个研究领域公

布重点项目指南 、 受理申请 ， 总经费在 ９ ０００ 万元左右 ， 资助强度为 １５０ 万 ～ ２５０ 万元／
项 。 鼓励研究基础好的研究小组或团队参与竞争 ， 鼓励强强合作申请交叉领域重点项

目 。 实际资助的领域数和项目数将少于公布的领域数 。 项目执行期为 ４ 年 。

化学科学一处

1 簇合物的分子组装与功能 （B01）
2 多功能分子材料的关键化学问题 （B01）
3 无机固体化学研究领域提出的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B01）
4 配位化学研究领域提出的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B01）
5 生物无机化学研究领域提出的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B01）
6 多孔配合物及性能 （B01）
7 复杂样品分离与分析 （B05）
8 单分子 、 单细胞分析 （B05）
9 生命体系的成像与原位分析 （B05）
10 生物传感技术的分析化学基础 （B05）
11 重大疾病预警与诊断新技术 、 新方法 （B05）
12 蛋白质检测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新技术 、 新方法 （B05）
13 高通量 、 多尺度 、 多参量分析测试新方法 、 新技术 （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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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学二处

1 调控有机合成反应选择性的新方法 （B02）
2 小干扰 RNA （siRNA） 的化学修饰及其功能 （B02）
3 基于生命体系研究的有机化学新反应和新方法 （B02）
4 具有生物活性的寡糖的合成 （B02）
5 受体分子的多维多层次组装及功能 （B02）
6 具有重要医药用途的多肽化学修饰及作用机制 （B02）
7 具有重要生物活性的复杂天然产物全合成 （B02）
8 调控重要内源性物质合成与活性的天然产物化学 （B02）
9 绿色化学导向的有机反应 （B02）
10 农药抗性的分子机制及反抗性农药的合理设计 （B02）

化学科学三处

1 化学电源中的关键物理化学问题 （B03）
2 催化反应涉及的关键物理化学问题 （B03）
3 理论与计算化学的新方法 （B03）
4 结构化学前沿与关键科学问题 （B03）
5 光电转换过程的超快光谱 （B03）
6 表面 、 界面行为及功能调控的关键物理化学问题 （B03）
7 理论化学在多相催化反应过程中的应用 （B03）
8 大气物理化学领域提出的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B03）
9 团簇物理化学 （B03）
10 纳米粒子的组装效应及其物理化学基础 （B03）
11 生物物理化学领域提出的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B03）

化学科学四处

1 高分子合成化学方法学 （B04）
2 生物大分子间弱相互作用 （B04）
3 生物医用高分子 （B04）
4 高分子有序微结构与性能 （B04）
5 离子聚合或配位聚合新方法 （B04）
6 高分子结构表征方法学 （B04）
7 可控聚合制备的功能高分子 （B04）
8 复合污染及其生物效应研究方法学 （B07）
9 二次气溶胶形成机理 、 界面反应及灰霾成因 （B07）
10 汞或砷污染的化学特征 、 源汇与控制 （B07）
11 典型行业废水中有毒污染物的转化及控制原理 （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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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土壤污染的分子诊断及修复 （B07）

化学科学五处

1 生物化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 （B06）
2 医药领域的化学工程基础 （B06）
3 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利用 、 新能源开发的化学工程基础 （B06）
4 化工过程强化与集成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B06）
5 化工环境和安全的科学基础 （B06）
6 新材料的化学工程基础 （B06）
7 化学产品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 （B06）
8 资源高效利用与循环经济中的化工基础问题 （B06）
9 化学反应工程和化工分离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 （B06）

生命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针对过去重点项目立项与申请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如立项周期长 、
范围窄 、 定向性强 、 与其他基金资助项目衔接不够等 ， 试行重点项目以立项领域宏观指

导申请为主和非领域申请为辅的两种申请模式 。 请申请者详细阅读本章列出的学部

２００９ 年重点项目申请要求 、 注意事项和资助计划 。 按立项领域宏观指导申请的重点项

目要求准确填写立项领域后面所标出的对应的申请代码 ；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可自主

选择与研究内容相对应的申请代码填写 。 按立项领域宏观指导申请和非领域申请的两类

重点项目要求如下 ：
（1） 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请参照生命科学部公布的 ２００９ 年重点项目立项

领域 ， 确定研究题目 ， 撰写申请书 。 在申请书的基本信息表中的 “附注说明” 一栏中要

写明所申请的领域名称 。
（2）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对于申请者在已往承担基金项目或其他研究中取得重

要进展 ， 如有重要科学意义的新发现 、 新的理论假说 、 新技术方法等 ， 急需进一步高强

度资助继续深入研究者 ， 可不受重点项目立项领域的限制 ， 直接申请重点项目 （称为非

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申请此类重点项目者 ， 要在申请书的基本信息表中的 “附注说

明” 一栏中写明 “非领域申请” 字样 。 此外 ，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除了按常规要求撰

写申请书外 ， 还需要在申请书正文部分的 后增加一项 ８００ 字左右的 “关于已取得重要

创新性进展的情况说明” ， 在此说明中着重阐述与本次申请密切相关的重要创新性进展

的实质性内容 、 相关研究结果以及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情况等 。 对于本次申请

所依据的 “已取得重要进展” 的代表性论文 ， 要求必须是申请者近期发表的第一作者或

责任作者论文 。
（3） 凡申请重点项目者 （包括按立项领域申请或非领域申请） ， 要求在提交的纸质

申请书后附 5 篇与本次申请内容相关的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首页 。
２００９ 年生命科学部计划安排重点项目经费 ２０ 亿元 ， 计划资助 １１７ 项 。 平均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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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为 １７０ 万元／项 。 其中 ， 按立项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约占资助项目数的 ６０ ％ ，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约占资助项目数的 ４０ ％ 。 计划资助的 １１７ 项重点项目中 ， ９５ 项

平均分配到学部的 １９ 个学科中 ， ２２ 项用于学部的宏观调控 。 请申请者申请时根据自己

的研究需要 ， 提出合理 、 准确的经费预算 。 重点项目的研究期限为 ４ 年 。 需要说明的

是 ， 为了便于管理 ， 学部对 2009 年按立项领域招标的重点项目指定了申请代码 ， 但被

指定的申请代码并不包含所招标的立项领域的全部内容 ， 请申请者不要受指定申请代码

影响 ， 在申请时根据立项领域的相关内容确定自己的研究题目 。
２００９ 年生命科学部各学科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及学部指定的申请代码如下 ：
1 微生物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基于基因组学的微生物遗传学 、 生理学或病原生物学研究 ； 申请代

码 ： C０１０２０１ ； 拟资助２ ～ ３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2 植物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植物适应与进化的机理 ； 申请代码 ： C０２０３０３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3 生态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形成与维持机制 ； 申请代码 ： C０３０６０３ ； 拟资

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4 林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森林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０４０１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5 生物物理 、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生物大分子修饰 、 调控及结构功能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０５０１０３ ； 拟

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6 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发育过程的信号调控 ； 申请代码 ： C０６１００６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

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7 细胞生物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细胞形态形成与运动的分子机制 ； 申请代码 ： C０７０７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8 免疫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免疫损伤的分子与细胞机制 ； 申请代码 ： C０８０３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9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相互调节的机制 ； 申请代码 ： C０９０２０２ ； 拟资

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0 生物医学工程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生物材料 、 组织和细胞的生物力学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００１０１ ； 拟

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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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农作物重要生物灾害发生规律的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１０４０１ ； 拟资

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2 畜牧兽医水产学学科

立项领 域 名称 ： 重 要养 殖 鱼类 生殖 、 发 育及 免 疫的 基 础研 究 ； 申请 代码 ：
C１２０３０５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3 动物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动物对逆境适应的生理机制 ； 申请代码 ： C０１３０３０１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4 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新的内源性生物活性物质的病理生理功能及作用机理 ； 申请代码 ：
C１４０２０９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5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重要纳米材料生物安全性的基础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５０４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6 临床医学基础 Ⅰ 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围手术期脏器保护的基础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６０２０３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7 临床医学基础 Ⅱ 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国人高发恶性肿瘤复发 、 转移机制及预测的基础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７１０１０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8 药物学与药理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活性先导化合物的结构优化与类药性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８０２０１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19 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

立项领域名称 ： 藏象理论与治则治法的基础研究 ； 申请代码 ： C１９０１０４ ； 拟资助

２ ～ ３ 项 。 非领域指导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 ２ 项 。

此外 ， 鉴于已往在重点项目申请中出现的问题 ， 2009 年度生命科学部特别提醒申

请者注意 ， 凡是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 将不受理其所申请的项目 ：
（１） 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未在申请书的基本信息表中的 “附注说明” 一栏

中注明 “重点项目领域名称” 的申请 。
（２） 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未按要求填写指定的申请代码的申请 。
（３）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又未在 “附注说明” 一栏中标注 “非领域申请” 的

申请 。
（４）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 未按要求提供 ８００ 字左右的 “关于已取得重要创新性

进展的情况说明” 的申请 。
（５） 申请重点项目 ， 但未按要求提交 ５ 篇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首页的申请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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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与 “９７３” 、 “８６３” 等国家计划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已资助的研究内容重复的

申请 。
（７） 在 “附注说明” 一栏中注明重点项目领域名称 ， 但研究内容不属于该领域范围

的申请 。
（８） 尚在国外工作 、 无法保证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的申请者的

申请 。

地球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按 “地球科学 ‘十一五’ 优先发展领域” 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发布重点项

目指南 ； 遴选优先发展领域的原则是 ： ① 对地球科学发展具有带动作用 ， 具有良好基

础 ， 充分体现我国的优势与特色 ， 有利于迅速提升我国地球科学的国际地位 ； ② 解决若

干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 力争对社会和经济发

展产生长远影响 。 申请者可根据下述领域中的研究方向 ， 在认真总结国内外过去的工

作 、 明确新的突破点以及如何突破的基础上 ， 自由确定项目名称 、 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 。
撰写重点项目申请书时 ， 要求申请者详细论述与本次申请相关的前期工作基础 。 个

人简历一栏中要详细提供申请者及项目组主要成员的工作简历和受教育情况 、 以往获基

金资助情况 、 结题情况 、 发表相关论文情况 。 所列论文要求将已发表论文和待发表论文

分别列出 ， 对已发表论文 ， 要求列出全部作者姓名 、 论文题目 、 发表的期刊号 、 页码

等 ， 并要求按论著 、 论文摘要 、 会议论文等类别分别列出 。 另外在提交的纸质申请书后

附 ５ 篇代表性论著的首页复印件 。
填写申请书时 ， 在研究内容中阐明与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的关系及相应的学术贡

献 。 为避免重复资助 ， 项目申请书应明确论述该项申请与国家和部门其他相关研究项目

的联系与不同 。
地球科学作为基础科学 ， 其研究对象是极其复杂的行星地球 。 基于理解地球系统

的过去 、 现今和未来及其可居住性的研究带来的挑战超出了单一和传统学科的能力

范围 ， 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创新思想及源头创新的沃土 。 我们不仅希望地球科学不

同学科的科学家 、 更希望数理 、 化学 、 生命 、 材料与工程 、 信息及管理的科学家申

请或与相关领域地球科学家联合申请地球科学部的重点项目 ， 并在申请书中注明交

叉学科的申请代码 。
２００８ 年地学部受理重点项目 ３２３ 项 ， 资助 ６２ 项 ， 经费 １０ ２５０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拟资

助总经费约 ９ ９００ 万元 ， 资助强度为 １５０ 万 ～ ２００ 万元／项 ， 资助项数约 ５７ 项 ， 项目执

行期为 ４ 年 。
特别提醒申请人填写申请书时 ， 请务必在 “附注说明” 栏中填写下列相关领域的名

称 ， 如 ： “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 ， “地球环境演变与生命过程” ， “地球深部过程与大

陆动力学” ， “成矿成藏过程 、 机理与分布” ， “陆地表层系统变化过程与机理” ， “水循环

与水资源” ， “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其调控原理” ， “海洋资源 、 环境与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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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天气与气候系统变化过程与机制” ， “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 。 “附注说明” 填

写错误的申请书不予受理 。 “申请代码” 栏由申请人自行选择并填写 。
1 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以亚洲季风区为重点 ， 通过对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 ， 提高对

全球变化规律的了解和未来变化趋向的认识 ， 回答全球变化的成因 、 现在是如何运行

的 、 未来会出现怎样的变化等问题 ， 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环境压力和挑战提供科

学与技术支持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几十年至百年尺度的全球变化事件的发生规律和特征 ；

全球变化的成因 、 人类活动的诱发机制及主导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

学过程 ； 全球变化早期信号的捕捉 、 监测与预警 ； 全球变化过程的建模 、 模拟与预测 ；
重大全球变化事件的影响及后果 ； 全球变化减缓 、 规避与适应对策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亚洲季风干旱气候系统十到百年尺度变化的过程 、 机理和圈层间相互作用

（２）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碳收支估算中的不确定性

（３） 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季风区海 、 陆 、 气相互作用的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联系

（４） 新生代以来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区域环境变化事件 、 特征及主要驱动因子

（５） 地球系统模式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及对气候变化的模拟和预估

（６） 全球变化的影响 、 适应和减缓的地球科学问题

（７） 全球变化其他重要科学问题 （包括不确定性及地球生物化学过程研究）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2 地球环境演变与生命过程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充分发挥我国地质历史记录完整的资源优势 ， 加强地球化

学 、 沉积学 、 矿物学 、 构造地质学 、 古生物学 、 生物地质学的交叉合作 ； 积极运用和吸

收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 重新审视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的关系 ； 力争推出一批

原创性成果 ， 保持我国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地球早期生命和环境的协同演化 ； 重大全球变化期环境

效应与重要生物类群的起源和演化 ； “生命之树” 关键支系的构建与环境制约 ； 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与地球表层环境演化 ； 极端环境条件下的生命形式和过程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关键生物类群起源 、 系统演化及其环境背景

（２） 地球历史环境演变的高精度 、 高分辨地质 、 地球化学记录

（３） 关键地质时期的生命过程与生态系统演变

（４） 地球演化史中生源 、 表生元素的地球化学与环境演化

（５） 地微生物学与低温地球化学 、 生物地质学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６） 极端环境条件下的生命形式和过程

（７） 生物关键特征的演化与环境背景 ——— 分子古生物学及发育生物学途径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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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球深部过程与大陆动力学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以中国大陆典型构造单元为突破口 ， 以重点科学问题为主

线 ， 以多学科交叉结合为主要研究方式 ， 应用新方法和新技术 ， 对中国大陆形成演化中

的深部过程和浅部响应及不同层圈耦合关系进行研究 ； 揭示不同地质时期中国大陆组成

部分的演化历史 ， 中国大陆增生中的造山作用 、 高原隆升和盆地形成作用 ， 各圈层物

质能量交换和大规模岩浆活动的机理 ， 探测现今中国大陆深部三维结构及其力学状态 ，
查明陆内变形与岩石圈流变学特征 ； 探讨大陆物质增生和消减的规律 、 深化关于中国大

地构造格局以及大陆演化过程的理论认识 ， 揭示大陆动力学过程对资源 、 地貌水系 、 自

然灾害和环境演变的控制作用 。 同时 ， 从全球视野出发 ， 通过对我国邻区及世界类似地

区的对比研究 ， 加深对中国大陆动力学及深部过程的认识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大陆岩石圈结构与组成及其形成过程 ； 中新生代大陆变

形过程及其动力学 ； 大陆形成与演化机制 ； 地球深部物质状态与过程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地球深部三维结构与深部动力学及其对岩石圈过程的控制作用

（２） 跨圈层物质能量交换和大规模岩浆活动机理

（３） 俯冲地壳物质的化学分异 、 再循环及其对大陆演化的影响

（４） 造山带增生 、 盆山体系演化及后期改造作用

（５） 固体地球早期演化

（６） 地球动力学的物理化学过程的精细记录 、 示踪 、 模拟和实验研究

（７） 构造地貌水系演化及其地球动力学和环境演化意义

（８） 主要地震带与火山区深部机理 、 浅部表现及灾害孕育过程

（９） 现今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演化与动力学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4 成矿成藏过程 、 机理与分布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通过浅部地壳结构与成矿关系分析 、 区域性成矿流体示踪 、
矿田构造和成矿过程精细刻画 、 特色成矿系统及成矿地球动力学研究 ， 实现成矿理论和

找矿勘查的重大突破 。 开展大型叠合盆地动力学与油气聚集关系理论特别是海相碳酸盐

岩和深水沉积体系油气聚集理论研究 ， 煤层气成藏动力学 、 陆相层序地层学 、 地球系统

演化与生烃古环境研究 ， 以及油气藏探测方法研究 ， 完善反映我国复杂地质条件的油气

地质理论体系 ， 扩大已开发多年的成熟盆地的剩余油气资源 、 拓展我国油气勘探的远

景 。 加强对海洋天然气水合物 、 大洋多金属结核结壳和热液硫化物等战略性 、 非常规性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理论研究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中国重要与特色矿床形成机理与时空演化 ； 大规模成矿

域的形成 ； 区域和全球尺度成矿系统对比 ； 深部矿床和油气探测理论与方法 ； 含油气盆

地动力学与成藏作用 ； 海底大规模成矿成藏理论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沉积盆地成矿物质的巨量富集机理

（２） 特色成矿系统的成矿作用和成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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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大陆板块内部成矿作用的背景和过程

（４） 大型矿集区区域流体系统示踪与成矿系统演化

（５） 深部矿床和油气的地球物理响应及其形成机制

（６） 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与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

（７） 古蒙古洋演化与中国北部大规模成矿作用

（８） 大型盆地演化的区域动力系统及油气聚集规律

（９） 地球系统演化与盆地中生烃物质沉积环境

（１０） 现代海底热液系统与古今成矿作用对比

（１１） 非常规能源与矿产资源勘探的新理论 、 新方法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5 陆地表层系统变化过程与机理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以地球系统理论为指导 ， 以陆地表层系统为研究对象 ， 以自

然与人类相互作用为核心 ， 基于对过程理解的模型研究 ， 强调不同空间尺度上多种自然

过程的相互作用研究 ， 以及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相互作用的研究 ， 揭示陆地表层系统关

键要素 、 过程的机制与演化规律 ， 揭示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中人为作用与自然作用的关

系 ， 探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关键要素变化过程与机制 ； 界面过程与物质迁移转化规

律 ； 关键要素相互作用与模拟 ； 综合灾害风险形成机制与评价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地貌过程与演化机理

（２） 湖泊界面过程与机理

（３） 湖泊生境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机理

（４） 湿地演替过程及其生态效应

（５） 土壤过程中的物质迁移与转化规律

（６） 土壤 C 、 N 、 P 转化过程及其微生物学机理

（７） 根土界面过程

（８） 冰冻圈水热过程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９） 寒区生态地理过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１０） 区域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地理区划

（１１）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案情景分析

以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群迅速发展 ， 带动了地球系统科学的全面

发展和变革 。 地球系统观测与信息处理的新原理 、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 ， 将成为未来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与发展竞争的核心内容 。 为此 ， 地球科学部 “十一五” 期间将加强对

地球系统观测与信息处理的新原理 、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研究 ， 并鼓励针对具体的学科或

领域开展的研究 。
地理信息科学是以地理信息的形成演化机理研究与信息的获取与分析技术发展为核

心研究内容的一门新兴的地理学分支学科 。 它以不断提升人类对地理综合研究对象的完

整科学认识为根本学科发展目标 。 近年来 ， 地理科学 、 信息科学 、 计算技术 、 网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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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航天技术 、 传感器技术等的飞速发展 ， 为地理信息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

件和机遇 。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6 水循环与水资源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研究区域水循环过程 ， 建立水循环模式 ， 研究水资源形成演

化的时空特征 ， 揭示水资源利用影响生态环境的规律 ， 提出水资源宏观调控和优化利用

模式 ， 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变化环境下的流域水循环规律和水与气候 、 生态 、 环

境 、 社会的相互作用机理 ； “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 的时空变化与循环过程 ；
区域水资源形成与转化关系 ； 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 ； 社会水循环的驱动机理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水文过程综合观测与尺度效应

（２） 土壤水分运动与蒸散过程的耦合机制

（３） 水文过程定量描述与分布式模型

（４） 水循环模型与不确定性研究

（５） 广义水资源的形成与转化关系

（６） 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及其与地下水资源可更新能力

（７） 人类活动对区域水循环的影响及生态效应

（８） 水文地质结构变化及介质非均质性对水循环过程的影响

（９） 社会水循环的理论和方法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7 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其调控原理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以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 ， 研究区域性 、 典型

性和关键性环境问题 ， 阐明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其调控原理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资源开发和利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 重大工程和自然灾

害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 ； 持久性有毒污染物时空分布和环境风险 ； 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

导致环境异常的识别与调控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区域发展模式与环境效应之间的耦合关系

（２）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３） 污染物在流域尺度的迁移过程和动力学机制

（４） 环境中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的风险评估和调控原理

（５） 地下水的污染过程与界面效应

（６） 重大工程的环境和灾害效应

（７） 自然灾变的环境影响与人类的响应机制

（８） 矿产资源 、 能源开发诱发的地质灾变机理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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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洋资源 、 环境与生态系统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紧紧围绕该领域的国际前沿和与国家重大需求密切相关的科

学问题 ， 立足近海 、 面向深海大洋和极地海域 ， 以海洋资源的演变规律 、 海洋环境与生

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为重点 ， 力争在近海海洋过程与生态系统变

异 、 深海大洋与极地的环境演变等方面取得重要科学进展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海洋动力过程与环境变化 ； 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

学过程 ；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物多样性 ； 陆海相互作用及其环境效应 ； 深海大

洋环境与生态系统 ； 极区环境变化与海陆气冰相互作用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陆架海域内波与海洋混合动力学研究

（２） 海洋物质输运过程 、 陆架环流动力过程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及模型

（３） 海岸陆架沉积体系形成机制和气候环境演化记录

（４） 南海北部中新生代大陆边缘动力学及油气资源

（５） 大洋中脊热液系统与资源环境效应

（６） 海洋酸化及生态效应

（７） 陆源痕量金属和同位素的输入通量与制约因素

（８）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对海洋环境长期变化的响应

（９） 人类活动对近海可持续海洋生态系统影响

（１０） 近海复合污染机理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１１） 南极冰盖断面的气候与环境变化

（１２） 北极海洋与海冰的快速变化机制及其气候效应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9 天气与气候系统变化过程与机制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 认识由气候系统主导的灾害性天气和气候的各种物理 、 化学

和生物过程 ， 它们的时空特征 、 变化规律 、 相互联系和物理机制 ， 捕捉重大天气 、 气候

事件的前期征兆 ， 改进天气预报的精度 ， 发展新一代气候模式 、 预报方法和气候预测理

论 。 “十一五” 期间重点围绕气候系统过程 、 模式与预测理论 ， 灾害性天气动力学与可

预报性理论 ， 大气化学 、 边界层物理与大气环境 ， 中高层大气动力学过程和云雾物理等

方面开展创新研究 ， 力争在天气与气候系统变化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灾害性天气预报精度的进一步提高 ， 预报时效的延伸 ，

以及预报对象的拓展问题 ； 气候系统变化研究和月 、 季度 、 年际 、 年代际尺度气候预测

理论与预测试验 ； 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 天气 、 气候系统模式

的发展 ； 海量探测数据的处理 、 分析和同化应用 ； 天气 、 气候要素探测的新原理新方法

和新技术研究 ； 云雾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与人工影响天气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高纬环流对东亚气候年际异常的影响

（２） 海陆气相互作用及其对东亚气候的影响

（３） 气候系统模式的研发和改进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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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高影响天气的发生 、 发展与预报研究

（５） 数值模式物理过程参数化研究

（６） 大气遥感和资料同化研究

（７） 云雾物理过程和人工影响天气的途径和方法研究

（８） 大气化学成分 、 气溶胶 、 云与辐射的相互作用

拟资助 ５ ～ ７ 项 。
10 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

该领域的科学目标是 ：以日地系统不同空间层次的空间天气过程研究为基础 ， 形成

空间天气连锁过程的整体性理论框架 ， 取得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新进展 ； 建立日地系统

空间天气事件的因果链模式和发展以物理预报为基础的集成预报方法 ， 为航天安全等领

域做贡献 ； 实现与数理 、 信息 、 材料和生命科学等的多学科交叉 ， 开拓空间天气对人类

活动影响的机理研究 ， 为应用和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发展空间天气探测新概

念和新方法 ， 提出空间天气系列卫星的新概念方案 ， 开拓空间天气研究新局面 。 鼓励与

国家重大科学计划相关的空间天气基础研究 ， 鼓励利用国内外 新天基 、 地基观测数据

进行的相关的数据分析 、 理论与数值模拟研究 。
该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 日冕物质抛射 （CME） 的触发机制 、 输出过程和源

区物理过程 ； 太阳风源区 、 太阳源表面结构及太阳风的三维结构 ， 以及各种间断面

对行星际扰动传播的影响 ； 行星际扰动与磁层相互作用 ， 磁层空间暴多时空尺度物

理过程 ； 磁层电离层中高层大气耦合过程 ， 地球中层 、 电离层和热层的暴时响应与

基本物理过程 ， 以及磁层 、 电离层和中高层大气的建模 ； 空间等离子体磁重联物理

过程 、 带电粒子加热和加速机制 ， 以及等离子体波动和不稳定性的激发机制 ； 空间

灾变天气对信息 、 材料 、 微电子器件的损伤 ， 以及对空间生命和人体健康影响的机

理 ； 日地系统各空间区域的预报指标 、 预报模式和方法以及空间天气的集成预报模

式的研究 ； 太阳多波段测量方法和技术 ， 行星际扰动 、 磁层 、 电离层和中高层大气

的成像和遥感技术 ， 小卫星星座技术以及空间探测的新技术 、 新方法 ； 太阳活动及

其对太阳系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
本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包括 ：
（１） 空间天气的太阳驱动源

（２） 空间天气的基础物理过程

（３） 太阳风 、 磁层 、 电离层 、 中高层大气多时空尺度的结构 、 演化和耦合过程

（４） 空间天气模式 、 预报和效应

（５） 空间天气探测的新概念 、 新原理 、 新方法

拟资助 ３ ～ ５ 项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资助的重点项目包括学部优先领域重点项目和学科重点项目 。
２００８ 年度在 ６９ 个立项的重点项目研究领域中 ， 学部通过差额遴选评审 ， 批准 ７６ 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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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 ， 资助经费 １４ ９３０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１９６４５ 万元／项 ， 批准率为 ２６ ０３ ％ 。
根据 “十一五” 学部优先资助领域以及学科发展规划 ， ２００９ 年度拟在如下领域或方向

中择优资助重点项目 ６５ 项左右 ， 拟资助经费 １３ ０００ 万元 。
申报学部优先领域重点项目 ， 须在申请书项目信息的 “附注说明” 一栏中填写 “学

部优先领域重点项目” ， 申请代码选择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内相关学科申请代码 。

学部优先资助领域

1 多相多组分软物质材料的动态／稳态结构控制与相关基本科学问题

（１） 软物质材料多组分体系的多重相转变

（２） 软物质材料在外场下相分离过程的表征与加工

（３） 多相多组分软物质材料平衡态的结构／性能计算与表征

2 可再生能源及替代能源若干基础问题研究

（１） 生物质能源利用及生物燃料

（２） 太阳能利用中的工程与材料基础问题

（３） 氢制备与氢能利用中的工程与材料基础问题

材料科学一处

1 单晶高温合金凝固特性及缺陷控制基础 （E0109）
2 磁性金属纳米阵列超高密度大面积分立存储介质研究 （E0105）
3 结构金属材料超长疲劳寿命基础 （E0108）
4 各向异性双相复合纳米晶永磁材料 （E0105）
5 金属材料表面工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不含生物医学相关内容 ， E0110）
6 金属材料合金相的早期析出行为研究 （E0107）
7 金属纳米结构用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痕量检测基础 （E0105）
8 多相金属材料中的缺陷行为与结构演化及其交互作用 （E0107）
9 弹性应力条件下结构和性能演化对金属材料服役性能的影响 （E0108）
10 多相复合强化合金界面特征与行为及其对综合性能的影响 （E0102）

材料科学二处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1 透明陶瓷材料制备新技术及其基础问题研究 （E0203）
2 介电／半导体集成薄膜的分子束外延生长与界面控制研究 （E0209／E0204）
3 铪基金属氧化物高 k 栅介质的基础研究 （E0209）
4 功能晶体熔融生长微观机理研究 （E0201）
5 用于全固态照明的新型无机发光材料基础问题研究 （E0207）
6 类钙钛矿功能新材料探索自由选题 （拟在此领域择优资助 3 ～ 4 个重点项目群 ，

E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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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高分子材料学

1 通用和特种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化中的基本科学问题 （E0301／E0302／ E0303／E0315）
2 高分子复合和杂化材料的基本科学问题 （E0307／ E0314）
3 有机高分子功能材料 ： 具有光 、 电 、 磁 、 吸附与分离等功能材料的可控制备和

应用的基础研究 （E0309）
4 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高分子材料的基础研究 （E0310／ E0312）
5 与能源 、 环境 、 资源利用等相关的高分子材料的基础研究 （E0313）

工程科学一处

1 金属矿开采理论 （E0401）
2 矿山高陡边坡稳定性理论 （E0405）
3 油气开发新介质技术基础 （E0403）
4 矿物材料利用基础 （E041105）
5 铁合金冶金理论 （E0414）
6 有色金属成形与加工 （E041604）
7 高纯净材料制备基础 （E041602）
8 电解冶金理论 （E041203）

工程科学二处

1 特种机构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E050101）
2 机械系统损伤动态监测与传感关键技术 （E050302／E051103）
3 电子装备的多场耦合设计理论与方法 （E050601）
4 机械系统集成设计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E050604）
5 机械仿生设计与制造的新原理与新方法 （E050701／E050702）
6 微细切削刀具设计理论与制造技术基础 （E050901）
7 轻质合金结构高能束连接的新原理 、 新工艺与新装备 （E050803）
8 机械系统装配理论与精度保障 （E051002）
9 大型铸／锻件成形工艺与质量控制理论 （E050801／E050802）

工程科学三处

1 二氧化碳减排的关键热物理问题 （E06）
2 工程热物理与其他领域交叉研究 （E0608）
3 多因素耦合作用下微／纳尺度热辐射特性及传输机制研究 （E0603）
4 湍流多相燃烧及其污染物生成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E0604）
5 核能利用中的关键工程热物理问题研究 （E0607）
6 内燃机高效低污染燃烧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 （E0604）
7 复杂热物理量场的测试新方法和技术 （E0606）
8 生物质能利用中的工程热物理问题 （E0607）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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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四处

1 基于信息技术的建筑物理环境研究 （E0803）
2 发达地区乡村建设规划设计理论和方法 （E0802）
3 城市水体环境复合污染效应及其控制 （E0804）
4 湖库型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 （E0804）
5 饮用水优质高效净化工艺原理 （E0804）
6 新型土木工程结构体系及其设计理论 （E0805）
7 土木工程结构全寿命设计理论与方法 （E0805）
8 城市交通系统可靠性研究 （E0807）
9 土木工程震害现象与科学认识 （E0808）

工程科学五处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1 水信息学及关键技术 （E0905）
2 水坝工程中环境生态风险与保护技术 （E0903）
3 “自然社会” 二元水循环耦合规律 （E0901）
4 作物节水调质和高效灌溉 （E0902）
5 深海工程的环境载荷与结构响应 （E0910）
6 来水来沙变异对河口湿地和咸潮入侵的影响和对策 （E0903／E0909）
7 船舶和水下航行器的振动噪声和水下爆炸毁伤 （E0910）
8 气候变化的流域生态水文响应 （E0901）

电气科学与工程

1 电力电子系统关键基础问题 （E0706）
2 特高压放电机理以及电磁效应的基础问题 （E0705／E0709／E0708／E070301）
3 电力系统安全与高效运行的基础问题 （E0704）
4 极端条件下的机电能量转换与存储关键技术 （E0703／E0712）
5 新颖高性能电介质材料与绝缘新技术 （E0702／E0705）
6 电磁生物特性基础研究 （E0711／E0701）
7 电工材料特征参数获取与精细模拟 （E0702）

信息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度信息科学部发布 ４７ 个重点项目申请领域 ， 收到重点项目申请 １３９ 项 ， 共

有 ４５ 个重点项目获得资助 ， 资助经费共 ９ ０００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００ 万元／项 ， 资助

率为 ３２３７ ％ 。
２００９ 年信息科学部发布 ５１ 个申请资助领域 ， 其中学部优先资助重点领域 １ 个 ， 跨科

学部交叉领域 ６ 个 ； 拟资助 ４７ 个领域的重点项目申请 ， 平均资助强度约 ２００ 万元／项 。
·６７·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学部优先资助重点领域

微纳光机电系统项目群

拟资助重点项目 ４ ～ ５ 项 （F０４） 。
随着人们对微型化 、 高性能和低成本的器件及系统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 微纳光机电

系统技术 （MEMS／NEMS）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特别是 MEMS 正在从微米向纳

米 （NEMS） 方向发展 ， 人们有可能获得性能更高 、 成本更低和尺度更小的器件及系

统 。 通过利用一些纳米效应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器件或系统的性能 ， 同时利用微纳光机

电系统技术的特点 ， 有可能满足一些重要的应用需求 。 该项目群重点支持以下方向的

研究 ：
1 硅基纳米结构的机械加载尺度效应与表征方法 （与数理科学部交叉）
2 微纳机电射频高 Q谐振器件

3 基于 MEMS 的微能源技术基础

4 基于 MEMS 的视觉仿生微阵列多通道信号探测技术

科学处资助重点领域

1 空间行波管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研究 （F010701）
2 计算电磁学高稳定度算法研究 （F010602 ， 与数理科学部交叉）
3 基于认知的实时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理论与关键技术 （F010404）
4 空间分布式发射和接收相参非相参处理方法 （F010303）
5 随钻测井宽带信号传输新方法研究 （F010404 ， 与地球科学部交叉）
6 影像资料修复方法与重构技术 （F010403）
7 广域覆盖非对称信息共享网络 （F010201）
8 立体信息的特征感知与显示技术 （F0104）
9 无线频谱环境认知理论与技术 （F010106）
10 面向植物 RNA 结构与进化分析的信息方法研究 （F010805）
11 无线自组织网络安全基础理论研究 （F010103）
12 面向电话语音的鲁棒性声纹识别关键技术研究 （F010204）
13 光正交频分复用传输理论与技术 （F010205）
14 人体运动信息传感与融合 （F0104101）
15 软件老化模式及软件再生方法和机制研究 （F0202）
16 不确定数据管理的理论与关键技术 （F0202）
17 面向知识表示与处理的软件理论与方法研究 （F0202）
18 大规模光场数据的分析与表示 （F0205）
19 移动容迟网络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F0208）
20 时空知识处理的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 （F0205）
21WEB 搜索与挖掘的新理论与方法 （F0205）
22 生物数据分析与挖掘中相关理论与关键技术 （F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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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面向实际书写环境的脱机中文手写识别 （F0205）
24 工程应用中复杂组合问题算法设计与分析 （F0201）
25 三维数据表示理论和关键技术 （F0205）
26 大规模数据存储系统的能耗优化 （F0204）
27 基于数据的三维计算机动画理论与方法 （F0205）
28 规模化蛋白质鉴定中的关键计算问题研究 （F0201）
29 面向大型工程安全预测与评估的信息融合方法 （F0303）
30 涡扇发动机颤振的多模态辨识与控制 （F0301）
31 电子系统可测试性的理论与方法 （F0303）
32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工业无线网络设计理论与优化方法 （F0302）
33 网络多媒体信息的语义分析及内容监控 （F0304）
34 生物分子网络的系统建模与调控机理研究 （F0302）
35 含风电场电网的协同建模与平稳控制 （F0301）
36 供应链系统的复杂性分析及管理控制 （F0302）
37 生物质和煤粉混烧过程的检测与优化控制 （F0301）
38 基于远程通讯和传感器网络的多自主体协调控制 （F0301）
39 约束预测控制的理论与高效算法 （F0301）
40 知识与数据驱动的制造过程优化方法与应用 （F0302）
41 面向任务的快速机器视觉与伺服控制 （F0306）
42 高 Al 组分 AlGaN 宽禁带半导体量子结构及其光探测器件研究 （F040303 ， 与数

理科学部交叉）
43 纳米 CMOS器件的可靠性表征技术 、 失效机理及预测模型研究 （F040502）
44 有机白光照明器件及其关键物理问题研究 （F050204 ， 与数理科学部交叉）
45 光纤地震波监测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F050304）
46 纳米材料掺杂功能光纤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F050305）
47 新型掺镱超快激光材料的制备 、 表征与应用研究 （F050901）
48 人体血糖光学无创伤检测原理与方法 （F051206）
49 超大数值孔径光刻成像与图形保真技术研究 （F050804）
以实现超大数值孔径 （NA ＞ １） 光刻成像与图形保真技术为目标 ， 研究光刻系统

中光的传播规律及成像性能 ， 探索影响光刻成像质量的因素及控制方法 ， 实现 ４５ ～
３２nm 半导体制造要求的高保真光刻成像模拟技术 ， 建立高分辨光刻成像与像质控制研

究的实验系统 。
50 光在金属／介质界面的传输特性及其在信息 、 能源中的应用 （F050802 ， 与数理

科学部交叉）
研究光频电磁波在金属／介质界面的传输特性 ； 探索金属／介质纳微结构的有序性 、

周期大小 、 方向性等对表面等离激元激发模式 、 传输规律和局域耦合效应的调控 ； 利用

金属／介质纳微结构的导入 ， 实现信息 、 能源领域中关键器件 （如光电显示 、 光伏器件

等） 性能的提升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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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部

２００９ 年度管理科学部提出 １５ 个重点项目研究领域 ， 其中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
工商管理学科 、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各 ５ 个研究领域 ， 每个学科拟资助项目不超过 ５
项 ， 学部拟资助重点项目总共不超过 １５ 项 。 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将提高到 １２０ 万元

左右 ， 研究年限为 ４ 年 。
重点项目应针对能推动学科发展 、 有可能取得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有创新性成果的

前沿科学问题 ； 应切实围绕经济建设 、 社会发展 、 改革开放和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所急

需解决且有可能解决的一些重大管理问题的理论与应用研究问题 ； 应立足探索有中国特

色的管理理论与规律的科学问题 ； 在基础好并有望获得理论与应用突破的研究领域深入

开展研究 。
重点项目领域是对主要研究内容与范围的概括 ， 以及对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 。 申请

者应在相关研究领域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 下面涉及的研究内容不要求面面俱到 ， 要求申

请人应充分发挥本人的学术优势 ， 深化申请的学术思想 ， 明确研究目标 ， 突出研究重

点 ， 能够抓准并切实解决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关键科学问题 ， 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 同时要

充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 力求从我国国情出发 ， 从重要的实际管理问题中凝练出新颖的

科学问题 ， 展开深入研究 ， 以提供指导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新途径 ； 强调以科学方法论

为指导 ， 注重科学方法的使用 ， 强调以实际数据／案例作为研究的信息基础 ， 切忌主观

臆断 。
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部分总述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也是对重点项目的要求 ， 提醒申请

者认真阅读 。

管理科学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1 网络拍卖的理论 、 模型与实现方法 （G0111）
研究网上拍卖的一般理论 ， 网上拍卖的策略模型 ， 网上拍卖的 优机制设计 ， 网上

拍卖的影响因素及参与者行为研究 ， 网上拍卖的效用评价及风险度量研究 ， 组合拍卖 、
多属性拍卖的拍卖策略与机制设计模型 ， 网上拍卖的实验研究 ， 网上拍卖代理商决策问

题研究 ， 网上拍卖的实现技术 。
2 服务业中的收益管理研究 （G0103）
针对服务业中当前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竞争环境和运作模式 ， 研究收益管理的新

理论 、 新方法和新技术 ， 包括资源竞争条件下的服务链管理模型与算法 ， 资源的竞标 、
拍卖与期权模型与算法 ，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收益管理模型与算法 ， 收益管理的综合集成

决策理论 、 方法和技术 ， 适合中国国情的收益管理理论 、 方法和技术 ， 收益管理在特定

服务行业的应用等 。
3 面板数据建模的理论与方法 （G0113）
研究平稳面板数据建模 、 非平稳面板数据建模 、 动态面板数据建模的理论与方法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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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面板数据离散与受限因变量模型 、 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 非平稳面板数据的

检验方法 、 非平稳面板数据协整理论 、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理论等 ； 探索如何运用我国

面板数据进行宏观与微观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 ， 比如中国分区域 GDP 与生产性指标发

展特征研究 ， 中国分区域生活水平收敛性研究等 。
4 面向复杂产品的质量控制理论与方法 （G0110）
研究基于质量波动等理论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的理论 、 方法和实现技术 。 主要内容

包括 ： 复杂产品关键质量特性的识别和确定方法 ； 建立基于工程过程控制 （EPC） 和统

计过程控制 （SPC） 集成的质量控制模型 ； 在线质量诊断与预测方法 ； 基于满意质量控

制理论的方法等 。
5 数字化工业系统中人因可靠性理论与方法研究 （G0110／G0111）
研究数字化系统中人因可靠性基础理论 ， 主要包括系统数字化后所引起的人机交互

行为变化的内部机制和影响模式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 ， 数字化复杂工业系统中人因

的特征和人的行为可靠性规律 。 针对数字化系统的特征和其人员认知行为的变化及基础

数据的可用性 ， 探索数字化系统中人因可靠性分析方法 。

管理科学二处

工商管理学科

1 中国企业领导行为研究 （G020501）
本研究要求以中国企业的 CEO 为研究对象 （包括成功和失败企业的 CEO） ， 通过

理论研究和规范研究 、 访谈 、 观察 、 实验等方法 ， 研究中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企业

领导的行为模式 、 领导方式 、 决策机制与模式和领导力对企业创新能力 、 战略决策以及

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影响 ， 探索中国特色的领导理论 ， 通过比较研究 （可选择跨国公司或

国际企业的 CEO 为比较对象） 与理论创新 ， 丰富组织和领导学理论 ， 总结中国特色管

理形成的制度背景和阶段性 。
2 行为金融前沿问题研究 （G0206）
本研究要求围绕行为金融的 新前沿科学问题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展开研

究 ， 力争为行为金融的 新理论做出贡献 。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学习效应对理性和非理

性行为的作用机理以及非理性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机理 ； 投资者的行为偏差与其财富状

况相关性 ； 中国股市投资者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市场估值的影响 ； 家庭财务决策的长

期性与复杂性和家庭财务行为规律 ； 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非完全理性状态与公司投融资行

为 ； 投资者和管理者非完全理性状态下的公司治理特征与治理效率等理论问题 。
3 面向服务型制造的运作管理研究 （G0209／G0214）
本研究要求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生产运作管理的新问题以及以消费者参与和体验为特

征的新型制造业的服务内涵 、 服务增值 、 服务特征的认知与管理等方面开展理论创新研

究 。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服务型制造的价值形成内涵与价值形成机理 ； 顾客参与和体验

对传统制造系统的影响与服务／制造混合系统的运行规律 ； Online 计划模式与动态调整

和序贯决策模式及行为特征 ； 参与 、 体验和服务在供应链上的传递机制 ； 服务／制造混

合型供应链中的 “服务流” 的定量评价与优化方法 ； 考虑顾客参与和体验下的供应链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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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优化策略等 。
4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 （G021001）
本研究要求结合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实践 ， 探索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 、 产业升级与

演化的条件下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 揭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本质特

征 ， 为提升中国企业竞争与发展能力做出理论贡献和实际指导 。 主要内容包括 ： 全球生

产网络与创新网络下的中国企业创新模式选择 ，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方

式 ；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素 、 内涵与特征 ； 引进创新跟踪创新自主创新的演化机理与

环境约束 ； 不同创新阶段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 ； 面向自主创新的研发组织模式 ； 中

外企业技术联盟的研究 ； 中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与创新能力提升等 。
5 企业供应链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 （G0212）
本研究要求围绕全球化资源配置与新兴电子商务等新环境与新条件带来的企业供应

链风险与管理的新问题展开研究 ， 以丰富企业供应链管理理论 。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全

球化及新兴电子商务环境下 ， 面向风险管理的企业供应链结构 （包括渠道 、 布局 、 资源

配置等） 优化设计 ， 优化风险配置的企业供应链协调策略 ， 有效的风险共享和对冲

（hedging） 的运作策略研究 ， 以及考虑信息不对称／决策者风险态度的供应链风险管理

与协调策略等 。

管理科学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1 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 、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实现机制研究 （G0311）
研究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化 、 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 对劳动力的

就业保障 、 社会保障 、 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改革与实现机制问题进行研究 。 主要研究

内容涉及 ： 城市化 、 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非农产业就业机制研究 ； 外出

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实现机制研究 ； 中国基于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

异的现状及改革方案设计 ； 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
2 我国金融安全综合管理研究 （G0303）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 、 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 针对我

国金融系统的具体情况 ， 研究事关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局性金融安全问题 。 研

究对象涉及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 金融市场 、 金融机构等不同的金融层次 ， 主要研

究内容涉及 ： 各个层次金融安全的特征分析方法以及相应的安全区间 、 风险区间 、 危机

区间的界定理论和技术 ； 各个层次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途径的分析技术 ； 国际

金融不稳定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作用和传导机理 ； 外生金融不稳定与内生金融不稳定的关

系 ； 金融衍生产品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机制 ； 金融资本流动 “突然停止” （ sudden stop）
现象的理论建模及后果分析 ；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原型的建设以及相关金融安全政策

研究 。
3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与政策研究 （G0307）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 ：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演进机理与模式研究 、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

化生态系统研究 、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知识流动机制研究 、 国家创新体系科技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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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化战略研究 、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评估系统研究 。
4 气候变化适应性及管理研究 （G0312）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 ：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地区／领域和脆弱人群研究 ； 气候变

化适应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 我国现有的气候变化适应性对策及管理的现状和

特点 ； 气候变化适应性管理的新模式 ；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以及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

对策研究 。
5 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土空间功能分异研究 （G0313）
研究通过科学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优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政策 ， 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 ： 新时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的要求 ； 新发展阶段我

国区域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 ； 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功能分异的内在联系 ； 从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发讨论国土空间功能分异的驱动因素 ； 城市化发展与国土空间功能

分异的关系 ； 要素流动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影响 ； 我国国土空间功能分异的指导原则 、 判

据和框架 ； 促进空间功能分异合理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等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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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项 目
重大项目的定位是面向国家经济建设 、 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重

大需求 ， 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科学问题 ， 汇集创新力量 ， 开展多学科综

合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 ， 充分发挥导向和带动作用 ， 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研

究源头创新能力 。
重大项目采取统一规划 、 分批立项的方式 ，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

发展领域 ， 在深入研讨和广泛征求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重大项目立项领

域 。 侧重支持在科学基金长期资助基础上产生的 “生长点” ， 期望通过较高

强度的支持 ， 在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
“十一五” 期间重大项目只接受整体申请 ， 要分别撰写项目申请书和课

题申请书 ， 不接受针对 枟指南枠 某一部分研究内容或一个课题的申请 。 项目

整体申请课题设置不超过 ５ 个 ， 每个课题一般由 １ 个单位承担 ， 多不超过

２ 个 ， 项目承担单位数合计原则上不超过 ５ 个 ； 项目的主持人必须是其中 １
个课题的负责人 。

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项目 ， 亚类说明选择 “项目申请书” 或 “课
题申请书” ， 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重大项目立项领域 ， 申请书正文按重大项

目正文撰写提纲撰写 。
２００９ 年度再次公布 “十一五” 期间 ３ 个重大项目指南 ， 申请人应注意

按照指南的要求 ， 凝练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关键科学问题 ； 科学目标明

确 、 集中 ， 学科交叉性强 ； 国内具备较好的研究工作积累和研究条件 ， 研究

队伍具有一定规模 ， 有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 。 资助强度为

１ ０００万元／项 ， 研究期限为 ４ 年 。

·３８·



信息处理中的关键数学问题

２１ 世纪数学发展倾向于各分支领域之间相互交叉 、 渗透和融合 ， 并出现了许多跨

学科的新的研究分支或研究领域 。 数学上的许多重大突破都反映出多学科领域中方法的

综合与交叉 ， 特别是数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有着传统的优势 。 本项目针对通讯系统信息

处理中所需要的数学基础问题 ， 以新一代通讯系统信息处理中关键要点的需求为切入

点 ， 开展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 发展新一代信息处理中的理论和方法 ， 促进相关领域的交

叉与融合 。

一 、 科学目标

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导向和带动作用 ， 从数学和信息科学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中 ， 针

对网络系统的各种安全性要求 、 复迭代系统与计算复杂性和图像处理与重建中的数学问

题 ， 发展新方法与新技巧 。 通过解决信息科学提出的新的数学问题 ， 在促进信息处理基

本理论方法发展的基础上 ， 促进数学相关领域的交叉与融合 。

二 、 研究内容

1 网络系统中的多方安全计算与优化设计

代数编码及译码的理论和算法 ， 私钥和公钥体制的密钥抗攻击性能与多方安全计

算 ； 群与表示在网络设计优化中的应用 。
2 信息传输中的迭代与 Frame 方法

函数迭代系统与计算复杂性 ； 有限自动机及其在信息传输中的应用 ； 调和分析理论

及其在数据压缩 、 信号增强 、 去噪声等方面的应用 。
3 图像处理与重建中的几何分析

几何流和辛几何及其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 基于偏微分方程的层析成像技术 。

三 、 申请注意事项

项目申请要体现学科的交叉特征 ， 要注意各主要科学问题中的交叉与融合 。 为了便

于评审 ， 申请代码 １ 须选择相应的数学领域申请代码 ， 申请代码 ２ 选择相关交叉领域的

代码 。
申请书的 “资助类别” 选择 “重大项目” ， “亚类说明” 选择 “项目申请书” 或 “课

题申请书” ， “附注说明” 选择 “信息处理中的关键数学问题” 。
“项目申请书” 中的 “主要参与者” 只填写各课题 “申请人” 相关信息 ； “签字和盖

章页” 中 “项目依托单位公章” 盖 “项目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课题依托单位

公章” 盖 “课题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课题申请书” 的 “主要参与者” 包括课题所有主要成员相关信息 ； “签字和盖章

页” 中 “课题依托单位公章” 盖 “课题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合作单位公章”
盖合作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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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书” 和 “课题申请书” 应通过各自的依托单位提交 。
本项目由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提出 ， 由数理科学部负责组织评审 。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研究

半导体材料作为信息科学技术物质基础的主体 ， 半个多世纪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推动着信息光电技术向可再生 、 超快响应 、 超高容量和

高集成度方向发展 ； 近年来随着能源危机的凸显和环保意识的普及 ， 对发展高效光电 、
电光转换半导体材料的需求日益迫切 ， 对半导体材料及相关器件的制造过程提出了简化

工艺 、 降低能耗等方面的要求 。 但现有半导体材料已难以胜任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起

来的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通过结构复合 、 功能复合而兼具了有机材料的设计多样

性 、 柔性 、 易加工性和无机材料的高载流子迁移率 、 高稳定性的优点 ， 并往往产生协同

优化效应 ， 是一类含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有机和无机组分并具有半导体性质的新型复合功

能材料 ， 成为信息和能源未来发展的关键材料之一 。 而由复合带来的新现象 、 新结构 、
新效应等一系列新的科学问题亟待解决 ， 以推动材料科学自身的发展 。 有机／无机复合

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具有大跨度的多学科交叉特点 ， 是材料科学中 活跃 、 具创新潜力

和发展空间的研究方向之一 ， 有很强的前瞻性 ， 属于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枠 和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一五” 发展规划枠 中优先发展的信

息 、 能源和新材料领域 。

一 、 科学目标

在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复合原理 、 复合界面结构与特性 、 光电转换过程 、
载流子在有机／无机复合材料中的传输机理和结构稳定化等相关理论问题上有重要创新 ，
注重有机／无机复合而产生的新现象 、 新结构 、 新效应的发现 ； 在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

材料的高载流子迁移率的实现途径与低成本可控制备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 注重新

原理 、 新功能 、 新机制的探索 ； 在具有重大应用背景的薄膜晶体管 、 非染料敏化型薄膜

太阳能电池等方面获得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 。

二 、 研究内容

1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设计与结构可控的简易制备加工

研究设计 、 制备过程中材料微结构的调控 ， 鼓励引入创新性的复合手段及简易制备

与加工方法 。
2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表面与界面性质研究

结合理论计算模拟 ， 研究复合体系表面与界面结构与特性 、 光电转换过程 ， 以及载

流子在不同界面 、 界面过渡层及体相中的注入 、 输运规律等 。
3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结构稳定性研究

研究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在光 、 热等外场作用下结构的演化与控制以及稳定

化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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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载流子迁移率的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研究

研究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结构与载流子长程输运性能的关系以及高载流子迁

移率的实现途径 。 注重新原理 、 新功能 、 新机制的探索 。
5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器件的设计与制备

研究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薄膜的形态结构和器件性能之间的关系 、 探明其工

作原理以及器件设计与制造的主要工艺 。 鼓励研究材料与器件一体化的设计与制造 。

三 、 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 “重大项目” ， 亚类说明选择 “项目申请书” 或 “课题申请

书” ， 附注说明选择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研究” 。
“项目申请书” 中的 “主要参与者” 只填写各课题 “申请人” 相关信息 ； “签字和盖

章页” 中 “项目依托单位公章” 盖 “项目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课题依托单位

公章” 盖 “课题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课题申请书” 的 “主要参与者” 包括课题所有主要成员相关信息 ； “签字和盖章

页” 中 “课题依托单位公章” 盖 “课题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合作单位公章”
盖合作单位公章 。

“项目申请书” 和 “课题申请书” 应通过各自的依托单位提交 。
本项目由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化学科学部 、 信息科学部和数理科学部联合提出 ， 由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负责组织评审 。

辐射探测技术中的量子效应及机理研究

针对新一代焦平面探测技术发展的需求 ， 集中我国在量子材料 、 量子器件 、 红外探测

等领域研究优势 ， 探索解决新一代辐射探测技术材料制备和器件性能的核心基础科学问

题 ， 并为我国培养一支既掌握学科前沿知识又面向国家重大前瞻性技术的研究团队 ， 为我

国辐射探测技术水平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坚实基础 。 新一代焦平面探测技术的特点 ：
① 辐射探测材料和器件必须具备多波段 （多色） 探测能力 ； ② 更远的探测距离 、 更高的空间

分辨率 ； ③ 低成本 、 微型化 、 高可靠性的集成式探测 ； ④ 多色辐射探测器信号即时处理 。

一 、 科学目标

力争在辐射探测材料的光电转换机理 、 器件的光电耦合效率机理 、 光生载流子输运过

程的控制机理和光电信号的放大机理等科学问题上有重要创新 ； 在窄禁带的体材料和宽禁

带的体材料和器件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 在几种辐射探测新材料的制备和探测器件新

效应的应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 获得 １ ～ ２ 项高灵敏度探测技术的应用演示探索成果 。

二 、 研究内容

1 大失配异质界面外延生长的量子特征机理研究

硅基异质外延制备红外多色碲镉汞材料 、 硅基碲镉汞外延层闪锌矿结构相转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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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碲镉汞多色红外探测器件光生载流子输运模型的研究等 。 鼓励引入创新性的方法实

现大面积硅基碲镉汞红外探测材料的制备 。
2 量子级联红外辐射探测机理 、 量子放大新型复合结构探测功能与机理研究

生长出光伏型量子级联红外探测材料 ， 揭示没有暗电流噪声的机理 ， 制备光伏型量

子级联红外探测器件 ； 制备 GaAsInA s 基隧穿二极管与量子点的耦合量子结构 （RTD
QD） ， 实现具有量子放大效应的红外波段原理性探测器件 。 鼓励探索其他材料复合结构

并实现量子放大的原理性探测器件 。
3 紫外红外双色探测材料 、 器件新原理与等离子体激元子带跃迁光电耦合效应的

研究

将 Alx Ga１  x N 太阳光盲波段与 GaN／AlGaN 量子阱子带跃迁红外波段集成 ， 给出降

低 Alx Ga１  x N 中缺陷密度的方法 ， 建立集成芯片制备技术 ， 优化紫外红外双色探测性

能 ； 利用金属表面等离子体激元 ， 研究不同波段光强的增强效应 ， 形成几种优化辐射探

测原型器件的新方案 。
4 红外单光子探测新方法与应用研究

实现单光子探测水平的高灵敏度遥感量子器件 。 发展多通道单光子频率转换中背景

噪声抑制的新技术方法 ， 用新概念实现多纵模激光泵浦量子通道的选择 ， 稳定单光子频

率上的转换并拓展其频谱范围 。

三 、 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书的 “资助类别” 选择 “重大项目” ， “亚类说明” 选择 “项目申请书” 或 “课
题申请书” ， “附注说明” 选择 “辐射探测技术中的量子效应及机理研究” 。

“项目申请书” 中的 “主要参与者” 只填写各课题 “申请人” 相关信息 ； “签字和盖

章页” 中 “项目依托单位公章” 盖 “项目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课题依托单位

公章” 盖 “课题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课题申请书” 的 “主要参与者” 包括课题所有主要成员相关信息 ； “签字和盖章

页” 中 “课题依托单位公章” 盖 “课题申请人” 所属依托单位公章 ， “合作单位公章”
盖合作单位公章 。

“项目申请书” 和 “课题申请书” 应通过各自的依托单位提交 。
本项目由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提出 ， 由数理科学部负责组织评审 。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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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重大研究计划遵循 “有限目标 、 稳定支持 、 集成升华 、 跨越发展” 的总

体思路 ， 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前瞻性的重大科学前沿两种类型的核心基

础科学问题 ， 结合我国具有基础和优势的领域进行重点部署 ， 凝聚优势力

量 ， 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群 ， 并加强关键科学问题的深入研

究和集成 ， 以实现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的跨越发展 。
重大研究计划实行决策 、 执行与评估相对分离 ， 专家学术指导与项目资

助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 强调顶层设计的目标导向与科学家自由探索相结

合 ， 遴选新项目与整合集成在研项目相结合 ， 并注意与国家其他重大科技计

划的协调与衔接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应体现学科交叉研究特征 ， 强调对解决重大研究

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及实现总体目标的贡献 。 重大研究计划分为 “培育项目” 、
“重点支持项目” 和 “集成项目” 三类 。 “培育项目” 研究期限为 ３ 年 ， “重
点支持项目” 和 “集成项目” 的研究期限为 ４ 年 ， 申请书正文按重大研究计

划撰写提纲撰写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资助强度不低于 ５０ 万元／项 。 申请经费额度低于 ５０

万元／项的项目 ， 应根据实际研究经费需要申请面上或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 。

·８８·



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近空间飞行器的发展涉及国家安全与和平利用空间 ， 是目前国际竞相争夺空间技术

的焦点之一 ， 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 本重大研究计划围绕近空间飞行器研究中的重要科学

问题 ， 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 ， 增强我国近空间飞行器研究的源头创新能力 ， 为我国未来

近空间飞行器的发展奠定技术创新的基础 。

一 、 科学目标

以近空间高超声速远程机动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为核心 ， 以跨学科的创

新理论和源头创新方法为手段 ， 以期在近空间飞行环境下的空气动力学 、 先进推进的理

论和方法 、 超轻质材料／结构 、 热环境预测与热防护 、 高超声速飞行器智能自主控制理

论和方法等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
（１） 在前沿领域研究方面 ， 形成近空间飞行器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的创新理论与方

法 ， 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为国家相关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基础源泉 ；
（２） 在技术方法的源头创新上有所突破 ， 提升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 支

撑相关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
（３） 在该领域聚集和培养一支站在国际前沿 、 具有理论和源头技术创新能力的优秀

研究人才队伍 ， 促进该领域若干个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平台的形成 ， 支撑我国近空间飞行

器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

本重大研究计划以 ３０ ～ ７０ 公里中层近空间的高超声速远程机动飞行器涉及的科学

问题为研究重点 ， 在以下几个方面期望获得突破 ：
（１） 飞行器的气动力和离心力相结合的飞行原理与方法 ；
（２） 长时间近空间飞行热环境以及非烧蚀防热原理与方法 ；
（３） 与超声速燃烧等相关的推进机理与方法 ；
（４） 高温 、 非平衡 、 黏性干扰 、 稀薄气体效应和湍流效应相互耦合作用的机理与预

测方法 ；
（５） 近空间飞行环境的实验及数值模拟理论和方法 ， 计算流体动力学与计算结构动

力学耦合的理论与方法 ；
（６） 超轻质多功能新材料 、 新构型和材料／结构一体化优化设计方法 ；
（７） 材料热／力耦合响应机理及热防护结构设计原理与方法 ；
（８） 智能自主控制理论和可变体飞行原理与飞行控制方法 。

二 、 2009 年度重点资助的领域与方向

1 近空间飞行环境下的空气动力学

（１） 高超声速飞行基本问题与多学科优化

近空间高速飞行高温 、 非平衡 、 黏性干扰 、 稀薄气体效应和湍流效应耦合作用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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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特性预测方法 ， 气动力 、 气动热 、 推进和电磁特性等多学科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 。
（２） 热环境预测与热防护

长时间近空间飞行热环境预测以及新型非烧蚀防热 、 隔热原理与方法 。
（３） 高超声速飞行器机动飞行

宽范围 Ma 数条件下的机动飞行原理与方法 、 再入气动物理等问题研究 。
2 先进的推进理论和方法

（１） 超声速燃烧机理

超声速燃烧理论与方法 、 超声速流动与燃烧的相互作用 、 高效进排气与一体化 、 燃

烧室热防护与热环境下流固耦合问题 。
（２） 地面实验模拟和流场诊断

超声速燃烧过程的诊断方法 ， 燃烧性能评价理论与方法 。
（３） 新的推进原理和方法

新型推进原理以及新概念推进理论与方法 。
3 轻质 、 耐高温材料／结构与热响应预测及热防护

（１） 轻质新材料 、 新构型和材料／结构一体化优化设计

围绕轻质 、 防隔热材料／结构开展 ： 多学科优化设计理论和方法 ， 结构／功能一体化

的设计方法 ， 新材料制备和表征方法 。
（２） 超高温非烧蚀防热材料

超高温长时间环境下非烧蚀材料的抗氧化 、 耐烧蚀 、 强韧化原理和设计方法 ， 探索

新型非烧蚀超高温材料体系与制备方法 ， 揭示服役环境下非烧蚀超高温材料响应机理 。
（３） 热防护结构

新型主／被动结合的防／隔热原理和机制 ， 计算流体动力学与计算结构动力学相耦合

的热环境／结构分析与设计方法 ， 材料高温力学及结构热响应的试验方法 。
4 高超声速飞行器智能自主控制理论和方法

（１）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稳定性与机动性协调飞行控制

面向控制的飞行器动力学建模与验证方法 ， 推进／姿态／气动力／气动热协调控制 ，
参数与状态耦合的不确定非线性智能自适应控制 ， 混合异类多操纵方式复合控制 ， 余度

容错高可靠控制 ， 高动态载体运动信息自主获取方法 。
（２）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结构控制

飞行器结构动力学建模与仿真 ， 飞行器运动稳定性和复杂运动分析 ， 结构振动分析

与控制 ， 伺服气动弹性 、 颤振控制 ， 高温结构动力学分析与控制 。
（３） 可变体飞行气动原理与控制方法

可变体飞行器气动原理和气动性能预测 ， 可变体飞行器结构的力学建模与控制 。
2009 年度拟在以下研究方向资助 “重点支持项目” ：
1 黏性干扰 、 稀薄气体效应 、 非平衡效应的流动耦合

2 长时间近空间飞行热环境预测

3 超声速燃烧与流动的相互作用

4 超声速燃烧过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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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烧蚀材料体系及其对服役环境的响应

6 新型主／被动结合的防／隔热原理

7 飞行器动力学建模

8 飞行器智能自适应控制

“重点支持项目” 的申请应紧密围绕近空间高超声速远程机动飞行器的主题 ， 针对

以上研究方向自主选题 。 鼓励四个方面核心科学问题间的学科交叉 ， 注重实验研究 ， 力

争在相关科学问题的基础理论 、 原理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 课题组中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

人员应不少于 ５ 名 。

三 、 2009 年度拟资助经费和项目

本重大研究计划拟分 ５ 个年度受理申请项目 ， 主要以 “培育项目” 和 “重点支持项

目” 的形式予以资助 。 对具有比较好的创新性研究思路或比较好的苗头 ， 但尚需一段时

间探索研究的申请项目将以 “培育项目” 方式予以资助 ， 资助强度每项不低于 ５０ 万元 ，
实验类研究项目的资助强度每项可达 ８０ 万元左右 ； 对具有较好研究基础和积累 ， 有明

确的重要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 ， 同时体现学科交叉特征的申请项目将以

“重点支持项目” 的方式予以资助 ， 资助强度每项 ３００ 万元左右 。
２００９ 年度同时受理 “培育项目” 和 “重点支持项目” 的申请 ， 经费总额约 ４ ０００ 万

元 ， 拟资助 “培育项目” ２０ 项左右 、 “重点支持项目” ８ 项左右 。 “培育项目” 执行期为

３ 年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重点支持项目” 执行期为 ４ 年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四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者在填报申请书前 ， 要认真阅读 枟指南枠 。 必须在该重大研究计划的核心

科学问题内进行选题 ， 同时要体现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征以及对解决核心科学问题和实现

计划总体目标的贡献 。 不符合 枟指南枠 的申请将不予受理 。 为避免重复资助 ， 项目申请

应注意与重大科技专项 、 “８６３” 和 “９７３” 等国家相关科技计划的区别 、 关联与侧重 。
（２） 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 ， 促进多学科交叉与集成 ， 本重大研究计划每年将举办

一次资助项目的年度学术交流会 ， 并不定期地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 。 获资助项目

负责人有义务参加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和管理工作组所组织的上述学术交流活动 。
（３） 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请选择 “重大研究计划” ， 亚类说明选择 “培育项目” 或

“重点支持项目” ， 附注说明均选择 “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 申请代码可

根据实际研究内容由申请者自行选择并填写 。
（４） 申请书由数理科学部负责受理 。

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过程研究

本重大研究计划以细胞信号转导过程为对象 ， 以小分子探针为主要工具 ， 以化学和生

物医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展开研究 ， 着重揭示信号转导中重要分子事件的过程和机理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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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大研究计划自实施以来已受理申请共 ３９８ 项 ， 其中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４２ 项 （有 ５ 项

超项 、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４ 项 、 “培育项目” ２０８ 项） ，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５６ 项 （有 １ 项超项 、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３ 项 、 “培育项目” １３３ 项） 。 ２００７ 年度实际资助 “重点支持项目” ４
项 、 “培育项目” ４３ 项 ， ２００８ 年度实际资助 “重点支持项目” ６ 项 、 “培育项目” ３２ 项 。

在以往申请项目中 ， 有部分项目的申请内容与申请指南不符 ， 如 ： 没有将化学小分

子探针与信号转导过程研究紧密结合 ， 缺乏交叉研究的特征 ， 也没有体现所申请的研究

内容 ， 对解决申请指南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实现本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目标 ， 会产生什么

贡献 ， 等等 。

一 、 科学目标

充分发挥化学 、 生物医学及其他学科的交叉优势 ， 突破传统思路 ， 以化学小分子为

探针 ， 结合发展新的方法和技术 ， 对生命体系信号转导过程中的重要分子事件展开化学

生物学研究 ， 揭示信号转导的调控规律 ， 为重大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 探索新的思路和新

的策略 ； 同时 ， 促进化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交叉 ， 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化学生物学研究

人才和研究团队 。

二 、 2009 年重点资助的领域和方向

1 用于信号转导研究的化学小分子探针构建

围绕信号转导过程的调控机制及其相应的细胞生理功能的研究需求 ， 充分发挥化学

科学的创造力 ， 发展和获取活性小分子作为信号转导研究的化学小分子探针 ， 探索其在

信号转导过程研究中的生物学意义 。 针对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对信号转导过程有调控作用

的化学探针 ， 进行结构优化 ， 为发现药物先导结构打下基础 。 研究重点如下 ：
（１） 针对信号转导过程中重要的膜蛋白 、 激酶以及相关生物大分子 ， 设计 、 发现和

获取小分子探针 。
（２） 针对在细胞凋亡 、 分化 、 增殖和迁移等过程中涉及的信号转导分子或通路 ， 设

计 、 发现并获取具有选择性作用的化学小分子探针 。
（３） 从对信号转导途径具有调控作用的小分子出发 ， 研究发现新的小分子探针或发

现新的信号转导途径 。
2 针对信号转导过程研究的分析新方法与新技术

高效 、 准确地获取生物体系分子间相互作用的信息 ， 是阐明细胞信号转导机制的关

键和基础 。 细胞信号转导过程涉及许多分子间相互作用 ， 包括生物大分子之间 （如蛋白

质蛋白质 、 蛋白质核酸等） 、 生物大分子与小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 本计划将针对

此类复杂的相互作用体系 ， 发展信号转导过程的信息获取新方法新技术 。
（１） 针对明确的信号转导事件或过程 ， 发展高选择性 、 高灵敏度 、 多参数的分析新

方法与新技术 ， 特别是细胞 、 亚细胞水平上的原位 、 实时 、 动态的标记和活性示踪新方

法与新技术 。
（２） 依托国家大科学平台 ， 发展时空和能量高分辨的检测方法和研究化学小分子

与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分析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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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整合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研究信号转导过程的结果 ， 发展相应的理论预测和剖

析方法 ， 模拟生物体内相互作用信号转导途径与调控网络 。
3 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机制研究

充分发挥小分子化学探针研究信号转导的优势 ， 如可控 、 可逆 、 作用快 、 可实时监

测等 ， 探索和阐述信号转导途径的分子事件与规律 ， 以及在病理状态下的变化规律 ， 为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研究探索新的思路 。 重点研究内容如下 ：
（１） 利用化学小分子探针 ， 研究重要信号途径中各个重要环节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

作用 ， 发现和鉴定信号转导网络的新组分 ， 揭示信号转导通路和网络结构 ， 研究其生理

功能和病理效应 。
（２） 利用化学小分子探针 ， 研究在细胞增殖 、 分化 、 凋亡和迁移等各种细胞活动中

涉及的信号转导途径的作用机制 ； 获得对疾病相关信号分子有特异性调控作用的化学小

分子探针 。
（３） 利用化学小分子探针 ， 研究胞吞和胞吐活动调控细胞信号转导的作用机制 。

三 、 2009 年拟资助经费和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计划资助总额为 ２ ０００ 万元 ； 拟资助 “培育项目” 约 ２０ 项 ， 项目执行期

为 ３ 年 ； “重点支持项目” ４ 项 ， 项目执行期为 ４ 年 。

四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 ， 应认真阅读 枟指南枠 。 申请书应论述与 枟指南枠 接

近的科学问题 ， 要体现交叉研究的特征 ， 要明确阐述申请内容对本重大研究计划拟解决

的核心科学问题和拟实现的项目总体目标的贡献 。 凡未将化学小分子探针与信号转导机

制研究有机结合的项目 ， 将不予资助 。
（２） 本指南所指的化学小分子探针应具有显著的信号调控作用 ， 可包括 ： 新天然产

物和新内源性物质 ， 具有新的信号转导调控功能的已知天然产物和内源性物质 ， 或已知

天然产物和内源性物质的类似物或模拟物等 。
（３） 本指南所指的信号转导过程是指细胞通过位于细胞膜或胞内的受体接受胞外刺

激 ， 经受体后的信号转导系统转换而影响其生物学功能 。 不同的信号转导通路之间相互

联系和作用 ， 形成复杂的网络 ， 决定着复杂生命过程中的细胞命运 。
（４） 本重大研究计划主要以 “培育项目” （资助强度每项不低于 ５０ 万元） 和 “重点

支持项目” （资助强度每项约为 ２５０ 万元） 的形式予以资助 。 对有比较好的创新性研究

思路或比较好的苗头但尚需一段时间探索研究的申请项目将以 “培育项目” 方式予以资

助 ； 对有较好研究基础和积累 ， 有明确的重要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的申请

项目将以 “重点支持项目” 的方式予以资助 ， 其项目申请书中必须体现化学等相关学科

与生物学研究队伍的结合 ， 申请时附上与拟申请项目研究内容有关的前期研究结果 。 本

重大研究计划将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 鼓励国内在相关领域有合作基础的优秀专家与国

外专家 （包括海外华人专家） 在计划项目的框架内开展符合本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目标和

申请指南的合作研究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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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 “重大研究计划” ， 亚类说明选择 “培育项目” 或

“重点支持项目” ， 附注说明均须选择 “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过程研究” 。 申

请代码根据实际研究内容选择相应的科学部代码 。
（６） 申请书由化学科学部负责受理 。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遵循 “有限目标 、 稳定支持 ， 集成升华 、 跨越发展” 的总

体思路 ， 围绕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和科学前沿中的重大战略领域或方向设置重大研究计

划 ， 旨在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 积极促进学科交叉 ， 培养创新人才 ， 实现若干重点领域

和重要方向的跨越发展 。 现公布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 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０９ 年度

项目指南 ， 欢迎具有良好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的科技工作者通过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 进

行创新性研究 。 本重大研究计划的宗旨在于 ， 通过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的研究 ， 深

入认识激素调控植物生长 、 发育和衰老及其对环境适应的机制 ， 认识激素调控植物重要

器官和性状形成的机制 ， 为农作物产量和品质调控以及育种创新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

一 、 科学目标

总体科学目标 ： 以模式植物 （拟南芥 、 水稻等） 为材料 ， 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手

段 ， 从激素代谢 、 信号转导 、 激素间信号互作等不同层面研究激素发挥其生物学效应的

分子基础 ， 揭示激素调控植物重要器官和性状形成以及对环境适应性的分子机制 ， 深入

认识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 。

二 、 核心科学问题

本重大研究计划将围绕以下六个核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
（１） 植物激素代谢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 ；
（２） 植物激素信号感知及传递的分子机制 ；
（３） 不同类植物激素间的信号互作网络机制 ；
（４） 激素调控植物重要器官形成的分子基础 ；
（５） 激素调控植物对环境适应性的分子机制 ；
（６） 植物激素成分分析 、 超微定量检测和原位检测 。

三 、 2009 年度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

２００９ 年度鼓励科学家以拟南芥和水稻等模式植物 （包括模式细胞或器官） 为研究

对象 ， 在重点资助方向框架内选择明确具体的科学问题自由申报项目 ， 在同行专家评审

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择优支持 。
1 本年度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

（１） 植物激素代谢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 ；
（２） 植物激素信号感知及传递的分子机制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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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不同类植物激素间的信号互作网络机制 ；
（４） 激素调控植物重要器官形成的分子基础 ；
（５） 激素调控植物对非生物逆境适应性的分子机制 ；
（６） 植物激素成分分析 、 超微定量检测和原位检测 。
2 本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优先遴选原则

（１） 对加速重大研究计划总体进展和认识核心科学问题起重要作用的研究 ；
（２） 具有创新学术思想以及解决和深入认识重要科学问题的新方法探索的研究 ；
（３） 基础较好 、 条件较为成熟和近期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 ；
（４） 学科交叉的研究 。

四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 ， 应认真阅读本 枟指南枠 。 拟开展的研究应针对本年度

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 ， 体现重大研究计划 “创新性 、 基础性 、 前瞻性 、 交叉性” 的研

究特征 ， 突出有限目标和重点突破 ， 明确对实现研究计划总体目标和解决核心科学问题

的贡献 。 不符合 枟指南枠 的申请将不予受理 。
（２） 本计划将以 “培育项目” 和 “重点支持项目” 两种方式择优支持申请项目 。 申

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 “重大研究计划” ， 亚类说明选择 “培育项目” 或 “重点支持项

目” ， 附注说明均须选择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 ， “申请代码 １” 一律选择 C０２ ，
“申请代码 ２” 根据申请内容自行选择 。

（３） 为实现总体科学目标和多学科集成的需要 ， 项目申请人应承诺在研究材料 、 基

础数据和实验平台上的共享 。 为避免重复资助 ， 参加其他项目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论

述与 ９７３ 计划及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相关项目的区别和联系 。
（４） 本重大研究计划总经费为 １５ 亿元 ， 预计执行期为 ８ 年 ， 立项资助工作主要在

前 ５ 年进行 。 ２００９ 年度拟安排项目经费 ２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重点支持项目 １ ４００ 万元 ， 培

育项目 ６００ 万元 。 重点支持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２００ 万元／项 ， 培育项目平均资助强

度约为 ６０ 万元／项 。
（５） 申请书由生命科学部负责受理 。

华北克拉通破坏

实施本重大研究计划 ， 旨在通过对华北克拉通破坏的研究 ， 认识和揭示克拉通破坏

对大陆形成演化和地球圈层相互作用的意义 ， 为资源战略预测和地震灾害预防提供新思

路和科学依据 。

一 、 科学目标

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 ， 高度集成现代地球科学 、 数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的探测手

段 、 分析技术和利用高新技术为先导的观测 、 实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 认识华北克拉通破

坏的时空分布范围 、 过程与机理 ， 克拉通破坏时地球内部不同圈层物质的性状 、 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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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 ， 克拉通破坏的浅部效应及对矿产资源 、 能源 、 灾害的控制机理 ， 提升人类对

大陆形成与演化的认知水平 。

二 、 核心科学问题

本重大研究计划的组织实施将围绕以下 ７ 个核心科学问题 ， 循序渐进开展 。
（１） 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时空分布特征 ；
（２） 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深部过程 ；
（３） 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浅部效应 ；
（４） 华北克拉通破坏与矿产资源聚集的关系 ；
（５） 华北克拉通破坏与现今大地震活动的关系 ；
（６） 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机制 、 驱动力和动力学 ；
（７） 克拉通破坏在全球地质和大陆演化中的意义 。

三 、 2009 年度拟重点资助的原则和研究方向

1 本重大研究计划优选项目的原则

（１） 围绕本研究计划核心科学问题 ；
（２） 鼓励具有新思路的探索研究 ；
（３） 特别关注实质性的学科交叉 ， 鼓励国际合作 。
22009 年拟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

（１） 克拉通破坏相关的科学问题带动下的地球物理探测研究 ；
（２） 克拉通破坏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记录 ；
（３） 克拉通破坏的浅部地质响应 ；
（４） 克拉通破坏的深部过程与动力学机制 ；
（５） 克拉通破坏的资源 、 环境与灾害效应 ；
（６） 克拉通破坏与生物演化过程 ；
（７） 克拉通破坏相关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 ；
（８） 促进科学问题深化的新方法探索研究 ；
（９） 克拉通破坏的国际对比研究 。

四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 ， 应认真阅读 枟指南枠 。 申请书应符合本重大研究计划

的实施原则 ， 并论述与 枟指南枠 接近的科学问题 ， 以及对解决核心科学问题和实现重

大研究计划总体目标的贡献 。 项目申请书的目标和内容应瞄准重大研究计划的核心科学

问题 ， 突出有限目标 ， 强调创新点与前沿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 。 不符合 枟指南枠 的申请

将不予受理 。
（２） 申请者可根据拟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 ， 在了解已批准项目和总结国内外已有成

果 、 明确新的突破点以及如何探索的基础上 ， 自由确定项目名称 、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案

和相应的研究经费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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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申请书中资助类别选择 “重大研究计划” ， 亚类说明选择 “培育项目” 或 “重
点支持项目” ， 附注说明选择 “华北克拉通破坏” ， “申请代码” 栏由申请者根据申请内

容自行选择并填写 。
（４） 本重大研究计划总经费为 １５ 亿元 ， 预计执行期为 ８ 年 ， 立项资助工作主要在

前 ５ 年进行 。 ２００９ 年拟资助项目经费 ３ ０００ 万元 。 项目资助强度相当于重点项目或面上

项目 （资助强度每项不低于 ５０ 万元） ， 资助项目数和资助经费将依据申请情况和申请项

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而定 ， 项目执行期为 ４ 年 。
（５） 申请书由地球科学部负责受理 。
（６） 附 ２００８ 年度批准项目一览表 。

重大研究计划 “华北克拉通破坏” 2008 年度资助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 　 目

批准号

学科

代码
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依托单位

建议资助金

额 （万元）

１ ９０８１４００３ D０２０４ 华北克拉通破坏 ： 中生代高 镁

闪长岩及其中深源包体示踪
许文良 吉林大学 ２３０

２ ９０８１４００４ D０２０５ 克拉通破坏的岩浆与成矿效应 ：

以小秦岭熊耳山成矿带为例
李建威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２３５

３ ９０８１４００５ D０２１１ 鄂尔多斯盆地中 生代原盆 恢复

及其演化改造动力学环境
刘池阳 西北大学 ２３５

４ ９０８１４００６ D０２１１０１
华北克拉通晚中 生代岩石 圈减

薄过程中的地壳 拆离作用 与岩

石流变学约束

刘俊来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２４０

５ ９０８１４００７ D０２１２
燕山太行山北段中生代构造变

动精细过程及其 与华北克 拉通

破坏的关系

张长厚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２３５

６ ９０８１４００８ D０３０３ 华北克拉通东南 缘岩石圈 减薄

机制的研究
肖益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３５

７ ９０８１４００９ D０４０１０２ 华北克拉通地壳 上地幔密 度与

流变结构及均衡调整过程
许厚泽

中 国科学 院测量 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
２２５

８ ９０８１４０１０ D０４０２ “华北克拉通破坏” 重大研究计

划共享数据库
欧阳飚

中 国地震 局地球 物理

研究所
３００

９ ９０８１４０１１ D０４０２ 渤海及邻域深部 结构及其 对华

北克拉通破坏的响应
郝天珧

中 国科学 院地质 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
２７５

１０ ９０８１４０１２ D０４０７
用超长观测距地震宽角反射／折

射剖面研究华北 克拉通北 部岩

石圈结构和性质

王夫运
中 国地震 局地球 物理

勘探中心
２６５

１１ ９０８１４０１３ D０４０８ 华北克拉通与兴蒙吉黑造山带

地震台阵观测对比研究
吴庆举

中 国地震 局地球 物理

研究所
２２０

１２ ９０８１４０１４ D０４０８ 华北克拉通破坏 物理机制 的三

维大规模数值研究
石耀霖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１９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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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旨在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成长 ， 鼓励海外学者

回国工作 ， 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 该基金资助

全职在中国内地工作的优秀华人青年学者进行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工作 。 本基

金所指的中国内地 ， 系指我国除港 、 澳 、 台地区之外的省 、 自治区和直

辖市 。

一 、 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应具备的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学道德 ；
（２） 申请当年 １ 月 １ 日未满 ４５ 周岁 ；
（３）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
（４） 正式受聘于依托单位 ， 依托单位应当是申请人固定且唯一的聘用

单位 ；
（５） 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应当在九个月以上 ；
（６） 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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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

动作用 ， 或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 ；
（７） 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创新性构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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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急需 ， 可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或人才培养 ；
（８） 依托单位具有从事研究所必需的支撑条件 ， 申请人有充分的时间和

精力从事本项基金资助的研究工作 。

二 、 注意事项

（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注重考察申请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及创新潜

力 ， 为保证公平竞争 ， 撰写申请书时均不填写主要参与者 ；
（２） 在申请书摘要部分 ， 应填写 “主要学术成绩” ；
（３） 该基金为人才类基金 ， 项目名称栏目亦应填写 “研究领域” ， 而不

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
（４） 申请书附件部分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用情况仅需提供统计表 。

三 、 申请与报送

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使用通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 ， 按照
·８９·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 的要求 ， 输入准确信息 、 撰

写申请书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 ； 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对申请人严格

按照规定条件择优推荐 ， 并签署推荐意见 ； 依托单位经对申请书认真审核并

对申请人全职聘用情况进行核实后 ， 按照 枟通告枠 的要求报送自然科学基

金委 。
2009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计划资助 180 人 ， 资助期限为 4 年 ，

资助经费 200 万元／人 （数学和管理科学 140 万元／人）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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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起步基金 ， 其定位是稳定青年队

伍 ， 培育后继人才 ， 扶持独立科研 ， 激励创新思维 ， 不断增强青年人才勇于

创新和开展协同研究的能力 ， 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 评审和管理机制与面上项目基本相同 。 申请人

应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 ， 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以青年为主体 。 研究期限一般

为 ３ 年 。 申请此类项目须按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 。
请申请人参照面上项目的各科学部及学科的领域资助范围自由选题 。

２００８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 ４ ７５７ 项 ， 资助经费 ９３ ９９４ ２０ 万

元 ， 申请数和资助项数比去年均有较大幅增加 。 平均资助强度 １９ ７６ 万元／
项 ， 比去年增加 １ ２５ 万元／项 ， 平均资助率 ２２ ５１ ％ ， 比去年提高 ２ ７７ ％ 。
２００９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将继续控制资助强度 （平均 ２０ 万元／项） ， 预计资助

率与 ２００８ 年基本持平 。

2008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

全委比例 （ ％ ）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数理科学部 １ ５４５ ４８３ ９ ６６４ １０ ２８ ２０ ０１ ３１ ２６

化学科学部 ２ １４６ ５３０ ９ ７６３ １０ ３９ １８ ４２ ２４ ７０

生命科学部 ７ ８６４ １ ５６０ ３１ ２２３ ３３ ２２ ２０ ０１ １９ ８４

地球科学部 １ ８７６ ５５２ １１ ０３３ １１ ７４ １９ ９９ ２９ ４２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３ ５８２ ８８７ １８ ０４４ １９ ２０ ２０ ３４ ２４ ７６

信息科学部 ２ ９３６ ５５３ １１ ０５８ １１ ７６ ２０ １８ ８４

管理科学部 １ １８５ １９２ ３ ２０９ ２ ３ ４１ １６ ７１ １６ ２０

合 　 计 ２１ １３４ ４ ７５７ ９３ ９９４ ２ １００ １９ ７６ ２２ ５１

·００１·



数理科学部

青年科学研究人才的成长 ， 对数理科学的发展尤显重要 。 数理科学部一直重视对青

年科学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支持 ， 项目资助率一直高于面上项目资助率 。 ２００９ 年将持续

保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较高资助率 ， 使更多的青年人能获得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机

会 ， 以培养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优秀人才 。
数理科学部各学科领域近两年资助情况见下表 。

数理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数学科学处 ８４ １ ３４４ ３０ １１ １４０ ２ ３０４ ３２ ５６

力学科学处 ７８ １ ６７７ ２７ ９６ １０６ ２ ３４６ ３０ １１

天文科学处 １４ ３２２ ３１ １１ ２３ ５２９ ３３ ３３

物理科学一处 ９０ １ ９８０ ３０ ００ １３２ ２ ７６３ ３０ ０７

物理科学二处 ５６ １ １１５ ３３ １４ ８２ １ ７２２ ３２ １６

合 　 计 ３２２ ６ ４３８ ３０ ０４ ４８３ ９ ６６４ ３１ ２６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１９ ９９ ２０ ０１

化学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坚持以人为本 ， 以培育创新人才为宗旨 ， 发挥青年科学基金的稳定和育

苗功能 ， 按照适度控制强度 、 稳步扩大规模的思路 ， 争取在 ２００８ 年资助规模的基础上 ，
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资助力度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强调支持有创新思想的研

究课题 ， 淡化对研究积累和研究队伍的评价权重 ， 以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

化学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无机化学 ３５ ＋ ６  ６６０ ２３ ４３ ５８ ＋ ４  １ １７９ ２４ ４１

分析化学 ３７ ＋ ５  ７３０ ２１ １１ ５５ ＋ ５  １ １３２ ２５ ４２

二处 有机化学 ５６ ＋ ９  １ １５９ ２５ ２９ ９０ ＋ ５  １ ７１７ ２４ ４２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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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三处 物理化学 ５７ ＋ １０  １ １５９ ２５ ５７ ９３ ＋ ５  １ ７８７ ２５ ２６

四处
高分子科学 ３８ ＋ ６  ８０６ ２４ １８ ５７ ＋ ３  １ １１８ ２６ ２０

环境化学 ３６ ＋ ５  ７００ ２１ ３５ ５５ ＋ ４  １ ０８７ ２３ ７９

五处 化学工程 ５１ ＋ ９  １ ０２５ ２０ ２０ ９１ ＋ ５  １ ７４３ ２３ ８８

合 　 计 ３１０ ＋ ５０  ６ ２３９ ２３ ０２ ４９９ ＋ ３１  ９ ７６３ ２４ ７０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１７ ３３ （１８ ８２   ） １８ ４２ （１９ ０１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三年期青年基金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强度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生命科学部

从 ２００７ 年起 ， 自然科学基金委调整了资助项目的模式和资助格局 ， 根据青年科

学基金的人才特点和实际需要 ， 适当地扩大了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 ， 降低了资助

强度 。 ２００８ 年生命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共申请 ７ ８６４ 项 （受理 ７ ５４６ 项） ， 较 ２００７ 年

申请增加了 １ ３８０ 项 （增长 ２１ ２８ ％ ）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 １ ５６０ 项 （２００７ 年

为 １ １２９ 项） ， 资助率为 ２０ ６７ ％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０ ０１ 万元／项 （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７１４
万元／项） 。 今后 ， 生命科学部将继续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稳定科技队

伍 ， 培育后继人才 ， 激励创新思维 ， 扶持独立研究这一青年科学基金的定位原则 ，
稳定支持青年科技人才 。 有关申请注意事项详见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指南 。
２００９ 年生命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约为 ２１ 万元／项 。

另外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申请和评审过程中 ， 除了存在面上项目指南中提到的一

些共性问题外 ， 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
（１） 未按申请书填写提纲的要求撰写申请人简介 ， 有些申请书提供的申请者学习

和工作简历不详细 ， 无法判断目前是在读博士还是在职博士 、 毕业时间及获得学位

时间 。
（２） 有些申请者未按申请书填写提纲的要求列出发表论文的全部作者姓名 ， 发表的

期刊 、 年 、 卷 、 起止页码 ， 使得评审专家无法判断所提供的论文与申请者本人及课题组

成员之间的关系 。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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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微生物学 ３８ ６４９ １４ ７９ ５３ １ ０５８ １７ ３８

植物学 ２１ ＋ ２  ３５１ ＋ １６  １２ ７１ ４０ ８０９ ２０ ７３

二处
生态学 ３６ ６２１ ２０ ６９ ５１ １ ０１５ １７ ４７

林学 １９ ＋ ２  ３２５ ＋ １６  １７ ０７ ２６ ５２６ １８ ３１

三处

生物化学 、 生物物

理与分子生物学
３３ ５６０ １４ ８０ ４５ ９０２ １９ ２３

细胞生物学 ４９ ８３３ ３１ ４１ ４７ ９３３ ２９ ３８

遗传学 ３７ ６２４ ２８ ０３ ６９ １ ３８４ ２３ ００

免疫学 ４６ ７８３ ２２ ７７ ６３ １ ２５１ ２３ ３３

四处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６３ １ ０８１ ２７ ０４ ７９ １ ５７８ ２５ ４８

生物医学工程 ５３ １ ０２３ ２２ ４６ ８１ １ ６２６ ２４ ９２

五处 农学 ８４ １ ４２８ １９ ０５ １１４ ２ ２８３ ２２ ２２

六处

畜牧兽医学

与水产学
６５ ＋ ２  １ ０９８ ＋ １６  ２０ ００ ８９ １ ７７０ ２０ ２７

动物学 １５ ２５６ １８ ０７ ２１ ４１４ １９ ８１

七处
生理学与病理学 １２９ ２ １９５ １８ ４５ １７５ ３ ４９６ ２３ ４９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７９ １ ３４５ １９ ８０ １０６ ２ １１４ ２９ ３６

八处
临床医学基础学

科 Ⅰ
１２０ ２ ０３９ １６ ９３ １６３ ３ ３０２ １８ ７１

九处
中医学与中药学 ７４ １ ２７８ １５ ３８ １０４ ２ ０８１ １７ ５１

药物学与药理学 ４８ ＋ ２  ８１３ ＋ １６  １６ ６１ ６７ １ ３３４ １６ ５０

十处
临床医学基础学

科 Ⅱ
１２０ ＋ １  ２ ０４９ ＋ ８  １５ ３６ １６７ ３ ３４７ １７ ０４

合 　 计 １ １２９ ＋ ９  １９ ３５１ ＋ ７２  １８ ５０ １ ５６０ ３１ ２２３ 　 ２０ ６７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７ ０７ （１７ １４   ） ２０ ０１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普通青年基金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地球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地球科学部共受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８７６ 项 ， 申请单位 ３７４ 个 ； 高等院校

申请 １ ０６４ 项 ， 占 ５６７ ％ ； 科研院所申请 ７５５ 项 ， 占 ４０３ ％ 。 资助 ５５２ 项 ， 经费 １１ ０３３
万元 ， 资助强度 ２００ 万元／项 ， 资助率 ２９４ ％ 。 ２００８ 年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 ，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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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承担 ２９６ 项 ， 占 ５３６ ％ ， 科研院所承担 ２４０ 项 ， 占 ４３ ５ ％ 。 持续稳定地造就

和培养优秀青年科学家人才队伍是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目标之一 。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

青年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的资助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主要是发挥 “育苗” 功能 ， 为刚走

上科学研究岗位的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 扶持他们尽快成长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资助重点将逐步前移 ， 尤其对刚毕业的博士从事基础研究给予及时的资助 ， 在他们成才

的关键时刻给予支持 。

地球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一处
地理学 （含土壤

学和遥感）
１９６ ３ ８００ ２９ ５２ ２３６ ４ ７１７ ２８ ９６

二处
地质学 ６１ １ １８５ ２９ ４７ ８９ １ ７７８ ３０ ３８

地球化学 ３０ ５９６ ２８ ８５ ３９ ７８０ ２９ １０

三处
地球物理学和

空间物理学
３２ ６１８ ２９ ６３ ４９ ９７９ ２９ ７０

四处 海洋科学 ６３ １ ２２６ ２９ ４４ ７６ １ ５４０ ２９ ３４

五处 大气科学 ４７ ９１２ ２９ ５６ ６３ １ ２３９ ３０ ００

合 　 计 ４２９ ８ ３３７ ２９ ４６ ５５２ １１ ０３３ ２９ ４２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１９ ４３ １９ ９８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３ ５８２ 项 （不予受理 １７２ 项） ，
与去年相比增加 ２２２１ ％ ， 相对增加幅度较大 。 为鼓励创新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 保证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有较高的批准率和一定的资助强度 ， 科学部在制订本年度的计划中贯

彻了 “面上项目保持规模 ， 提高资助强度 ； 青年科学基金适当扩大规模 ， 提高资助率并

保持一定资助强度” 的资助政策 。 ２００８ 年本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经费为 １８ ０４４ 万

元 ， 资助项目 ８８７ 项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０３６ 万元／项 ， 资助率为 ２４７６ ％ 。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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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材料科学一处 金属材料 ４８ １ ０２８ １９ ５９ ７０ １ ４３２ ２６ ２２

材料科学二处
无机非金属材料 ７９ ＋ １  １ ５９０ １９ ０５ １１９ ２ ３６８ ２５ ４８

有机高分子材料 ４８ １ ０１０ １９ ７５ ７０ ＋ ４  １ ４８１ ２４ ７５

工程科学一处 冶金与矿业 ４１ 　 ８００ ２０ ３０ ６１ １ ２６３ ２５ ６３

工程科学二处 机械工程 １００ ２ ０００ ２０ ４１ １５０ ３ ０８６ ２５ ６０

工程科学三处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５９ １ １８０ ２０ １４ ８７ １ ７９６ ２５ ８２

工程科学四处 建筑 、 环境与结构工程 １１８ ２ ４０５ １８ ７３ １８９ ３ ８４８ ２３ ８０

工程科学五处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４６ 　 ９２０ １９ ４１ ７９ １ ５７８ ２２ ７０

电气科学与工程 ３６ ７３７ ２１ ０５ ５８ １ １９２ ２３ ５８

合 　 计 ５７５ ＋ １  １１ ６７０ 　 １９ ６５ ８８３ ＋ ４  １８ ０４４ 　 ２４ ７６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２０ ２６ （２０ ２７   ） ２０ ３６ （２０ ４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信息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度信息科学部共受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２ ９３６ 项 ， 比去年增长了

２５ ９６ ％ ， 增加申请项目 ６０５ 项 。 ２００８ 年共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５５３ 项 ， 其中小额项

目 ４ 项 ， 平均资助率为 １８ ８３ ％ （去年 １６７７ ％ ） ， 共资助经费 １１ ０５８ 万元 ， 平均资助

强度为 １９９９ 万元／项 。 ２００８ 年信息科学部仍将关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 ， 在保持

资助强度的基础上 ， 适度提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 。 注意按申请书要求明确提供申

请者简历等信息 。

信息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２４ ５３２ １３ ４１ ５９ １ １７３ ３０ ２６

信息与通信系统 ３１ ６５５ １４ ８３ ３３ ６３４ １６ ２６

信息获取与处理 ４６ ＋ ２  ９９０ １６ ９ ５７ １ １１７ １７ ９２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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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二处

理论计 算机 科学 、 计算

机软硬件
４３ ＋ ３  ８５５ １７ ５６ ４６ ８９４ １７ ２９

计算机应用 ２５ ＋ ２  ４０６ １７ ０９ ６２ １ ２０２ １８ ０２

网络与信息安全 ４３ ＋ ４  ９５２ １６ ９０ ５４ １ ０４９ １７ ５３

三处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３１ ＋ ２  ６３０ １６ ２６ ４８ ９６１ １８ ０５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１５ ３０４ ２２ ７３ ２０ ３９２ １９ ８

人工智能与智能系统 ３６ ７２５ １７ ７３ ５０ ９８８ １８ ２５

四处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 ２７ ＋ ６  ７１６ １７ ３７ ４９ ＋ １  １ ０６０ 　 １８ ６６

信息光学与光电子器件 １９ ＋ ３  ４７３ １７ １９ ３９ ８４０ １８ ７５

激光技术与技术光学 ２５ ＋ ４  ６２４ １７ ０６ ３５ ７４８ １９ ０２

合 　 计 ３６５ ＋ ２６  ７ ８１８ １６ ７７ ５５２ ＋ １  １１ ０５８ 　 １８ ８３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 ２０ ００ （２０ ９２   ） １９ ９９ （２０ ０３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管理科学部

近年来 ， 管理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水平与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
关注科学和前沿问题的探索 、 学术规范 、 方法科学 ， 深入研究 ， 产生了一些高水平的成

果 。 但随着科学基金申请量的增加 ， 也有部分申请研究方案很大 、 重复博士论文或博士

后研究课题的内容 ， 或不按基金委申请书撰写要求提供信息 、 多方相互参与申请等 。
２００８ 年管理科学部受理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项目 １ １８５ 项 ， 占学部面上三类项目的

２８ ３０ ％ ， 在学部申请数量增长近三年总体持平的情况下 ， 该类项目继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１８ ４８ ％ 后 ， ２００８ 年进一步增长 １２ ００ ％ 。 经评审 ， 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 １９２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资助项目 １２０ 项增长了 ６０００ ％ ， 远高于面上资助项目 ７ １８ ％ 的增长率 。 资

助强度为 １６７１ 万元／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５０４ 万元／项也有所增长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占学部面上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资助总项数的比率为

３１ ８４ ％ ， 较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２７８ ％ 、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３９５ ％ 继续有较大提高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经费占学部三类项目总经费的比率为 ２４ ９５ ％ ， 比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９３４ ％ 有较大增

长 。 ２００８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的扩大体现了 “十一五” 期间科学基金在完善

人才培养资助体系方面 ， 突出支持青年后备人才和科技拔尖人才的方针 。
管理科学一处收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４０２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申请 ３０５ 项增长

３１ ８０ ％ ， 受理项目申请 ３８８ 项 ， 资助项目 ６８ 项 。 管理科学二处收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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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４２８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申请 ３５９ 项增长 １９２２ ％ ， 受理项目申请 ４０７ 项 ， 资助项目 ６７
项 。 管理科学三处收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为 ３５５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申请 ３９４ 项下降

９９０ ％ ， 受理项目申请 ３３５ 项 ， 资助项目 ５７ 项 。 近两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详

见下表 。
２００９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数将继续有所增长 ， 平均资助强度将比 ２００８ 年仍

有提高 。 管理科学部将继续 “适度扩大资助规模 ， 控制资助强度” 的资助原则 ， 做好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与管理工作 。
管理科学部的面上项目部分总述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也是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要

求 ， 提醒申请者认真阅读 。

管理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３２ ＋ ８  ５５４ ＋ ５２  １３ １１ ６５ ＋ ３  １ １３８ ７ ＋ ２４  １６ ９２

二处 工商管理 ４１ ６１９ １１ ４２ ６７ １ １１３ ５ １５ ６５

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 ３５ ＋ ４  ５６３ ＋ ２４  ９ ９０ ５４ ＋ ３  ９１２ ＋ ２１  １６ ０６

合 　 计 １０８ ＋ １２  １ ７３６ ＋ ７６  １１ ３４ １８６ ＋ ６  ３ １６４ ２ ＋ ４５  １６ ２０

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５ １０ （１６ ０７   ） １６ ７１ （１７ ０１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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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设立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目的是加强对部分边远地区 、 少数民族地区等

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科技工作者的支持 ， 现面向的地区有 ： 内蒙古 、 宁

夏 、 青海 、 新疆 、 西藏 、 广西 、 海南 、 贵州 、 江西 、 云南等 １０ 个省 、 自治

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定位是稳定和培养在欠发达地

区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 扶植和凝聚优秀人才 ， 支持他们潜心探索 ， 为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与科技协调发展服务 。 其特点是在面上项目管理模式的基础上 ，
配合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 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合作 ， 促

进区域基础研究人才的稳定和成长 。 研究期限一般为 ３ 年 。 申请此类项目须

按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 。 请申请人参照面上项目的

各科学部及学科的领域资助范围自由选题 。
２００８ 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６７４ 项 ， 资助经费 １６ ９９０ 万元 ， 平均

资助强度 ２５ １８ 万元／项 ， 比去年增加 ６ ９４ 万元／项 ； 资助率 ２０ １７ ％ ， 比去

年提高 ０ ７０ ％ 。 ２００９ 年度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强度与资助率将基本与 ２００８ 年

持平 。

2008 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

全委比例 （ ％ ）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数理科学部 １５４ ３５ ８８７ ５ ２３ ２５ ３４ ２２ ７３

化学科学部 ２８９ ６０ １ ４６１ ８ ６１ ２４ ３５ ２０ ７６

生命科学部 ２ ０６４ ３９３ ９ ９２７ ５８ ４９ ２５ ２６ １９ ０４

地球科学部 １６７ ５４ １ ３４３ ７ ９１ ２４ ８７ ３２ ３４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３２６ ７２ １ ８６４ １０ ９８ ２５ ８９ ２２ ０９

信息科学部 １９７ ３７ ９３０ ５ ４８ ２５ １４ １８ ７８

管理科学部 １４５ ２３ ５６１ ５ ３ ３１ ２４ ４１ １５ ８６

合 　 计 ３ ３４２ ６７４ １６ ９７３ ５ １００ ２５ １８ ２０ １７

·８０１·



数理科学部

数理科学领域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 旨在为这些地区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

和氛围 ， 培养 、 保持和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 ， 为地区科技发展培养基础

科学人才 ， 提升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的能力 。 在项目的评审中 ，
注重研究队伍的建设和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具有相对研究特色与相对优势的课题 ，
发挥地区基金作为人才项目系列的功能 ， 加强对西部地区科技人员申请项目的资助

力度 。

数理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数学科学处 １３ ２５５ ２９ ５５ １４ ３１０ ２０ ２９

力学科学处 ５ １００ ２９ ４１ ４ １１２ １８ １８

天文科学处 ２ ４０ ２８ ５７ ２ ６０ ３３ ３３

物理科学一处 ６ １２０ ２２ ２２ ９ ２４１ ２５ ００

物理科学二处 ４ ８０ ２５ ００ ６ １６４ ２８ ５７

合 　 计 ３０ ５９５ ２７ ０３ ３５ ８８７ ２２ ７３

平均资助强度（万元 ／项） １９ ８３ ２５ ３４

化学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将在稳定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规模的前提下 ， 进一步提高地区科学基金的

研究水平和使用效率 ， 稳定一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人才队伍 ， 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 。 鼓励地区科学基金申请者从事与地区资源相关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 。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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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无机化学 ５ ＋ １  １０４ １９ ３５ ６ ＋ ２  １７１ １９ ５１

分析化学 ４ ＋ １  ９７ ２１ ７４ ５ ＋ １  １４９ １９ ３５

二处 有机化学 １３ ＋ ４  ３０４ ２１ ５２ １７ ＋ ３  ５０７ ２２ ２２

三处 物理化学 ７ ＋ ２  １５１ ２０ ００ ７ ＋ ２  ２１１ ２１ ９５

四处

高分子科学 １ ２０ １６ ６７ ３ ７８ ２０ ００

环境化学 ５ ＋ １  １０２ ２０ ００ ４ ＋ １  １２８ ２０ ００

五处 化学工程 ４ ＋ １  ９１ ２０ ８３ ８ ＋ １  ２１７ １９ ５６

合 　 计 ３９ ＋ １０  ８６９ ２０ ５９ ５０ ＋ １０  １４６１ ２０ ７６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７ ３３ （２０ ２３  ） ２４ ３５ （２６ ６８  ）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三年期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 ＋ 资助强度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生命科学部

从 ２００７ 年起 ， 自然科学基金委调整了资助项目的模式和资助格局 ， 将地区基金从

以前的项目类型调整到了人才类型 ， 目的是希望通过资助项目稳定边远地区的科技人

才 ， 促进地区的科技发展 。 ２００８ 年生命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共申请 ２ ０６４ 项 （受理

１ ９４５项） ， 较 ２００７ 年申请增加了 ２７１ 项 （增长 １５ ０６ ％ ） 。 包括 ４ 项地区联合资助项目

在内共计资助 ３９３ 项 （２００７ 年为 ３２６ 项） ， 资助率为 ２０ ２１ ％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５２９
万元／项 （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７８４ 万元／项） 。 今后 ， 生命科学部将继续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关

于扶植地区人才 ， 支持潜心探索 ， 凝聚优秀人才 ， 带动区域发展这一地区基金的定

位原则 ， 稳定支持地区人才 ， 鼓励和资助申请者结合当地资源和自然条件特点提出

的研究申请 。 有关申请注意事项详见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指南 。 ２００９ 年生命科

学部地区基金资助强度约为 ２５ 万元／项 。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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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一处
微生物学 １４ ２５２ １８ ９２ １９ ４７３ ２０ ２１

植物学 １８ ３１７ １９ ３５ １９ ４７８ ２０ ００

二处
生态学 １３ ２５５ ２０ ６３ ２２ ５６３ ２１ １５

林学 １６ ２７３ ２０ ００ １４ ３６２ １９ ４４

三处

生 物化 学 、 生 物 物理

与分子生物学
６ １０９ １８ ７５ ７ １７６ ２０ ００

细胞生物学 ５ ８５ ２０ ００ ４ ９６ ２１ ０５

遗传学 ７ １２３ １９ ４４ １４ ３５７ １９ ７２

免疫学 ７ １２３ １９ ４４ ８ ２０６ １９ ５１

四处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５ ８９ １９ ２３ ８ ２１１ １９ ０５

生物医学工程 ４ ６５ ２１ ０５ ５ １２１ ２０ ８３

五处 农学 ５５ ９９６ ２０ ４５ ４９ １ ２３７ ２０ ５９

六处
畜牧兽医学与水产学 ３６ ６６６ ２０ ９３ ３９ １ ０００ ２０ ４２

动物学 ７ １２６ １８ ９２ ９ ２３６ １９ １５

七处
生理学与病理学 ２１ ３５８ ２０ ００ ２５ ６３４ １９ ８４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２５ ４５９ ２０ ３３ ２３ ５６８ ２０ ３５

八处 临床医学基础学科 Ⅰ ２４ 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３５ ８７５ ２０ １１

九处
中医学与中药学 ３３ ５８３ １９ ３０ ４６ １ １５１ ２０ ０９

药物学与药理学 １０ １８１ １８ ８７ １５ ３７２ ２０ ２７

十处 临床医学基础学科 Ⅱ ２０ ３４８ １９ ６１ ３２ ８２４ ２０ ５１

合 　 计 ３２６ ５ ８１７ １９ ９３ ３９３ ９ ９４０ ２０ ２１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７ ８４ ２５ ２９

　 　 注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地区科学基金没有小额探索性项目 。

地球科学部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定位是 ： 扶植地区人才 ， 支持潜心探索 ， 凝聚优秀人才 ， 促进

区域发展 。 ２００８ 年地球科学部共受理地区基金项目 １６７ 项 ， 申请单位 ７０ 个 ； 高等院校

申请 １２８ 项 ， 占 ７６７ ％ ， 科研院所申请 ２８ 项 ， 占 １６ ８ ％ 。 资助 ５４ 项 ， 经费 １ ３５０ 万

元 ； 资助强度 ２５ 万元／项 ， 资助率 ３２ ０ ％ 。 ２００８ 年资助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中 ， 高等

院校承担 ４０ 项 ， 占 ７４１ ％ ， 科研院所承担 １０ 项 ， 占 １８５ ％ 。 ２００９ 年在稳定资助率的

同时 ， 将提高资助强度 。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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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一处 地理学（含土壤学和遥感） ２９ ４８７ ２５ ２２ ３０ ７５０ ３１ ２５

二处
地质学 ４ ６７ ２８ ５７ ７ １７５ ３３ ３３

地球化学 ３ ５０ ２５ ００ ３ ７５ ３０ ００

三处 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 ２ ３３ ２８ ５７ ３ ７５ ３３ ３３

四处 海洋科学 １ １７ ２５ ００ ３ ７５ ３３ ３３

五处 大气科学 ６ １０２ ２４ ００ ８ ２００ ３６ ３６

合 　 计 ４５ ７５６ ２５ ４２ ５４ １ ３５０ 　 ３２ ３４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６ ８０ ２５ ００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３２６ 项 （不予受理 １９ 项） ，
与去年相比较增加 ２１１９ ％ ， 相对增加幅度较大 。 矿业与冶金 、 建筑 、 环境与结构工程

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申请的项目占学部的项目比例较大 ， 申请数都超过了 ５０ 项 ， 反映了

本科学部受理的项目有较强的地区特色和应用性 。 为了培养地区基础研究人才 ， 鼓励结

合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开展基础研究 ， 科学部在制订资助计划时也对地区科学基金采取了

一定的倾斜政策 ， 即提高资助率并保持一定的资助强度 。 学部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经

费 １ ８６４ 万元 ， 资助项目 ７２ 项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５８９ 万元／项 ， 资助率约为 ２２０９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材料科学一处 金属材料 ７ １４０ ２１ ２１ ８ ２２１ ２０ ５１

材料科学二处
无机非金属材料 ６ １６０ ２３ ０８ ９ ２２１ １９ ５７

有机高分子材料 ６ １２９ ２６ ０９ ５ １２３ ３３ ３３

工程科学一处 冶金与矿业 ９ １８０ ２１ ４３ １１ ３２４ ２１ ５７

工程科学二处 机械工程 ８ １６０ １９ ５１ １１ ２７４ ２０ ７５

工程科学三处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２ ４０ ２２ ２２ ３ ７３ ２３ ０８

工程科学四处 建筑 、 环境与结构工程 １０ ２２０ ２０ ８３ １２ ３０６ ２０ ６９

工程科学五处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８ １６５ ２４ ２４ ９ ２３１ ２５ ７１

电气科学与工程 ３ ６０ ２１ ４３ ４ ９１ ２５ ００

合 　 计 ５９ １ ２５４ ２１ ９３ ７２ １ ８６４ ２２ ０９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 ／项） ２１ ２５ ２５ ８９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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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度信息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９７ 项 ， 共资助 ３７ 项 ， 资助经费 ９３０
万元 ； 资助项数比去年增加 ６ 项 ， 资助率为 １８７８ ％ ； 平均资助强度 ２５１４ 万元／项 ，
比去年增加约 ５ 万元／项 。 ２００９ 年度将继续对地区科学基金给予倾斜 ， 在保持资助强度

的基础上 ， 适当提高资助率 。 欢迎具备申请地区基金条件的科研工作者申请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

信息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 ）

一处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１ ２４ １６ ６７ ３ ７６ ２５ 　 　

信息与通信系统 ２ ３４ １５ ３８ ２ ５１ ２２ ２２

信息获取与处理 ５ １０１ １８ ５２ ２ ５２ １１ ７６

二处

理 论计 算机 科 学 、 计

算机软硬件
４ ７９ １７ ３９ ６ １４４ 　 １９ ３５

计算机应用 ５ ＋ １  １０３ ２０ ６９ ８ １９４ １８ ６０

网络与信息安全 ３ ６２ １６ ６７ ２ ４９ １８ １８

三处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０ ＋ １  ７ １０ 　 　 ４ １００ 　 ２２ ２２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２ ４４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０

人工智能与智能系统 １ ２２ ２０ ４ １００ ２１ ０５

四处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 ２ ４０ １８ １８ ２ ６２ ２２ ２２

信息光学与光电子器件 ２ ４０ ３３ ３３ ２ ５２ １８ １８

激光技术与技术光学 ２ ４０ ３３ ３３ ２ ５０ １８ １８

合 　 计 ２９ ＋ ２  ５９６ 　 １９ ２５ ３７ ９３０ 　 １８ ７８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９ ２３ （２０ ０３  ） ２５ １４ 

　 　  为小额探索项目 。

  为不含小额探索项目的平均强度 。

＋ ＋ 资助率包括小额探索项目 。

管理科学部

２００８ 年管理科学部受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共 １４５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了

１８ ８５ ％ ， 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３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４ 项 ； 资助总经费 ５６１５ 万元 ，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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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２００７ 年总经费 ３０９ 万元增加 ８１７２ ％ ；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４ ４１ 万元／项 ； 项目平均资

助率为 １５８６ ％ ， 在面上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中最

高 ， 体现了向地区科学基金所资助省区学者的倾斜 。
管理科学一处收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２７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申请 ２５ 项增长

８００ ％ ， 受理项目申请 ２３ 项 ， 资助项目 ４ 项 。 管理科学二处收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 ３４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申请 １６ 项增加 １１２５０ ％ ， 受理项目申请 ２９ 项 ， 资助项目 ５ 项 。 管

理科学三处收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８４ 项 ， 比 ２００７ 年申请 ８１ 项增加 ３ ７０ ％ ， 受理

项目申请 ８０ 项 ， 资助项目 １４ 项 。 近两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详见下表 。
考虑到作为人才系列项目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特点 ， ２００９ 年的平均资助强度将

在 ２００８ 年较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 ， 继续有所提高 ， 资助项数将视申请情况而定 。 从总

体上讲 ， 科技欠发达地区管理科学地区科学基金申请书的质量还需要继续提高 。
管理科学部的面上项目部分总述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也是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要

求 ， 提醒申请者认真阅读 。

管理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 ： 万元

科学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资助率

（ ％ ）

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４ ７０ １６ 　 　 ４ ９７ １４ ８１

二处 工商管理 ３ ５３ １８ ７５ ５ １２１ ５ １４ ７１

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 １２ １８６ １４ ８１ １４ ３４３ １６ ６７

合 　 计 １９ ３０９ １５ ５７ ２３ ５６１ ５ １５ ８６

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１６ ２６ ２４ ４１

　 　 注 ： 地区科学基金没有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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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研 究 群 体 科 学 基 金
为稳定地支持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 ， 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

群体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国内以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 、 中青年科

学家为骨干的研究群体 ， 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 。
参加评审和遴选的候选创新研究群体由中国科学院 、 教育部 、 中国科协

及自然科学基金委推荐产生 。
被推荐的群体须提交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 使用通用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书枠 ， 按照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正文撰写提纲” 的要求 ， 输入准确

信息 。 依托单位对申请书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后 ， 将纸质申请书和附件材料

一式两份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 。
2009 年度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计划资助群体 28 个左右 ， 资助期限为

3 年 ， 资助经费 500 万元／项 （数学和管理科学 350 万元／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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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及 港 澳 学 者 合 作 研 究 基 金
为充分发挥海外及港澳地区科技资源优势 ， 吸引海外及港澳优秀人才为

国 （内地） 服务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 。 该基金资助海外及港澳 ５０ 岁以下华人学者与国内 （内地） 合作者开展

高水平的合作研究 。

一 、 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应具备的条件

（１） 具有良好学风和科学道德 ；
（２） 申请当年 １ 月 １ 日未满 ５０ 周岁 ；
（３） 具有所在国 （或所在地） 相当于副教授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 ；
（４） 在海外或港澳从事科学研究 ， 并独立主持实验室或重要的研究

项目 ；
（５） 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合作研究工作的时间应当在两个月

以上 ；
（６） 已取得国际同行承认的创新性学术成就或突出的创造性科技成果 ；

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属国际前沿 ； 在中国内地有合作者且具有一定的合作

基础 ；
（７） 申请人应当落实依托单位 ， 并与其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 （简称协议

书） ， 协议书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① 合作研究的课题名称以及研究方向 、 预期目标等 ；

② 依托单位应当提供合作研究项目实施所必需的主要实验设备以及人

力 、 物力等条件 ；
③ 申请人应当承诺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的工作时间为两个月以上 。

二 、 资助模式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采取 ２ ＋ ４ 的资助模式 ， 即对于获得该项

基金资助的项目 ， 先给予 ２０ 万元／２ 年 （１０ 万元／年） 资助 ， ２ 年期结束时

进行评估 。 对其中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 ， 确实与合作者开展实质性合作并有

明显发展潜力的项目 ， 经申请 、 答辩 、 评审等程序 ， 按照不超过先期资助总

数的 ２５ ％ 的比例给予 ８０ 万 ～ １２０ 万元／４ 年的延续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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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注意事项

（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注重考察的是申请人学术水平及与合

作者的合作基础 。
（２） 申请人在申请该项基金之前首先须落实在国内 （内地） 的合作者及

依托单位 ， 并与其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 。
（３） 合作者信息填写在主要参与者栏目的第一行 。
（４） 申请人供职单位及专业技术职务用英文填写 。
（５） 申请人或合作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且无该类 （包括原海外及港澳青

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与 “两个基地” 项目） 在研项目 。
（６） 申请人应当对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

四 、 申请与报送

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使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 ， 按照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 的要求 ， 输入准确信

息 、 撰写申请书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 ； 通过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
依托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对申请者及合作者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审

核并签署意见 ， 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在电子信息确认后 ， 将电子版申请书

发送到自然科学基金委 ， 纸质申请书和附件材料 （包括协议书） 一份报送自

然科学基金委 。
2009 年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计划资助 80 人 ， 资助期限为 2

年 ， 资助经费 2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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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基 础 科 学 人 才 培 养 基 金
２００９ 年 ， 拟批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项目 ７

项 ， 教师培训 １４ 项 。

一 、 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项目

特殊学科点是指基础性强 、 具有长远的社会效益 、 对科学基金依赖性

高 、 需要国家持续支持的某些学科点 。 包括冰川学与冻土学 、 地质古生物

学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 、 动物分类学 、 昆虫分类学 、 放射化学和自然科

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已经获得人才培养基金专项资助的特殊学科点 。 项目

重点支持特殊学科点的能力建设 ， 以拓展其取得的研究成果 ， 稳定 、 优化和

培养特殊和濒危学科人才队伍 ， 增强对社会的服务能力 。 资助经费主要应用

于学科带头人和后备人才培养所需的科研业务费 。
资助项目数 ： 拟资助 ７ 项 。
资助强度 ： 每项约 ２１０ 万元 。
项目期限 ： ３ 年

二 、 师资培训项目

在 “十五” 基础上 ， 继续支持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 通过基础课程

研讨班 、 培训班等方式提高骨干教师学术及教学水平 。 鼓励面向西部地区和

边远地区的师资培训 ， 加大辐射效应 。
项目内容 ： 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 、 地学 、 生物学 、 基础 （中） 医 （药）

学与心理学的基础课 、 实验课以及地学和生物学的野外实践的青年骨干教师

的培训 、 交流和研讨 。
项目要求 ： 项目申请须与相关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商议 ， 项目结

束后提交教师培训总结 。
项目数量 ： 拟资助 １４ 项 。
资助强度 ： 每项约 １０ 万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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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地 区 ） 合 作 与 交 流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资助工作将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 准确把

握科学基金战略定位 ， 贯彻落实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枠 ， 围绕科学基金

的中心任务 ， 继续鼓励科学基金项目承担者开展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活动 ， 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 ， 着力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 。 根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一五” 规划的部署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将坚持以交流型

合作为基础 ， 以实质性合作研究为重点 ， 以充分吸纳和利用海外资源 ， 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 ， 扎实推进战略型合作 。 ２００９ 年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

资助工作将稳步推进与美国在更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 深化与德国 、 英国 、
法国以及欧盟的合作 ， 巩固与俄罗斯的合作 ， 继续强化与日本 、 韩国以及国

际科学研究组织的合作 ， 开拓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
为此 ， ２００９ 年度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资助将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
（１） 继续加强和完善实质性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和实施 ， 引导科研人员

充分吸纳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
（２） 充分发挥双 （多） 边协议渠道的重要作用 ， 继续加强与境外基金组

织的战略型合作 ， 在更高层次上筹划和组织实质性 、 高水平的合作研究

项目 ；
（３） 实施卓越管理 ， 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 ， 规范审批流程 ， 严格执行预

算制 ， 提高管理和资助效益 ， 为广大科技人员营造开展国际 （地区） 合作与

交流的良好环境 ；
（４） 继续做好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 、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和国

际学术会议 （包括协议内） 项目的资助工作 。
关于各类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的具体申请要求及相关项目的管

理办法 、 国际合作局的主要职责 、 组织机构分工 、 协议概况 、 协议名录等 ，
请查阅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

２００９ 年 ，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的受理仍在科学基金项目统

一受理期间进行 。 除特殊说明之外 ， 其他类型的非集中受理的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请避开集中接受期间申请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外科学基金

组织和科研机构共同设立合作研究项目的申请指南将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上随时发布 ， 公开征集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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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类型简介

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本项目旨在鼓励科学基金项目承担者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 推动在研科学

基金项目的科学创新 、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 提升基金项目的研究水平 ， 力争在前沿领

域有所突破 。 同时 ， 鼓励科学家通过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 与各国科学机构和国际科学组

织保持良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 。
本项目资助我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通过交换资料 、 交流人员及共同开展科学实验等

途径 ， 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 、 与基金项目有关的科学问题所进行的各类合作研究活动 。

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本项目的战略定位是 ， 通过实质性合作研究 ， 加快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

高 ， 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 组织和参与地区和全球的科学研究活

动 ， 争取中国科学界和科学基金在国际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和在国际科学界的

发言权 ； 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冲击科学前沿的杰出科学家队伍 ； 强化自然

科学基金委与国外相关科学机构和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关系 ， 开展科技外交 ， 服务国家

总体外交方针 。
本项目主要资助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 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开展的

合作研究 ； 结合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研究领域开展的合作研究 ； 我国科学家参与的国际

大型科学研究项目和计划 ； 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开展的合作研究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国外对口协议单位共同组织的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项目 。 同时 ， 资助工作将积极配合科

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 创新研究群体和重大项目的实施 。
申请此类项目的科研人员应根据相关科学部发布的优先资助领域 ， 围绕重大科学问

题提出创新性合作研究课题 ， 体现合作的必要性和互补性 。 合作双方应具有长期而稳定

的合作基础 ， 对方应对合作研究给予相应的投入 。 合作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知识产权的

保护 。
在 ２００８ 年 ， 经过严格的评议和遴选 ， 资助重大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共 ３５

项 ， 涉及国别和地区达 １４ 个 ， 资助金额 ３ ３８０ 万元 ， 资助强度约 ９７ 万元／项 。
２００９ 年度与 ２００８ 年度的资助经费基本持平 ， 此类项目的资助强度一般为 １００ 万 ～

２００ 万元／项 ， 资助期限一般为 ３ ～ ４ 年 。

数理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１） 生物力学

（２） 多场耦合力学 （力 、 电 、 磁 、 热）
（３） 星系宇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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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恒星的形成 、 演化和爆发

（５） 太阳物理

（６） 冷原子分子物理

（７） 超快 、 超强光物理

（８） 低维物理

（９） TeV 能区物理

（１０） 强子物理

（１１） 重离子碰撞物理

以上鼓励研究方向中 ， 将优先资助强强联合 、 特点鲜明 、 目标明确 、 利用在中国建

成的实验装置开展的合作研究项目 ， 或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重要实验 、 利用国外大型实验

装置开展工作的合作研究项目 。

化学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１） 表面 、 界面化学与催化化学

（２） 纳米结构表征和纳米生物医学

（３） 超分子组装 、 结构与功能

（４） 化学生物学

（５） 新材料化学体系 （与能源 、 环境等相关）
（６） 理论与计算化学

（７） 绿色与可持续化学

生命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１） 重要组织器官发育的细胞与分子基础

（２） 基因和基因组的结构和功能

（３） 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

（４） 细胞信号转导的网络调节及效应

（５） 细胞运动的分子机制

（６） 膜系统及物质跨膜运输

（７） 干细胞特性与定向分化

（８） 免疫应答和免疫耐受的细胞和分子机制

（９） 精神 、 心理和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１０） 极端条件下的生命及其适应机制

（１１） 系统发育重建与分子进化

（１２） 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１３） 生态系统的退化机制与修复基础理论

（１４）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１５） 农作物 、 林木生物灾害预防与可持续控制

（１６） 重要动物疫病的病原学及致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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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重要水生生物养殖的关键基础问题

（１８） 食品安全的重要基础研究

（１９） 重要传染病病原体的病原学及其与宿主相互作用

（２０） 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发生发展机理

（２１） 创新药物的关键基础问题

（２２） 营养代谢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

（２３） 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机理

地球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１） 生态水文过程

（２） 土壤根际过程

（３） 晚新生代亚洲内陆干旱化过程的地质记录与演化机制

（４） 极端环境下的地微生物过程

（５） 关键生物类群的起源 、 演化及其环境制约

（６） 用于隐伏矿勘查和危机矿山深部找矿的深穿透地球化学方法和技术的基础研究

（７） 日地能量传输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８） 汶川地震及其灾后重建的地球物理问题

（９） 东亚区域云物理过程及其参数化

（１０） 地球气候系统模式的研发和应用

（１１） 西太平洋 、 东印度洋环流多时间尺度变化和海气相互作用

（１２） 近海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１３） 全球变化背景下海洋雪冰大气相互作用与极区环境演变

（１４） 现代海底热液系统与多金属成矿作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１） 信息功能材料

（２） 生物医用材料

（３） 高性能结构材料

（４） 能源材料

（５） 岩体结构的稳定性

（６） 微纳米器件及微纳系统

（７）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

（８） 生物医学前沿中的工程科学问题

（９） 城市与重大工程防灾减灾

（１０） 智能结构及系统

（１１） 深海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基础研究及关键技术

（１２） 重大装备制造科学及技术基础问题

（１３） 环境质量改善与安全保障技术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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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信息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１） 移动网络及其应用研究 ； 可信软件 ， 网络信息处理与服务

（２） 先进控制理论 、 技术及典型应用

（３）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新理论 、 新方法及其应用

（４） 微电子与光电子集成器件

（５） 新型电磁器件

（６） 空间信息处理

管理科学部鼓励研究领域

主要资助中外管理比较 、 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相关的基础性管理科学问题

的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包括协议内） 项目

为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 ， 营造有利于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良好

环境 ， 培养和造就有国际知名度的科学家和冲击科学前沿的创新群体 ， 科学基金资助基

金项目承担者在华召开国际会议 。 通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 提高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质

量 ， 扩大科学基金的国际影响 。
为鼓励承担科学基金项目的科学家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 本项目支持我国科学

家筹划和在华召开各类双边和多边学术会议 。 在华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应与基金项目密

切相关 ， 会议主题应对我国基础研究相应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配合基金优先领域 、
重大研究计划等的实施 。 另外 ， 支持承担基金项目的科学家筹办和参加根据双边协议内

在境内和境外召开的学术会议 。

国别 （地区 ） 合作与交流

亚洲 、非洲地区 、国际组织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亚洲 、 非洲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或研究理事会签订了 １１ 个双边

科技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 与 ６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 ， 包括 ２００７ 年签署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以色列科学基金会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和 ２００８ 年签署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泰国研究基金会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
1 亚洲三国前瞻计划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日本学术振兴会 （ JSPS） 和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 （ KOSEF）
共同设立的 A３ 前瞻计划 （Asia ３ Foresight P rogram） ， 联合资助中 、 日 、 韩三国科学

家在选定的战略领域共同开展世界一流水平的合作研究 ， 目的是使亚洲在该领域成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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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影响的研究中心之一 。 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 ， 达到培养青年杰出人才和共同解决区

域问题的目的 。 每年的合作领域将与前一年 NSFC 、 JSPS 、 KOSEF 共同举办的东北亚

会议主题一致 。 ２００９ 年的主题为癌症表观遗传学 。 A３ 前瞻计划作为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实施 。
三方于 １２ 月在网上同时公开征集项目 ， 每年资助两项 ， 每个项目的中方资助经费

为 ２００ 万元 ， 项目实施周期为 ３ 年 。 根据我委与 JSPS 和 KOSEF 达成的协议 ， 中日韩

三方将对进展良好和确需延续执行的项目增加两年的资助 ， 资助金额为 １５０ 万元 。 国际

合作局将会同相关科学部在项目执行两年后组织专家组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项目延续

的评审 ， 再根据与 JSPS 和 KOSEF 商定的结果 ， 确定是否给予延续资助 。
2NSFC 与 JST合作研究项目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 T） ２００４ 年开始开展 “建设环境友好

和环境低负荷型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 的合作 。 每年双方协商确定具体的合作领域 ， 并

围绕当年确定的合作领域轮流在中国和日本共同举办一次双边研讨会 。 ２００８ 年的合作

领域是 ： 生物修复在环境保护与恢复中的作用 ——— 关键过程与技术创新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Rest o ration U sing Bioremediation ： Key P rocesses and Technology） 。
通过揭示不同环境领域的关键生物修复过程 ， 阐明修复的科学原理 ， 创新生物修复技

术 ， 为环境保护与恢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途径 。 重点支持以下 ４ 个研究方向 ： ① 盐胁

迫与荒漠化生态修复 。 重点研究耐盐植物的生理与分子机制 ； 根际过程与植物适应性调

节机制 ； 荒漠化生境植物修复的限制因素与调控途径 。 ② 酸化土壤生物修复 。 重点阐明

人类活动对酸性土壤酸化过程的影响 ； 揭示植物耐酸与抗铝毒的机制 ； 酸害 、 铝害环境

的植物生态恢复机制 。 ③ 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净化 。 重点研究锌 、 镉等重金属污染土壤

植物修复的根际过程与调控途径 ； 重金属超积累植物的生理与分子机制 ； 污染农田土壤

联合修复的新技术等 。 ④ 水体污染生物净化 。 重点研究富营养化水体氮磷阻控及高效净

化的植物和微生物过程 ； 微生物群落与功能及其对水体净化的作用 。
双方将于每年 ７ 月在网上公布当年具体合作领域并公开征集项目 ， 资助合作项目不

超过 ５ 个 。 每个项目中方经费为 １００ 万元以内 。 NSFC 与 JS T 合作研究项目作为重大国

际合作研究项目实施 ， 项目实施周期为 ３ 年 。
3NSFC 与 JSPS 的双边合作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日本学术振兴会 （ JSPS） 签署的学术交流备忘录规定 ： 双方每

年共同资助 １０ 项合作交流项目 ， 实施周期为 ３ 年 ； 共同资助 ４ 项由中日科学家共同组

织召开的双边学术研讨会 ， 其中 ２ 项在中国召开 ， ２ 项在日本召开 。 双方将于每年 ６ 月

在网上公开征集项目 ， 截止日期为 ９ 月份第一个完整周的星期五 。
4NSFC 与 KOSEF 的双边合作

根据双方协议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 （ KOSEF） 共同资助包

括合作交流和双边学术研讨会等在内的双边合作与交流项目 ， 合作交流项目实施周期为

２ 年 ， 双边学术研讨会要求每方参会人员至少来自 ３ 个单位 。 双方将于每年 １０ 月在网

上公开征集项目 ， 合作交流项目和双边学术研讨会的申请截止日期分别为 １２ 月 １５ 日和

下一年度的 １ 月 １５ 日 。 每年的双边合作与交流项目由中韩基础科学联合委员会通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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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形式讨论确定 。 ２００８ 年中韩基础科学联合委员会共批准了 ３７ 项双边合作与交流项

目 ， 包括 ２５ 项合作交流项目 、 １２ 项双边学术研讨会 。 ２００９ 年双方共同资助的项目数量

在 ３７ 项左右 。
5NSFC 与 CSIR 的双边合作

根据双方协议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CSIR） 共同资助

包括合作研究和双边学术研讨会等在内的双边合作与交流项目 ， 合作交流项目实施周期

为 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双方将继续支持双边学术研讨会 ， 数量在 ４ 项以内 ； 同时将共同支持

有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 纳米科学 、 天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项目 ， 数量在 ５ 项以内 。
6NSFC 与 ISF 的双边合作

与以色列科学基金会 （ISF） 联合资助重点为纳米科学 、 信息学 、 化学科学 、 农业

和水利的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合作研究和双边研讨会 。 ２００８ 年两个研讨会的主题分别为 ：
纳米生物技术和植物的遗传修饰 。

7 其他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埃及科技研究院 、 巴基斯坦科学基金会 、 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
泰国研究基金会 、 印度科学技术部有双边合作协议 ， 联合资助双方科学家的合作交流项

目及共同组织的双边学术研讨会 ， 具体项目根据申请双边协商确定 。

国际科学组织

1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根据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合作协议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科学技术部 、

中国科学院共同资助中国科学家参与 CERN 大型强子对撞机 （LH C） 实验的重大国际

合作研究项目 。
2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 ICTP）
根据双方协议 ， 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选送约 ５０ 名数学 、 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的青

年学者去 ICTP 参加暑期研讨班 、 进行短期合作研究或博士后研究等诸多研究活动 ， 参

加活动的候选人由天元基金领导小组 、 理论物理专款领导小组以及地球科学相关领域的

基金评审组推荐产生 。
3 国际水稻研究所 （ IRRI）
根据 ２００７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际水稻所达成的协议 ， 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３ 年内 ，

双方将每年共同资助 ２ 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每项资助 １００ 万元 ， 项目实施周期 ３
年 。 双方商定的合作领域为 ： ① 水稻主要病害持久抗性基因的鉴定 、 分析和应用 ； ② 基

于水稻集约化生产的水分 、 养分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 ； ③ 水稻主要害虫可持续控制的基

础研究 ； ④ 水稻抗逆 （抗旱 、 耐高温和耐盐） 的遗传与生理机制 ； ⑤ 水稻优质高产优异

基因资源挖掘及其利用的基础研究 ； ⑥ C４ 水稻研究 。 每年 １ 月在网上公开征集项目 ，
截止日期为 ３ 月 ３１ 日 。

4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
根据 ２００６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所达成的协议 ， 在 ２０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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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３ 年内 ， 双方将每年在小麦抗病 、 优质 、 高产和玉米抗病 、 抗旱 、 高油研究领

域共同资助 ２ 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每项资助 １００ 万元 ， 项目实施周期 ３ 年 。 每年

１ 月在网上公开征集项目 ， 截止日期为 ３ 月 ３１ 日 。
5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 （ IIASA）
经国务院批准 ，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正式代表中国加入 IIASA ， 是

IIASA的 １９ 个国家成员组织 （ NMO） 之一 。 自然科学基金委鼓励中国科研人员与

IIASA各项目组开展在能源 、 环境 、 土地利用 、 水科学 、 人口等研究领域的多边合作 ，
联合申请来自各国政府机构 、 私人基金会 、 国家科学基金会 、 世界银行 、 欧盟框架计划

等的研究经费 。 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全额或部分资助若干名青年学者参加 ５ 月至 ８ 月举

办的为期 ３ 个月的 I IASA “青年学者暑期项目” （YSSP） 。 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中国科

学家与 IIASA 科学家联合申请的研讨会 、 合作交流和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２００８ 年

共资助了 ５ 名青年学者 。 有关信息和申请表格可在 IIASA 的网上下载 。 网址 ： h ttp ： ／／
w ww iiasa ac at 。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 双方将每年在复杂系统的模拟与控制机制领域共同资

助 ２ 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每项资助 １００ 万元 ， 项目实施周期 ３ 年 。 每年 １ 月在网

上公开征集项目 ， 截止日期为 ３ 月 ３１ 日 。

美洲 、大洋洲及东欧地区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洲 、 大洋洲及东欧 、 独联体地区 １２ 个国家的对口科学基金组

织或研究机构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详表参见自然基金委国际合作局网

页） 。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对规模较大的 、 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合作研究给予优先支持 。
1 美国

自然科学基金委鼓励并支持开展对美国的合作 ， 强调通过优势互补 ， 培养人才 、 产

出成果 。 对在地球科学 、 信息科学 、 网络技术 、 工程与材料科学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等领域的中美合作 ，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给予重点关注 。

中美两国科学基金会在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资助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组织双边学术

研讨会及实质性合作 。 纳入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协议框架的

项目分两类 。 第一类 ： 中方申请人可随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申报 ， 在申请中说明美方合

作者获得美 NSF 资助的情况并附美方提供的相关材料 ； 美方合作者请按照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 （NSF） 的要求办理申请手续 。 第二类 ： 中美两基金会就数学 、 化学等方向定

期共同征集的合作研究项目 ， 请关注基金委网站 “特别关注” 栏目发布的征集项目通

知 。 各领域资助的项目数和具体资助额度 ， 也请参见征集项目通知中的具体内容 。
2 俄罗斯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 （RFBR） 的协议框架下 ， ２００９ 年将继

续在数理 、 化学 、 生命 、 地学 、 材料与工程 、 信息和管理等领域共同资助合作交流 。 纳

入协议的合作交流项目执行期为两年 ， 中方每项资助 ９ 万元 。 中俄两国基金会 ２００９ 年

共同征集项目的通知 ， 将于 ２００９ 年年初在双方基金会网站上发布 。 请双方科学家根据

共同商定的合作计划 ， 按照各自国家基金会对该合作项目申请的要求 ， 分别向中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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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报送申请 。 ２００９ 年还将继续对已于 ２００８ 年征集并于 ２００９ 年执行的中俄双边会

议继续开展支持 ， 将对 ２０１０ 年度双边会议进行征集评审 ， 具体要求请关注基金委网站

“特别关注” 栏目发布的征集项目通知 。
3 加拿大

（１） ２００９ 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CIHR） 共同资助的健康研究

合作计划将继续重点支持特定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 。 合作研究项目执行期 ３ 年 ， 每年集

中受理一次 ， 中方对每个项目资助 ４５ 万元／３ 年 。 征集项目通知将于 ２００８ 年年底在双

方网站上同时发布 ， 重点支持的领域和各领域最多资助项目数将在征集项目通知中

发布 。
（２） ２００９ 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同加拿大魁北克医学基金会 （FRSQ） 将

继续不定期受理合作交流项目申请 ， 双方科学家应根据双方组织的要求 ， 分别向各自国

家的组织报送申请 。
4 澳大利亚

（１） ２００９ 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澳大利亚工业 、 创新与科研部 （DIISR） 共同资助

的 “中澳科技合作特别基金” 将继续共同征集合作交流项目 ， 征集通知将于 ２００９ 年初

在各自网站上发布 。
（２） ２００９ 年 ，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继续关注在能源 、 环境 、 生物与健康方面与澳大

利亚的合作交流 。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RC） 的合作框架下 ，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不定期受理双方感兴趣的合作交流项目申请 。

5 其他合作渠道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不定期受理纳入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捷克 、 新西兰 、 加拿大等国家其

他科学基金组织的合作交流申请 。
对集中受理的合作交流或合作研究项目 ， 请关注不同日期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

发布的各类征集项目通知和相应的批准通知 。

西欧地区

自然科学基金委 （NSFC） 与 １６ 个西欧 、 南欧和北欧国家的 ２９ 个科学基金组织或

研究理事会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 为双方科学家就共同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开展合作研究提供经费保障 ， 主要资助的项目类型包括科学家短期互访 、 双边学术研讨

会 、 合作研究 。
在平等互利 、 优势互补 、 强强联合 、 共同投入 、 风险共担 、 成果共享的原则基础

上 ， 重点加强在信息科学 、 生命科学 、 农业 、 材料科学 、 人类健康 、 能源与环境等领域

的合作 。 重点支持双边研讨会 、 实质性的合作研究项目 ， 特别是我委与协议机构共同资

助的实质性合作项目 ； 重点支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中青年优秀科研人员 、 优秀研

究群体和有一定合作基础的留学回国人员开展对欧合作 ； 鼓励我国研究人员 、 研究群体

和研究机构与欧洲的研究人员 、 研究群体和重点科研机构建立长期 、 稳定的关系 ， 开展

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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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各国合作伙伴就合作领域 、 项目类型 、 资助强度和资助内容达成

一致 。 对无申请截止日期的合作交流项目 （含双边学术研讨会） ， 由双方研究人员提前

（中方要求至少 ３ 个月） 分别向两国的基金组织提出申请 ， 由双方基金组织根据商定的

评审与审批程序 ， 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资助内容主要包括国际旅费 、 生活费和城市间交

通费以及举办学术研讨会的其他相关费用 。 对于合作研究项目 ， 一般由基金组织根据商

定的结果 ， 共同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根据商定的评审程序和办法进行评审 ， 共同做出资

助决定 ， 中方的资助经费不仅包括用于人员互访的国际旅费 、 接待来访费 ， 还包括研究

经费 。
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若干西欧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项目情况如下所述 。
1 英国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英国皇家学会 （RS） 共同资助由中英科学家开展的合作项目

（Join t P roject） ， 每年批准资助的项目数不超过 ２０ 个 ， 每个项目实施期限为 ２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为每个项目原则上提供每年最多 ５ 万元人民币 ， 用于资助中方研究人员

赴英国的国际旅费和英方研究人员在华的生活费 ； 英国皇家学会对每个项目提供每年最

多 ６ ０００ 英镑的资助 ， 用于中方研究人员在英国期间的生活费和英方研究人员访华的国

际旅费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英国皇家学会同时在两国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中方科学家直

接向我委申请 ， 英国科学家同时向英国皇家学会申请 。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继续与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EPSRC） 、 英国生物技

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BBSRC） 、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 （NERC） 、 英国医学研

究理事会 （MRC） 合作 ， 重点资助由中英两国科学家共同举办的小型双边研讨会 。 会

议的中英双方组织者分别向各自的资助机构提出申请 ， 双方资助机构在评审的基础上共

同做出资助决定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英国研究理事会根据双方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 支持

两国科学家在相关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 此类项目将经过双方协商共同发布项目征

集通知 ， 由两国科学家分别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研究理事会提交申请 ， 由自然科学基金

委与研究理事会根据商定的评审方式和程序进行评审并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资助内容主

要包括研究经费和开展交流的国际旅费和接待费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 （RSE） 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共同资助

由中国与苏格兰地区科学家开展的合作项目 ， 每个项目实施期限为 ２ 年 。 自然科学基金

委对每个项目提供每年最多 ５ 万元人民币 ， 用于资助中方研究人员赴苏格兰的国际旅费

和苏格兰研究人员在华的生活费 ； 爱丁堡皇家学会对每个项目提供每年最多 ６ ０００ 英镑

的资助 ， 用于中方研究人员在苏格兰期间的生活费和苏格兰研究人员访华的国际旅费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爱丁堡皇家学会每年共同确定合作项目的领域并同时发布项目征集通

知 。 中方科学家直接向我委申请 ， 苏格兰地区科学家同时向爱丁堡皇家学会申请 。 最后

批准的项目数由双方根据项目的申请数和质量共同确定 。
2 德国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德国科学基金会 （DFG） 签订的合作协议 ， 双方共同资助

两国科学家的短期学术访问 （通常不超过三个月） 、 双边学术研讨会 、 合作研究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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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申请程序是 ： 中德科学家向各自基金组织提出项目申请 ， 由双方基金组织评审和协商后

做出资助决定 。 同时 ，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DFG 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鼓励两国科学

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 此类项目将经过双方协商共同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由两国科学

家分别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DFG 提交申请 ， 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DFG 根据商定的评审

方式和程序进行评审 ， 并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资助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经费和开展交流的

国际旅费和接待费 。
3 法国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法国国家科研署 （ ANR） 签署的合作协议 ， 双方在共同感

兴趣的领域鼓励两国科学家和科学家团队之间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 每年双方就研究领

域和资助项目数进行协商 ， 共同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由两国科学家分别向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 ANR 提交申请 ， 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ANR 根据商定的评审方式和程序进行评审 ，
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资助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经费和开展交流的国际旅费和接待费 。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CEA） 、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INRA） 和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 （IFREMER） 签订的科

学合作协议 ， 双方在基础研究领域资助两国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项目 ， 包括合作研究 、
双边学术研讨会等 。 此外 ，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CNRS 的合作协议 ， 双方每年共同

资助两个 “中法夏季数学研讨班” ， 每年在两国发布项目申请 ， 由研讨班的中法双方的

组织者分别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CNRS 提交申请 ， 由中法夏季数学研讨班科学指导委

员会对项目申请进行评审 ， 最后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CNRS 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自然

科学基金委对每个研讨班资助 １０ 万元人民币 ， CNRS 对每个研讨班资助 ５ 万欧元 。
4 芬兰

根据与芬兰科学院 （AF） 签订的合作协议 ， 双方共同资助两国科学家的短期学术

访问与人员交流 （通常不超过三个月） 、 双边学术研讨会 。 同时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AF 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鼓励两国科学家和科学家团队之间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 。
每年双方就研究领域和资助项目数进行协商 ， 共同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由两国科学家分

别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AF 提交申请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AF 共同组织国际评审 ， 并根

据评审结果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5 丹麦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 （DNRF） 签订的合作协议 ， 每年双方

就研究领域和资助项目数进行协商 ， 共同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由两国科学家分别向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 DNRF 提交申请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DNRF 共同组织国际评审 ， 并根据评

审结果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资助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经费和开展交流的国际旅费和接待费 。
6 奥地利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奥地利科学基金会 （ FWF） 签订的合作协议 ， 双方共同支

持两国科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 。 每年 ， 双方就学术研讨会

和合作研究的领域以及资助项目数进行协商 ， 共同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 两国科学家分别

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FWF 提交申请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FWF 对学术研讨会的申请进

行独自评审 、 对合作研究项目共同组织国际评审 ， 最后共同做出资助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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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遵照 “一国两制” 和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枠 的原则 ， 自然科学

基金委继续积极支持和资助内地与香港地区科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形式多样的

合作与交流 。 内地与香港合作与交流应优势互补 、 相互促进 、 成果共享 、 共同提高 。 同

时应突出重点 、 形式灵活 ， 可以采取合作研究 、 共同举办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 、 互派

访问学者等合作方式 。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香港研究资助局共同设立联合科研基金 。

根据协议 ， 双方在 ２００９ 年度将分别投入 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和 １ ５００ 万元港币 ， 用于资助

联合科研基金项目 。 该基金资助由两地科研人员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联合申请的科

研课题 ， 重点资助领域包括 ： 信息科学 、 生物科学 、 新材料 、 海洋与环境科学 、 中医中

药研究和管理科学 。 具体申请事项请见 枟关于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联

合科研资助基金 ２００９ 年度项目申请的通知枠 。通知将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在 ２００８ 年第四

季度正式发布 。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继续支持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科学家之间有实质内容的各种合

作交流活动 ， 加强内地和澳门地区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重点资助的领域包括环境

保护城市发展 、 中医药现代化等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一贯致力于鼓励和推进海峡两岸的中国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与合

作 。 ２００９ 年将继续支持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科学家共同举办的两岸学术会议 ； 并按照

与财团法人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的约定 ， 在大气科学领域开展联合资助两岸科学家实

质性合作研究项目 ，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中德科学中心

中德科学中心是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德国科学基金会 （DFG） 共同成立的科研基

金组织 ， 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正式启用 ， 其主要任务是推动中德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内的科学合作与交流 。 双方为中德科学中心提供各 ５０ ％ 的经

费 ， ２００９ 年经费总额为 ２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中德科学中心主要资助双边学术研讨会 、 联合研究小组 、 合作项目 、 青年科学家系

列资助计划 ， 短期讲习班 、 出版物以及为进行合作而产生的前期筹划活动等 。 中心不资

助国际或多边合作与交流 。
中德科学中心随时受理来自两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学家递交的共同申请 （但需在

项目执行期的三个月之前提交） 。 申请书必须用中英文或中德文填写 ， 并直接递交给中

德科学中心 （纸质文本各 ７ 份 ， 电子版一份） 。 申请书应说明申请内容 、 申请题目 、 学

术意义 、 学术目的 、 参加者简况和具体联系方式 、 详细日程安排 、 具体经费开支内

容等 。
根据中德科学中心联合委员会的建议 ， 中德科学中心近期在水资源 、 先进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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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领域内优先资助合作研究项目 。
迄今为止 ， 中德科学中心已经受理项目申请 ５００ 余项 ， 其中近 ３００ 项得到资助 。
有关具体要求和相关内容 ， 请查阅中德科学中心网页 ：
http ： ／／ w ww sinogermanscience org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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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资 助 基 金 项 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有关部门 、 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经费设

立联合基金 ，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 引导社会资源 ，
共同资助若干特定领域和方向的基础研究 。 联合基金面向国家需求和科学重

点发展方向 ， 吸引全国范围内科研人员在相关鼓励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
从而解决关键科学问题 ， 促进产学研合作 ， 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 ， 推动我国

相关领域 、 行业 （企业） 或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
２００９ 年度发布项目指南的联合基金包括 NSAF 联合基金 、 天文联合基

金 、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 NSFC广东联合基金 、 NSFC云南联合基金 、 钢铁

联合研究基金和 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等 。 另外 ， 还有部分

与相关省 （自治区） 科技厅共同确定的地区联合资助项目 。
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的组成部分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发布指南引导申请 。 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 按照自然科学基金运行机

制和相关管理规定遴选优秀项目予以资助及管理 。 联合基金项目形成的有关

论文 、 专著 、 研究报告 、 软件 、 专利及鉴定 、 获奖 、 成果报道等 ， 须注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资助方名称） 联合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

准号）” 或作有关说明 。 申请此类项目须按项目相关类型 （如面上项目或重

点项目） 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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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F 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共同设立的联合基金 （简称

“NSAF 联合基金”） ， 旨在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办法和评审系统 ， 引导国

内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
发现新现象 、 新规律 ， 提升国防科技创新能力 ， 为国防科技领域培养所需的青年科技人

才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科学技术研究的需要

提出项目指南 。
２００８ 年共收到申请书 １０３ 份 。 经过评审组专家认真评审和最终的投票 ， 通过了建

议资助项目 ４６ 个 ， 资助经费 １ ５８４ 万元 ， 总的平均资助强度 ３４４ 万元／项 。 其中 ， 建

议资助 “重点项目” １ 项 ， 经费 １８０ 万元 ； “鼓励研究方向” １ 项 ， 经费 ３５ 万元 ； “明确

目标课题” 等 ４４ 项 ， 经费 １ ３６９ 万元 ， 平均资助强度 ３１１ 万元／项 。 有 ２５ 个单位的科

研人员获得资助 （不包括合作单位） 。
２００９ 年以 “重点项目” 、 “重点资助项目” 和 “明确目标课题” 三个部分发布 。 立

项的 “重点项目” 有 １ 项 ， 全国科研单位及高校的科研人员均可申请 ， 资助强度约为

２００ 万元／项 ； 立项的 “重点资助项目” 有 ４ 个 ， 全国科研单位及高校的科研人员均可

申请 ， 资助强度约为 ５０ 万元／项 ； “明确目标课题” 共 ４６ 个 ， 申请必须针对 ２００８ 年度

枟指南 枠 中所 列的 课 题 ， 平 均 资助 强 度约 为 ３３ 万 元／项 。 详细 情 况请 查 阅网 页

（www caep ac cn） 相关内容或与 NSAF 联合基金联合办公室联系 。

重点项目

F１ 　 非晶态合金高绝热剪切性与其在高速穿甲中 “自锐” 研究

注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研人员可申请或参加 ， 并鼓励 ２ ～ ３ 个单位合作研究 。

重点资助项目

ZD１ 　 Zpinch 内爆等离子体二维高温辐射磁流体动力学方程及其动力系统研究

ZD２ 　 辐射输运和物质能量守恒耦合方程组的逼近理论研究

ZD３ 　 多尺度方法和材料动态响应的数值模拟

ZD４ 　 １００GPa 以下材料等熵压缩动力学研究

注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研人员可申请或参加 ， 并鼓励 ２ ～ ３ 个单位合作研究 。

明确目标课题

（１） PMNPT 单晶的高频压电性能及机制研究

（２） P t 的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精密测量

（３） 水下爆炸气泡与弹性边界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研究

（４） 高能 X 射线能谱测量技术研究

（５） 强流相对论电子束在含高 Z 元素介质中的能量输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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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瞬态超宽带信号光学模／数采样技术研究

（７） 用于原位中子衍射的大腔体静高压技术研究

（８） 质子成像关键技术高能质子通量的实验研究

（９） 能谱指纹一致性判别技术

（１０） 氦在铒 、 钪氢化物中行为的动力学模拟及实验研究

（１１） 含能材料分形生长及其机理研究

（１２） 五氧化二氮的电解制备法及绿色硝化反应机制研究

（１３） 前端聚合法快速制备聚合物复合材料技术

（１４） 疏水型纳米 SiO２ 气凝胶修饰活性炭吸附硝基化合物研究

（１５） 高可焊 、 高强铝锂合金研究

（１６） 镍钛铌记忆合金宏细观力学行为研究

（１７） 基于自然树生长过程的超方向性天线设计理论与技术研究

（１８） 柔性涂层材料的可见光与红外特性兼容机制研究

（１９） 毫米波准光／空间功率合成技术

（２０） 惯性驱动的微流体导电开关原理和技术研究

（２１） 封闭球型壳体狭缝间作用力监测方法研究

（２２） 铀在陶瓷固化体中的赋存状态研究

（２３） 气体分子在金属铀表面行为的理论模拟研究

（２４） 超强飞秒激光在大尺度等离子体中传输的粒子模拟研究

（２５） 非理想等离子体的光谱特性研究

（２６） 光学材料的多波长激光损伤机制研究

（２７） 光学元件缺陷模型宏观描述方法研究

（２８） 移相式相位型计算全息非球面测试技术研究

（２９） 新型硅基苯并环丁烯单体的设计合成及其聚合机理研究

（３０） 电镀／化学镀纯铁机理与镀膜工艺研究

（３１） 低温下多孔储氢材料表面吸附特性动力学的理论研究

（３２） 锆杂化乙烯基笼形倍半硅氧烷的合成与应用研究

（３３） 精密光栅拼接的微结构误差分析及诊断研究

（３４） 高温等离子体 X 射线曲面晶体单色成像谱学研究

（３５） 用分子动力学 （MD） 方法研究气固界面的相互作用

（３６） 强耦合等离子体中电子输运系数的理论计算

（３７） 导体电爆炸物理特性研究

（３８） 基于系统电磁学的电子系统电磁效应评估方法

（３９） 基于等离子体的新型可重构天线研究

（４０） 高功率毫米波聚束传输特性与技术研究

（４１） 逆向中子输运问题的数值方法研究

（４２） 非均匀增益液体激光介质的输出特性研究

（４３） 径向偏振激光腔镜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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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用于光学系统的阻尼合金材料与结构特性研究

（４５） 光学镀膜元件的应力面形演化及其控制技术

（４６） 三维碰撞接触瞬态动力学 MPI 并行算法研究与实现

注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不能作为项目申请人或项目组成员参加申请 。
以上所列题目的具体研究内容 、 成果形式等 ， 请参阅单行本或网页 （w ww caep

ac cn） 相关信息内容 。

申请注意事项

NSAF 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 、 评审和管理 ，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进

行 。 另外 ， 申请者需注意如下几点 ：
（１） “NSAF 联合基金”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负责受理并组织

评审 。
（２） 请申请者在申请书的 “资助类别” 栏填写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附注说明”

栏填写 “NSAF 联合基金” ， 申请代码 １ 均选择 A０６ ， 申请代码 ２ 按实际研究方向选择

相关代码 。 并请在申请书正文开头首先说明拟申请 “NSAF 联合基金” 指南中的 “重点

项目” 、 “重点资助项目” 或 “明确目标课题” 相应条目的题目 、 内容 ， 如 ： 【本申请针

对 “明确目标课题” （１０） 氦在铒 、 钪氢化物中行 为的动力学模拟及实验 研究提

出 ， … … 】 ， 以便同行评议专家评议时清楚了解申请者所针对的题目和内容 。
（３） “重点项目” 须在 “亚类说明” 填写 “重点项目” ， 按重点项目管理 。
（４） “重点资助项目” 和 “明确目标课题” ， 须在 “亚类说明” 填写 “面上项目” ，

按面上项目管理 。
（５）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不能作为项目申请人或项目组成员参加 “明确

目标课题” 申请 ， 即不能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列入申请的正式名单中 ； 但

可以申请或参与 “重点项目” 和 “重点资助项目” ； “重点项目” 和 “重点资助项目” 鼓

励 ２ ～ ３ 个单位优势互补 ， 合作研究 。
（６） 申请项目经评审组评审通过后 ， 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将收到签订 “NSAF 联合基

金协议书” 的通知 。 申请人接到通知后 ， 要及时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基金办联系 ， 在

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协议书签订工作 。
（７） 承担 “NSAF 联合基金” 项目需吸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青年科研人员作为

参研青年参加研究工作 ， 具体要求在 “NSAF 基金协议书” 中落实 。
（８） 资助项目在执行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包括发表论文 、 专著 、 专利 、 奖励等 ，

必须标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基金资助” ， 或 “Sup
por ted by NSA F” 。 并按照项目指南中要求的 “成果形式” 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结题资料 （详见协议） 。
（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根据年度进展和结题报告材

料 ， 组织多种形式的跟踪检查和结题验收评审 。
（１０） 在申请项目时 ， 申请人可以通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基金办公室了解相关课

题的需求背景和要求 。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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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基金办公室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地 　 址 ： 四川绵阳 ９１９ 信箱 ６ 分箱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邮 　 编 ： ６２１９００
联系人 ： 刘喜珍 　 蒲钔 联系人 ： 刘强 　 曹瑛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６９１０ ， ６２３２７１８２ 电 　 话 ： ０８１６２４８４４８７

天文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天文联合基金 ， 面向全国科研单位

（尤其鼓励非天文单位） ， 旨在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 、 资助和管理系统的优势 ， 充

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已建成的国家研究平台 （实测基地） 的功能和作

用 ， 促进高等院校和其他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有效地利用这些设施开展天文研究 ， 开拓

空间天文研究新领域 ， 培养相关领域高素质人才 ， 提升我国天文学的创新能力和在国际

上的学术地位 ， 使我国天文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
天文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 ， 只参加研究项目系列的限项

总数 （３ 项） 的检索 ， 不参加面上项目或重点项目查重 。 重点项目不单独逐项发布指

南 ， 申请者可围绕下述 １ ～ ５ 方面重要科学问题 ， 自由选择项目名称 、 研究内容 、 研究

方案和研究经费 。 第 ６ 方面的内容不在重点项目支持范围内 。 ２００９ 年度天文联合基金

拟资助重点项目 ３ ～ ６ 项 。
天文联合基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 ， 项目的申请 、 评审和管理 ， 按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天文联合基金

协议进行 。 ２００９ 年度资助经费 １ ５００ 万元 。

2009 年度主要受理以下六个方面的申请

（１） 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系统以外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利用中国科学院天

文台系统所属的光学 、 射电 、 红外等天文观测设备和数据资料开展的宇宙学 、 星系 、 恒

星 、 太阳和太阳系以及基础天文等领域的观测和理论研究 （仅此项内容不允许中国科学

院天文台系统研究人员作为负责人进行申请 ， 但可以作为项目组成员） ；
（２） 空间天文探测技术研究 ， 包括空间天文探测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天文卫星关

键技术的前期预先研究等 ；
（３） 与天文探测相关的高能 、 紫外 、 光学 、 红外和射电技术方法 ， 包括微弱光电子

信号探测 、 存储和传输技术 ， 与天文望远镜相关的高能 、 光学 、 红外和无线电技术 ， 自

动控制技术和机械等 ；
（４） 海量天文数据存储 、 计算 、 共享及虚拟天文台技术 ；
（５） 基础天文学方法及其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应用中产生的关键科学问题 ；
（６） 围绕在建或拟建大型天文观测设备的前沿科学问题而开展的分析研究 ， 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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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制 、 测试和运行提供科学指导 。 具体包括 ： 前沿科学问题和科学目标的选取和论

证 ； 观测模式和策略的选取 、 优化以及具体观测对象的遴选 ； 观测数据的处理和信息提

取 ， 误差的分析和控制 ； 观测实验模拟和理论模型的建立等 （此项研究内容仅受理面上

项目申请）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需认真阅读 枟指南枠 相关部分 ， 了解有关实施办法 、 要

求 、 责任和限项说明等 。 详细情况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http ： ／／ www
nsfc gov cn 查阅或与数理科学部天文科学处联系 。

（２） 该联合基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系统之外院校和研究所人员

的申请项目 ， 鼓励天文领域之外高校的研究人员与天文领域的合作研究 。 中国科学院天

文台系统的科研人员不能作为项目申请人申请指南所述第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可以作为

项目组成员） ， 但可申请或参与申请指南所述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
（３） 申请项目应符合 枟指南枠 的范围与要求 ， 项目名称 、 具体研究方案 、 研究内容

和目标等由申请者提出 ， 鼓励申请者提出具有创新学术思想的研究方案 。 申请书项目基

本信息中的资助类别选择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选择 “面上项目” 或 “重点

项目” ， 附注说明选择 “天文联合基金” 。 申请代码 １ 均选择 A０３ ； 申请代码 ２ 根据项目

内容或方向选择相关代码 。
（４） 申请书正文开头首先说明 ： 拟申请研究天文联合基金指南中哪一方面的内容

（共六方面） 。
（５） 资助项目在执行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包括发表论文 、 专著 、 专利 、 奖励等 ，

必须标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天文联合基金资助” 。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联系人 ： 董国轩 　 电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１８９

刘喜珍 　 电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６９１０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以下简称民航

总局） 共同出资设立 。 该联合研究基金面向全国 ， 旨在吸引国内高等院校 、 科研机构的

科研人员参与以民用航空科技发展为背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提升民用航空科

技的源头创新能力 ， 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 ， 为实现民航事业从大国走向强国

的跨越做出贡献 。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民航总局共同协商 ， 决定自 ２００７ 年起设立为期 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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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期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 年度总经费 ８００ 万元 。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之一由双方共同管

理 。 鼓励非民航系统与民航系统研究人员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研究 。
２００８ 年民航联合研究基金受理重点项目 ３ 项 ， 资助 ２ 项 ； 受理面上项目 ８１ 项 ， 涉

及管理 、 工程与材料 、 信息等相关领域 ， 共资助 ２５ 项 ， 资助率为 ３０６ ％ 。
２００９ 年民航联合研究基金拟资助重点项目 ２ 项 、 面上项目约 ２０ 项 ； 重点项目平均

资助强度 １５０ 万元／项 。

2009 年面上项目主要研究领域

新航行系统理论与技术 ， 民航系统仿真技术 ， 航空安全基础理论与技术 ， 空中智能

交通与信息安全 ， 安全检查新理论与方法 ； 系统可靠性与系统安全性理论及方法 （申请

代码 １ 选择 F０１ ，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１ 和 F０３ 中的相应代码） 。
国家空域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 航空安全管理与航空犯罪预防控制理论 、 突发事件应

急决策系统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F０１ ，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３ 和管理科学部中的相应代码） 。
与机场道面相关的新材料及岩土工程理论 ， 飞机新材料 、 新工艺理论与技术 （申请

代码 １ 选择 F０１ ， 申请代码 ２ 选择工程材料科学部中的相应代码） 。

2009 年重点项目研究领域

（１） 飞机地面结冰预测基础理论及除／防冰关键技术研究

（２） 通用航空机载电子信息综合平台关键问题基础研究

（３） 新型常用航空发动机全系统全寿命预知维修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选择 “面上项目” 或 “重
点项目” ， 附注说明选择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F０１” ， “申请代码

２” 按本指南主要研究领域选择对应的申请代码 。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人事科教司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地 　 址 ： 北京东四西大街 １５５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邮 　 编 ： １００７１０
联系人 ： 熊小芸 联系人 ： 许洪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１４７ 电 　 话 ： ０１０６４０９２６０６
Email ： xiongxy ＠ nsfc gov cn Email ： x uhongnew ＠ a tmb net cn

NSFC广东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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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C广东联合基金） ， 旨在吸引和凝聚广东及全国各地优秀科学家 ， 重点解决广东及

珠三角地区经济 、 社会 、 科技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 促进广东的科

技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
NSFC广东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 ， 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请 。 有关项目申请 、 评审和管理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有关

规定和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实施细则枠 执行 。
２００９ 年度 NSFC广东联合基金计划安排资助经费约 ４ ８００ 万元 ， 受理以下 ５ 个研

究领域申请 ， 以资助重点项目为主 ， 资助强度为 １５０ 万 ～ ２５０ 万元／项 ， 同时支持少部

分较高强度的面上项目 ， 资助强度为 ３０ 万 ～ ６０ 万元／项 。 欢迎全国符合条件的科学技

术人员按本项目指南范围和要求提出申请 。

一 、 农业领域

1 华南红壤性土壤改良

围绕华南地区红壤性土壤对农业生产 、 食品安全 、 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

重大需求 ， 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华南退化红壤的生态恢复及其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３０５）
2 农作物优质 、 高效与健康生产

针对热带亚热带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等的优质 、 高效与健康生产问题 ， 开展农作物的

抗病抗逆性机理及其有机生产的生态学机制的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稻田生物多样性利 用的生态学效应与 生态过程 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１０５）
（２） 茄科蔬菜高温高湿 条件下抗病抗逆的 分子机理 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４０２）
3 畜禽病害防治与营养调控

针对华南地区畜禽主要疫病及控制开展基础性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严重影响我国养殖业的猪链球菌和猪蓝耳病等致病机理的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

择 C１２０２０６）
（２） 畜禽营养代谢的分子机制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２０１０４）
4 农业生态环境修复与综合治理

针对集约化农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 ， 开展生物修复 、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基础研

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湿地对农业面源污染物中氮磷的净化机理与调控机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１０５）
（２） 抗污染低累积重金属农作物品种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２１０）
5 农业信息与工程技术

针对现代农业与精确农业发展的需要 ， 开展农产品的自动化收获 、 农作物农田生

态环境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水果机械无损采摘的技术原理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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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珠江三角洲区域农作物农田环境系统重要信息的快速获取与解析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１０５）
6 食品安全

以热带 、 亚热带地区食品污染中常见且致病性较强的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 副溶

血性弧菌 、 诺瓦克病毒和轮状病毒等为对象 ， 开展其监测及危害机制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南方常见重要食源性致病病原体检测及危害机制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２０２０３）

二 、 人口与健康领域

1 南方地区重大疾病和常见病

针对华南地区常见重大疾病 ， 重点开展疾病发生机制 、 诊断 、 预防和治疗相关的基

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消化系统肿瘤转移的分子机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７１００２）
（２） 慢性肾脏病诊断和预后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４０１０５）
（３） 深部真菌感染防治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４０３０３）
2 创新性药物的基础研究

基于华南地区重大疾病的发生 、 发展和转归机制以及疾病治疗新靶点 ， 有针对地开

展创新性药物的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创新性化学药物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８０２０１）
（２） 抗肿瘤蛋白药物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８０１０５）
3 干细胞

以治疗 、 修复或再造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 “再生医学” 为主线 ， 开展有自主创新和

重大应用前景的前沿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 的重编程机制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０６１００８）
（２） 胚胎干细胞体内构建组织器官的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０６１００４）
（３） 干细胞治疗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０６１００８）
4 中医理论与中药现代化

针对岭南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和岭南地区常见疾病 ， 在继承与发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的

同时 ， 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其他现代学科的相互渗透 ， 将中药现代化与创新性药物的研究

相结合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以岭南中草药为基源的新药发现与评价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８０２０１）
（２） 基于中医证候分类的岭南常见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９０１０３）
三 、 资源与环境领域

1 珠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机理与控制

针对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呈现典型的二次污染的特点 ， 研究该区域城市群大气二次

污染物的特征 、 形成机制 、 转化过程 、 传输规律及控制策略 ； 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新污染物 、 持久性毒害有机污染物污染特征 、 健康风险与调控机理 ； 研究典型行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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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污泥 、 废气控制和资源化的新技术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典型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物成因机制和减排途径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３）
（２） 电子废弃物处理 POPs 高风险区的污染特征 、 人群暴露与调控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３）
（３） 典型行业污水 、 污泥 、 废气高效处理过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３）
2 南海海洋资源与环境

重点开展南海近海环境的变化及对广东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影响 、 南海矿产资源开发

的前期基础及南海北部地壳稳定性及地质灾害的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机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６）
（２） 珠江口海域重要污染物迁移转化及控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６）
（３） 南海近海富营养化驱动下的生态环境变异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６）
（４） 南海北部及陆缘新构造运动及地壳稳定性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６）
3 华南矿产资源与矿山环境

以作为我国多种金属矿产主要产地之一的华南花岗岩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 ， 开展金

属矿床成矿规律 、 矿山典型污染物污染特征与修复机理 、 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等关键问题

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华南花岗岩地区金属矿床成矿机理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２）
（２） 华南花岗岩地区矿山及周边地区典型污染物污染特征与环境修复机制 （申请代

码 ２ 选择 D０２）
（３） 华南重要矿产资源及矿业废弃物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２）

四 、 材料与工程领域

1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及器件

围绕新一代无机非金属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及器件技术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

方向 ：
（１） 新一代稀土光子玻璃光纤及其微器件制造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２）
（２） 微纳结构及其量子光电子器件原理与制备技术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２）
（３） 可见与近红外发光金属有机杂化材料的设计合成与电光／光电器件研究 （申请

代码 ２ 选择 E０２）
2 高分子复合和杂化材料的基础研究

重点围绕广东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和杂化材料 ， 凝练出关键性科

学问题 ， 开展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聚合物无机物杂化材料的基本科学问题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３）
（２） 可再生高性能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３）
3 面向精密电子设计和数控装备的现代制造理论 （申请代码 2 选择 E05）
4 节能新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 ：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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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耗能行业换热设备的节能理论与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６）
（２） 室内热湿与空气品质节能高效处理的关键热物理问题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６）

五 、 电子信息领域

1 数字创意与现代信息服务

围绕数字创意与现代信息服务发展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数字媒体信息智能处理与数据挖掘技术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２）
（２） 新型人机交互理论与技术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３）
（３） 信息服务的 RFID 理论与技术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１）
2 平板显示与立体视频

围绕平板显示与立体视频发展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新型平板柔性显示技术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５）
（２） 面向平板电视的新型色彩机制与处理方法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５）
（３） 立体视频处理与传输技术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F０１）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者在填报申请书前应认真阅读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枠 、 枟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联合基金实施细则枠 、 枟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申报有关事项的通告枠 以及本 枟指南枠 ， 了解有关规定 、 要求 、
责任 和 资 助 范 围 等 。 有 关 文 件 请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网 站 h ttp ： ／／
w ww nsfc gov cn 查阅 。

（２） 本联合基金申请项目须使用 ２００９ 年新版申请书 。 申请书简表填写时 ：
“资助类别” 栏目选择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 栏目选择 “重点项目”

或 “面上项目” ； “附注说明” 栏目选择 “NSFC广东联合基金” 。
“申请代码 １” 栏目必须按照下述领域分类代码填写 ： 农业领域 L０１ ， 人口与健康

领域 L０２ ， 资源与环境领域 L０３ ， 材料与工程领域 L０４ ， 电子信息领域 L０５ 。
“申请代码 ２” 按照本 枟指南枠 各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标注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 。
（３） 本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 鼓励申请者与广东省内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究条件的

大学或研究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 对合作研究项目 ， 须在申请书中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内

容 、 主要分工等有关问题 。
（４） 本联合基金申请项目应符合本 枟指南枠 的范围与要求 。 项目名称 、 具体研究方

案 、 研究内容和目标等由申请人提出 ， 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书中详细论述已具备的相关研

究条件 、 前期研究基础 、 工作进展等 。 鼓励申请人提出具有创新学术思想的研究方案 。
（５） 本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 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 （职称） 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能申请本联合基金项目 １ 项或参加申请本联合基金项

目最多不超过 ２ 项 。
（６） 本联合基金项目参与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项检索 。 即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 （含参加） 和承担 （含参加） 国家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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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面上项目 、 重点项目 、 重大项目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 按面上项目或与重点项目管

理的各类专项项目 ［项目执行期在 １２ 个月 （含） 以内及特殊说明的除外］ 以及本联合

基金项目的总数不超过 ３ 项 。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计划局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联系人 ： 刘权 　 朱蔚彤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６８７２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０１９
Email ： zhuw t ＠ nsfc gov cn 　 liuquan ＠ nsfc gov cn

广东省科技厅

地 　 址 ： 广东省广州市连新路 １７１ 号大院信息大楼

邮 　 编 ： ５１００３３
联系人 ： 陈为民

电 　 话 ： ０２０８３１６３８８１
Email ： chenwm ＠ gdstc gov cn

NSFC云南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联合基金 （以下简称 NSFC
云南联合基金） ， 旨在贯彻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枠 ，
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 实施 “建设创新型云南科技行动计划” ， 吸引和集聚全国的优

秀科技人才 ， 围绕云南省及周边地区经济 、 社会 、 科技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问题开展基础研究 ， 带动云南省的科技发展和人才队伍的建设 ，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

际竞争力 ， 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
NSFC云南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 。 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请 ， 有关项目申请 、 评审和管理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有关

管理办法和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项目实施细则枠 执行 。
２００９ 年度 NSFC云南联合基金计划安排项目资助经费约 ２ ７００ 万元 ， 主要受理以

下 ４ 个研究领域的重点项目申请 ， 资助强度为 １５０ 万 ～ ２５０ 万元／项 。 欢迎全国符合条

件的科学技术人员按照本项目指南范围和要求提出申请 。

一 、 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针对高原山地重要经济生物 ， 开展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 （物种 、 遗传和生态） 研究 。
1 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利用

主要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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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原理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４１２）
（２） 云南特有野生花卉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５０４）
2 畜牧渔业资源及利用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云南特有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及利用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２０１０１）
（２） 澜沧江 、 怒江 、 金沙江及高原湖泊生态变化对鱼类生存环境影响研究 （申请代

码 ２ 选择 C１２０３０３）
3 经济植物资源及利用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云南特有果树 、 茶树资源保护与利用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５０１）
（２） 橡胶林种植优化模式的构建及复垦模式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０４０７０１）
（３） 三七 、 核桃优良品种选育与病虫害防治机理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１０５０１）

二 、 人口与健康领域

1 利用云南特色资源 ， 针对人类重大疾病开展药物发现基础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放线菌 、 真菌的活性物质分析及其作用机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８０２０６）
（２） 云南民族医药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９１００２）
（３） 特有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８０２０６）
2 针对云南及周边地区的重大区域性疾病与民族地区高发病 、 遗传病 ， 开展发生

机理 、 遗传特性及防治方法的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民族地区高发病 、 肿瘤及遗传病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５０６）
（２） 热带 、 亚热带 地区高发病 、 传染病防 治的基 础研究 （申 请代码 ２ 选择

C１５０５０１）
（３） 毒品成瘾及戒断 、 艾滋病治疗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C０９０３０１）

三 、 资源与环境领域

1 云贵高原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是云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 针对

高原湖泊 、 湿地保护与污染治理的新理论 、 新思路 、 新方法 ， 开展基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高原湖泊污染的动态变化规律与防控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１）
（２） 高原湿地演变与生态环境保护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１）
2 云南及其比邻地区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富集区 ， 对我国的矿产资源安全和云南矿

产支柱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的分布规律 、 成矿机理与找矿新方法是研

究的重点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青藏高原东缘多金属矿成矿机理及探矿找矿的新方法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４４１·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D０２）
（２） 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及其修复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２）
（３） 云南地热资源形成机理及开发利用的环境效应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２）
3 针对高原山地河谷的形成机制 、 变化趋势和影响以及强震活动的动力背景等基

础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云贵高原山地河谷的形成机制 、 演变特征及资源环境效应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２）
（２） 青藏高原东缘强震活动规律与板缘动力学机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D０２）

四 、 矿产资源利用与新材料领域

针对云南产业优势及其需求 ， 瞄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理论 、 方法 ， 以及具有前瞻

性和有可能突破的重大材料科学问题 ， 开展基础研究 ， 为云南矿产及高新技术产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储备 。
1 有色金属 、 非金属冶金／加工新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低品位 、 难选冶复杂矿选冶与分离新方法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４）
（２） 太阳能级多晶硅大规模制备新方法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２ 、 E０４）
（３） 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再资源化的新方法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４）
2 有色金属 、 非金属新材料制备与加工技术的基础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高强韧泡沫金属的制备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１ 、 E０４）
（２） 贵金属材料塑性加工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１ 、 E０５）
（３） 红外探测器新型材料制备的方法及应用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１ 、 E０２）
3 其他

主要研究方向 ：
（１） 低纬高原太阳能高效综合利用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２ 、 E０６）
（２） 有色冶金中低温余热高效回收利用的基础研究 （申请代码 ２ 选择 E０４）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者在填报申请书前应认真阅读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枠 、 枟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项目实施细则枠 以及本枟指南枠 ， 了解有关规定 、
要求 、 责任和资助范围等 。 有关文件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http ： ／／w ww
nsfc gov cn 查阅 。

（２） 本联合基金申请项目须使用 ２００９ 年最新版申请书 。 申请书简表填写时 ：
“资助类别” 选择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 选择 “重点项目” ； “附注说

明” 选择 “NSFC云南联合基金” 。
“申请代码 １” 必须按照下述领域分类代码选择 ： 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选择 L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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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健康领域选择 L０２ ， 资源与环境领域选择 L０３ ，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领域

选择 L０７ 。
“申请代码 ２” 按照本枟指南枠 各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标注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 。
（３） 本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 鼓励申请人与云南省内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究条件的

大学或研究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 对合作研究项目 ， 须在申请书中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内

容 、 主要分工等有关问题 。
（４） 申请项目应符合本枟指南枠 的资助范围与要求 。 项目名称 、 具体研究方案 、 研

究内容和目标等由申请人提出 ， 要求申请人按照重点项目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 。
（５） 本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 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 （职称） 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能申请本联合基金项目 １ 项或参加申请本联合基金项

目最多不超过 ２ 项 。
（６） 本联合基金项目参与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项检索 。 即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 （含参加） 和承担 （含参加）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 重点项目 、 重大项目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 按面上项目或与重点项目管

理的各类专项项目 ［项目执行期在 １２ 个月 （含） 以内及特殊说明的除外］ 以及本联合

基金项目的总数不超过 ３ 项 。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计划局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联系人 ： 陈钟 　 朱蔚彤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６８７２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０１９
Email ： zhuw t ＠ nsfc gov cn

云南省科技厅

地 　 址 ：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５４２ 号省科技大楼

邮 　 编 ： ６５００５１
联系人 ： 薛启荣 　 毕红

电 　 话 ： ０８７１３１６３１８７ ， ０８７１３１４０９４１
Email ： bihong ＠ ynst net cn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共同设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 第一 、 二期协议经费已经全部立项完毕 。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实施第三期合作协议 ， ２００９ 年为第三期合作

协议最后一年 ， 拟资助经费总额为 １ ２００ 万元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的目的是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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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钢铁工业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战略 ， 开展前瞻性 、 创新性的研究 ， 促进知识创新和

技术创新的结合 ， 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冶金与材料新技术 、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 提升传统

产业 ， 提高我国钢铁冶金工业竞争力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面向全国 ， 资助的重点是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迫切需要的冶金新技

术及有关工艺 、 材料 、 能源 、 环境 、 装备 、 信息等方面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的

基础研究项目 。
钢铁联合基金的申请 、 评审和管理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和重点项

目的有关管理办法和程序执行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负责组织评

审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管理 。
钢铁联合基金提倡学科交叉和产 、 学 、 研结合 ， 优先支持青年科技人才 ， 鼓励非冶

金系统院校和研究院所申请 ， 并鼓励进一步争取其他渠道经费的联合资助 。

2009 年度面上项目资助以下研究领域

1 钢铁行业中低温废热回收及资源化利用

2 不锈钢相组织控制技术基础特别是双相不锈钢热加工行为和表面氧化机理

3 合金中温脆性和钢铁连铸坯横向开裂

4 厚板激光高效焊接基础

5 GH4169 合金黑斑问题

6 奥氏体不锈钢 、 镍基耐蚀合金晶界工程技术

7 铁素体不锈钢表面折皱形成机理

8 薄板表面缺陷检测激光光谱原位分析技术

9 贫铁矿 、 煤颗粒多元流态化磁化焙烧过程

10 环境友好型高炉炼铁新技术

11 钢铁企业蒸汽系统的动态平衡优化

12 基于图像融合技术的高温铸坯表面缺陷的可靠检测

2009 年受理下列领域的重点项目申请

1Corex 冶炼工艺中煤裂化机理 （申请代码 2 ： E0414）
主要针对煤裂化机理和裂解过程反应模型进行研究 ， 解决工艺参数优化和煤质选择

问题 。
2 取向硅钢抑制剂的行为与控制 （申请代码 2 ： E0416）
通过研究硅钢抑制剂生成的热力学 、 动力学性质 ， 得到从冶炼 、 连铸到热轧 、 中间

退火 、 冷轧 、 最终退火等全工序过程中抑制剂的变化规律 ， 揭示抑制剂对取向电工钢组

织及性能的影响规律 。
3 新一代汽车用先进高强钢 （申请代码 2 ： E0416）
研究高强度钢板在高速变形条件下的变形行为及微观组织演化规律 ； 研究显微组织

对高强钢板动态变形的影响规律 ； 研究 TRIP 高强钢板动态变形过程中相变诱发塑性机

理 ； 研究高强度钢板动态变形行为的表征及构件碰撞性能的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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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高温合金大型锻坯凝固偏析 （申请代码 2 ： E041603）
枝晶偏析与元素扩散之间的关系及工业条件下可消除的枝晶偏析极限条件 ， 揭示凝

固条件 、 铸态组织和元素偏析之间的关系 ， 建立可预测凝固组织和元素偏析的基本

模型 。
5 钢铁冶金过程 CO2 减排新技术 （申请代码 2 ： E0414）
6 钢铁工业新工艺 、 新技术领域自由申请重点项目 （申请代码 2 ： E0414）
拟从上述领域中选出 ４ 个重点项目予以资助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项目类别仅限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两类 ； 在申请书的基本信息表中 ， “资助类

别” 栏选择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 栏选择 “面上项目” 或 “重点项目” ，
“附注说明” 栏选择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 “申请代码 １” 必须填写 “E０４” ， “申请代码

２” 按照本 枟指南枠 各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标注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 ；
（２） 本联合基金的面上项目与重点项目均纳入相应项目类型的限项范围 ， 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检索查重 ；
（３） 凡与宝钢集团公司下属各单位联合申请的项目 ， 需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科

技发展部备案 ；
（４） 项目获资助后 ， 由获资助项目的依托单位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知识产

权协议 ， 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备案 。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联系人 ： 朱旺喜 　 车成卫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１３６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１４５
传 　 真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１３３
Email ： e４m ＠ nsfc gov cn 　 metala ＠ nsfc gov cn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

地 　 址 ：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 １８１３ 号 　 宝山宾馆南楼 ３４２９ ＃ 房间

邮 　 编 ： ２０１９００
联系人 ： 汪正洁

电 　 话 ： ０２１２６６４５２１５
传 　 真 ：０２１２６６４７７８０
Email ： wangzj ＠ baostee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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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美国微软公司亚洲研究院 （简称 “微软亚洲研究院”）
拟对自然科学基金的部分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进行联合资助 ， 资助领域包括网络技术 、
多媒体技术 、 人机界面技术 、 自然语言理解 、 信息安全以及图形图像技术等 ， 总经费

６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共收到联合资助面上项目申请 ３１ 项 ， 资助 ７ 项 ， 资助率 ２２６ ％ ， 平均资助强

度 ３０ 万元／项 ； 收到联合资助重点项目申请 ４ 项 ， 资助 ２ 项 ， 平均资助强度 １９５ 万元／项 。
２００９ 年拟联合资助面上项目 ８ 项 ， 项目执行期为 ３ 年 ， 资助强度 ３０ 万 ～ ３５ 万元／项 ；

拟联合资助重点项目 ２ 项 ， 资助强度 １８０ 万 ～ ２００ 万元／项 ， 项目执行期为 ４ 年 。

拟联合资助的重点项目领域

（１） 面向 WEB 环境的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 ；
（２） 基于无线网络的应急搜救关键技术研究 。
申请书的 “资助类别” 选择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 选择 “面上项目”

或 “重点项目” ， “附注说明” 选择 “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F０２” ， “申请代码 ２” 选择与研究内容相关或相近的申请代码 。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微软亚洲研究院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４９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５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０
联系人 ： 刘克 联系人 ： 吴枫

电 　 话 ： ０１０６２３２７１４１ 电 　 话 ： ０１０５８９６３１１９
Email ： liuke ＠ nsfc gov cn Email ： feng wu ＠ microso ft com

地区联合资助项目

在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部分省 、 自治区签订联合资助某一

特定领域的申请项目 ， 旨在共同资助具有地方优势与特色或者地方急需的项目 ， 为培养

人才 、 促进当地经济 、 社会发展服务 。
项目基本信息的 “资助类别” 选择 “地区科学基金” 、 “亚类说明” 为空 ， “附注说

明” 填写所申请的领域名称 。
1 中药 、 藏药治疗慢性高原病药物及配方筛选研究

慢性高原病包括高原衰退 、 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 高原心脏病 、 高原高血压 、 高原低

血压等 ， 慢性高原病发病率高 ， 总发病率在 ６０ ％ 以上 。 目前慢性高原病的治疗还未突

破 ， 研究还不系统 ， 还没有建立药物筛选评估系统 ， 在药物组合上 ， 还没有筛选出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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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 藏药配方 。
通过研究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系统和实验体系 ， 筛选出对治疗慢性高原病的有针对

性的药物 １ 或 ２ 种 ， 研究其治病的机理 。
申请条件 ： 西藏自治区所辖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

受理部门 ： 生命科学部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１９０７）
2 新疆盐生植物耐盐分子机理的研究

以新疆盐生植物为研究对象 ， 筛选和鉴定耐盐和抗氧化相关功能基因 （以耐盐碱和

抗氧化性状为主） ， 分析盐胁迫时盐生植物代谢过程中关键基因的表达变化 ， 从分子水

平上阐明新疆不同盐生植物对盐胁迫响应的分子机理 ， 并从新疆盐生植物中筛选出用于

基因干涉研究的模式盐生植物材料 ， 为利用新疆盐生植物降低新疆荒漠土壤含盐量 、 增

加土壤有机质和改良盐碱土壤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
申请条件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

受理部门 ： 生命科学部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０２０４）
3 不同放牧制度对半干旱区草地生产力形成的影响研究

以宁夏半干旱退化草地为研究对象 ， 采用动态监测 、 控制试验和模型模拟等方法 ，
系统研究由自由放牧到封育禁牧及控制放牧制度下退化草地的群落特征 、 不同采食强度

下的植物补偿性生长 、 植被地上和地下生产力结构与动态 ， 以及相应的土壤水分与养分

动态 ， 分析补偿生长在半干旱草地的发生类型和发生条件 ， 探讨不同放牧制度对退化草

地生产力维持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制 ， 为半干旱区退化草地优化利用及适应性管理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
申请条件 ： 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

受理部门 ： 生命科学部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０３０６）
4 木薯新种质创建的基础研究

木薯已成为广西生物质能源开发中的最重要的作物 ， 但对于控制木薯农艺性状的分

子生物学基础 ， 目前基本上仍是空白 。 主要研究方向 ： 木薯关键生长期的基因表达谱及

其与生物学性状和生理指标的关系 ； 木薯关键生长期的蛋白表达谱及其与生物学性状和

生理指标的关系 ； 木薯产量 、 品质和抗逆性状相关的关键代谢途径和关键基因的发掘与

创新 。
申请条件 ： 广西壮族自治区所辖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

受理的科学部 ： 生命科学部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１１０２）
5 毛竹半纤维素组成和结构特点的研究

毛竹是江西省最丰富的森林资源之一 。 毛竹加工产生大量的边角残余物 ， 加强毛竹

残余物的增值利用将可以大大提高江西省农林业的经济效益 。 毛竹中半纤维素的存在形

态及其与木素之间的化学结合方式也是先进的有机溶剂制浆工业和生物质精炼工业所关

心的基础问题 。
毛竹半纤维素组成和结构特点的研究旨在探明不同年龄毛竹特定部位 ， 以及成年毛

竹不同部位中半纤维素的化学组成与结构 ， 包括单糖组成 、 单糖之间的连接顺序与连接

方式 、 支链分布情况 ， 以及半纤维素与木质素之间的连接方式等 。 研究成果将为拓展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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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的应用领域和提高毛竹的利用价值提供理论基础 。
申请条件 ： 江西省所辖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

受理部门 ： 生命科学部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０４０３）
6 内蒙古地区家畜优异特色基因的发掘和研究

立足于内蒙古地区优良地方家畜品种在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经过漫长的自然和人

工选择所形成的优良特性 ， 如抗逆性强 、 抗病力高 、 肉品质好等性状 ， 利用基因组分

析 、 RNA 差异显示 、 组织原位杂交 、 SSR 等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 发掘其特色优异基

因 ， 筛选主效基因 、 功能基因和辅助分子标记 ， 为培育抗逆性强 、 优质高产的新品

（种） 系提供基因资源 。
申请条件 ： 内蒙古自治区所辖大学的研究人员

受理部门 ： 生命科学部 （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１２０１０２）
7 布鲁氏菌致病及跨宿主感染的分子机制研究

针对近年来新疆布鲁氏菌病发病率高 ，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发展的态势 ， 以

布鲁氏菌新疆分离株为主要研究对象 ， 通过比较基因组学 、 免疫蛋白组学 、 酵母双杂交

和质谱分析等技术寻找布鲁氏菌新疆分离株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关键分子 ， 探索布鲁

氏菌感染并长期寄居于宿主体内的分子机制 ； 研究新疆分离株与标准株的差异结合蛋

白 ， 揭示新疆分离株的致病和跨宿主感染的分子机制 ， 为布鲁氏菌病的药物靶点的选

择 、 诊断和新型疫苗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申请条件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大学的研究人员

受理部门 ： 生命科学部 （申请代码 １ 选择 C１２０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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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项 目
专项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会为专门支持或加强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而设

立的专款资助项目 ， 目前包括数学天元基金和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等 ， 其

中数学天元基金项目不参加各类项目的限项检索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

目计入重点项目的限项范围 。 希望引起申请者的特别注意 。

·２５１·



数学天元基金

数学天元基金是国家为支持我国数学科学在 ２１ 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设立

的数学专项基金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 。 本项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的数学研究经费统一用于对数学研究的支持 。 主要资助以下 ７ 个类型 ：
（１） 研究生数学暑期学校 、 大学生数学暑期学校 、 中学生数学夏令营 、 西部青年教

师培训 ；
（２）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 ；
（３） 讲习班 、 研讨班 、 学术年会 、 数学论坛 、 专题国际合作等学术交流 ；
（４） 图书和杂志的出版 、 建立计算网络 ；
（５） 数学教育 、 数学传播和数学史的研究 ；
（６） 数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前期研究 ；
（７） 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研究 。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数学研究事业 ， 加强学科领域的交

叉与融合而设立的 。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的受理范围 ： 全国具有数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

位 ； 申请条件 ： 年龄 ３５ 岁以下且获博士学位 ３ 年以内 ， 不是未出站博士后 。
通过讲习班 、 研讨班 、 学术年会 、 数学论坛 、 专题国际合作等学术交流活动推动和

完善数学多分支的建设 ， 加强数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应用 ， 注意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

的发展 ， 起到推动数学和其他学科交叉的孵化器作用 。
以上资助项目除研究生暑期学校以外 ， 大学生数学暑期学校 、 中学生数学夏令营 、

西部青年教师培训采用自由申请和委托办理相结合的方式 ， 其余均采用自由申请的方

式 ， 具体事项可与数学科学处和数学天元基金办公室联系 。
数学天元基金的受理时间 ：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 与 “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研究”

受理时间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相同 ， 其余项目应在项目执行期 ３ 个月之前提交申请 ， 最

迟提交时间不得晚于本年 ７ 月底 。
无论哪类申请都要统一填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 ， 项目类别选择 “专项基金项

目” ， 亚类说明选择 “数学天元基金” 。 附注说明 ：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 项目请填写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 ， “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研究” 项目请填写 “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

研究” ， 其他类型请填写 “数学天元” 其他项目 ， 申请代码选择相应的数学代码 。 项目

执行期限 １ 年 。
请登录到 ht tp ： ／／ww w ． nsfc ． gov ． cn ， 点击 “下载中心” ， 下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书 。 由本单位科研处按正常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程序 ， 将纸质申

请书一式一份报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数学科学处 ， （北京 ８６１０ 信箱 ，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５） ， 相应的电子版申请书发送到 support ＠ mail ． nsfc ． gov ． cn 。

数学天元基金将每年召开学术领导小组会议 ， 讨论数学天元基金的工作 ， 审批天元

基金项目 ； 将在 枟数学进展枠 和 枟中国数学会通信枠 期刊上及时向数学界通报新的

情况 。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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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用于资助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所急需的重要科学仪器的创新

性研制或改进 ， 优先资助推动基础研究有重要作用的科学仪器的研究以及创新性科学仪

器研制当中的基础性科学问题的研究 。
由科学部组织并推荐已有较好研究基础的研究队伍申请 。

申请注意事项

（１） 申请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资助项目应使用通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 ， 申

请书的 “项目类别” 选择 “专项基金项目” ， “亚类说明” 选择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

款” ； 采用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正文撰写提纲 。
（２）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的资助年限为 ３ 年 ， 资助强度根据当年资助规模确定 ，

单项资助强度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
（３） 本专项基金项目计入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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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代 码

A ．数理科学部

A01 　 数学

A0101 　 数论

A０１０１０１ 　 解析数论

A０１０１０２ 　 代数数论

A０１０１０３ 　 数论应用

A0102 　 代数学

A０１０２０１ 　 群及其表示

A０１０２０２ 　 李群与李代数

A０１０２０３ 　 代数群与量子群

A０１０２０４ 　 同调与 K 理论

A０１０２０５ 　 环与代数

A０１０２０６ 　 编码与密码

A０１０２０７ 　 代数几何

A0103 　 几何学

A０１０３０１ 　 整体微分几何

A０１０３０２ 　 复几何与代数几何

A０１０３０３ 　 几何分析

A0104 　 拓扑学

A０１０４０１ 　 代数拓扑与微分拓扑

A０１０４０２ 　 低维流形上的拓扑

A０１０４０３ 　 一般拓扑学

A0105 　 函数论

A０１０５０１ 　 多复变函数论

A０１０５０２ 　 复动力系统

A０１０５０３ 　 单复变函数论

A０１０５０４ 　 调和分析与小波分析

A０１０５０５ 　 函数逼近论

A0106 　 泛函分析

A０１０６０１ 　 非线性泛函分析

A０１０６０２ 　 算子理论与算子代数

A０１０６０３ 　 空间理论

A0107 　 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A０１０７０１ 　 泛函微分方程

A０１０７０２ 　 定性理论与稳定性理论

A０１０７０３ 　 分支理论与混沌

A０１０７０４ 　 微分动力系统与哈密

顿系统

A０１０７０５ 　 拓扑动力系统与遍历论

A0108 　 偏微分方程

A０１０８０１ 　 几何 、 物理和力学中

的偏微分方程

A０１０８０２ 　 非线性椭圆和非线性

抛物方程

A０１０８０３ 　 混合型 、 退化型偏微

分方程

A０１０８０４ 　 非线性发展方程和无

穷维动力系统

A0109 　 数学物理

A０１０９０１ 　 规范场论与超弦理论

A０１０９０２ 　 可积系统及其应用

A0110 　 概率论与随机分析

A０１１００１ 　 马氏过程与遍历论

A０１１００２ 　 随机分析与随机过程

A０１１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A０１１００４ 　 极限理论

A0111 　 数理统计

A０１１１０１ 　 抽样调查与试验设计

A０１１１０２ 　 时间序列与多元分析

A０１１１０３ 　 数据分析与统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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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2 　 运筹学

A０１１２０１ 　 线性与非线性规划

A０１１２０２ 　 组合最优化

A０１１２０３ 　 随机最优化

A０１１２０４ 　 可靠性理论

A0113 　 控制论中的数学方法

A０１１３０１ 　 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

理论

A０１１３０２ 　 随机系统的控制理论

A0114 　 应用数学方法

A０１１４０１ 　 信息论

A０１１４０２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

A０１１４０３ 　 生物数学

A０１１４０４ 　 不确定性的数学理论

A０１１４０５ 　 分形论及应用

A0115 　 数理逻辑和与计算机相关的数学

A０１１５０１ 　 数理逻辑

A０１１５０２ 　 公理集合论

A０１１５０３ 　 计算复杂性与符号计算

A０１１５０４ 　 机器证明

A0116 　 组合数学

A０１１６０１ 　 组合设计

A０１１６０２ 　 图论

A０１１６０３ 　 代数组合与组合矩阵论

A0117 　 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

A０１１７０１ 　 偏微分方程数值计算

A０１１７０２ 　 流体力学中的数值计算

A０１１７０３ 　 一般反问题的计算方法

A０１１７０４ 　 常微分方程数值计算

A０１１７０５ 　 数值代数

A０１１７０６ 　 数值逼近与计算几何

A０１１７０７ 　 谱方法及高精度数值

方法

A０１１７０８ 　 有限元和边界元方法

A０１１７０９ 　 多重网格技术及区域

分解

A０１１７１０ 　 自适应方法

A０１１７１１ 　 并行算法

A02 　 力学

A0201 　 力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方法

A０２０１０１ 　 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

数学方法

A０２０１０２ 　 物理力学

A０２０１０３ 　 力学中的反问题

A0202 　 动力学与控制

A０２０２０１ 　 分析力学

A０２０２０２ 　 动力系统的分岔与混沌

A０２０２０３ 　 运动稳定性及其控制

A０２０２０４ 　 非线性振动及其控制

A０２０２０５ 　 多体系统动力学

A０２０２０６ 　 转子动力学

A０２０２０７ 　 弹道力学与飞行力学

A０２０２０８ 　 载运工具动力学及其

控制

A０２０２０９ 　 多场耦合与智能结构

动力学

A0203 　 固体力学

A０２０３０１ 　 弹性力学与塑性力学

A０２０３０２ 　 损伤与断裂力学

A０２０３０３ 　 疲劳与可靠性

A０２０３０４ 　 本构关系

A０２０３０５ 　 复合材料力学

A０２０３０６ 　 智能材料与结构力学

A０２０３０７ 　 超常环境下材料和结

构的力学行为

A０２０３０８ 　 微纳米力学

A０２０３０９ 　 接触 、 摩擦与磨损力学

A０２０３１０ 　 表面 、 界面与薄膜力学

A０２０３１１ 　 岩体力学和土力学

A０２０３１２ 　 结构力学与结构优化

A０２０３１３ 　 结构振动 、 噪声与控制

A０２０３１４ 　 流固耦合力学

A０２０３１５ 　 制造工艺力学

A０２０３１６ 　 实验固体力学

A０２０３１７ 　 计算固体力学

A0204 　 流体力学

A０２０４０１ 　 湍流与流动稳定性

A０２０４０２ 　 水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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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０２０４０３ 　 空气动力学

A０２０４０４ 　 非平衡流与稀薄气体

流动

A０２０４０５ 　 多相流与渗流

A０２０４０６ 　 非牛顿流与流变学

A０２０４０７ 　 流动噪声与气动声学

A０２０４０８ 　 流动控制和优化

A０２０４０９ 　 环境流体力学

A０２０４１０ 　 工业流体力学

A０２０４１１ 　 微重力流体力学

A０２０４１２ 　 交通流与颗粒流

A０２０４１３ 　 电磁与多场耦合流体

力学

A０２０４１４ 　 实验流体力学

A０２０４１５ 　 计算流体力学

A0205 　 生物力学

A０２０５０１ 　 组织与器官系统力学

A０２０５０２ 　 细胞 、 亚细胞 、 生物

大分子力学

A０２０５０３ 　 仿生 、 生物材料与运

动生物力学

A0206 　 爆炸与冲击动力学

A０２０６０１ 　 爆炸力学

A０２０６０２ 　 冲击动力学

A03 　 天文学

A0301 　 宇宙学

A０３０１０１ 　 宇 宙学 模型 和 参数 、

早期宇宙

A０３０１０２ 　 宇宙结构的形成和演

化及观测宇宙学

A０３０１０３ 　 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

A0302 　 星系和类星体

A０３０２０１ 　 银河系

A０３０２０２ 　 星系形成 、 结构和演化

A０３０２０３ 　 星系相互作用和并合 ；

活动星系核

A0303 　 恒星与星际物质

A０３０３０１ 　 恒星结构和演化与恒

星大气

A０３０３０２ 　 变星和激变变星 、 双

星和多星系统

A０３０３０３ 　 恒星形成与早期演化 、
星际介质和星际分子

A０３０３０４ 　 晚期演化和致密天体

及其相关高能过程

A０３０３０５ 　 太阳系外行星系统

A0304 　 太阳和太阳系

A０３０４０１ 　 太 阳 磁 场 和 太 阳 发

电机

A０３０４０２ 　 太阳 日冕 物质 抛 射 、
耀 斑 、 日 珥 和 其 他

活动

A０３０４０３ 　 日震学和太阳内部结

构 ； 太阳黑子和太阳

活动周期变化

A０３０４０４ 　 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

及太阳系中行星 、 卫

星和其他小天体

A０３０４０５ 　 太阳爆发活动对日地

空间天气的影响

A0305 　 天体中基本物理过程的理论和

实验

A０３０５０１ 　 天文中基本物理过程

和天体辐射过程的理

论和实验

A０３０５０２ 　 实验室天体物理

A0306 　 天体测量和天文地球动力学

A０３０６０１ 　 天文参考系及星表

A０３０６０２ 　 相对论天体测量

A０３０６０３ 　 天文地球动力学及天

体测量学的应用

A０３０６０４ 　 时间与频率

A0307 　 天体力学和人造卫星动力学

A０３０７０１ 　 人造天体 、 太阳系小

天体 、 行星 系统和恒

星系统动力学

A０３０７０２ 　 N 体问题 、 非线性和

相对论天体力学

A0308 　 天文技术和方法

A０３０８０１ 　 光学 、 紫外和红外天

文技术与方法

A０３０８０２ 　 射电 、 毫米波和亚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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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波天文技术与方法

A０３０８０３ 　 高能天体物理技术方

法和空间天文技术与

方法

A０３０８０４ 　 海量数据处理及数值

模拟天文技术与方法

A0309 　 中 、 西方天文学史

A0310 　 天文学同其他学科的交叉

A04 　 物理学 I
A0401 　 凝聚态物性 I ： 结构 、 力学和热

学性质

A０４０１０１ 　 固体结构和人工微结构

A０４０１０２ 　 软物质和液体的结构

与性质

A０４０１０３ 　 凝聚态物质的力学 、
热学性质 ， 相变和晶

格动力学

A０４０１０４ 　 凝聚态物质的 （非电

子） 输运性质

A０４０１０５ 　 薄膜和纳米结构的形成

A０４０１０６ 　 表面 ， 薄膜和纳米结

构的表征和分析

A０４０１０７ 　 表面 、 界面 、 介观系

统 、 纳米系统的非电

子性质

A0402 　 凝聚态物性 II ： 电子结构 、 电

学 、 磁学和光学性质

A０４０２０１ 　 块体材料的电子态

A０４０２０２ 　 强关联电子系统

A０４０２０３ 　 电子输运过程 ： 电导 、

光电导 、 磁电导

A０４０２０４ 　 表面 、 界面和低维系

统的电子结构及电学

性质

A０４０２０５ 　 介观系统和人工微结

构的电子结构 、 光学

和电学性质

A０４０２０６ 　 超导电性

A０４０２０７ 　 磁有序系统

A０４０２０８ 　 低维 、 介观和人工微

结构的磁性

A０４０２０９ 　 介电 、 压电 、 热电和

铁电性质

A０４０２１０ 　 凝聚态物质的光学和

波谱学 、 物质与粒子

的相互作用和辐射

A０４０２１１ 　 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

物理

A０４０２１２ 　 量子计算中的凝聚态

物理问题

A０４０２１３ 　 软物质 、 有机和生物材

料的电子结构和物理

A０４０２１４ 　 生命现象中的凝聚态

物理问题

A０４０２１５ 　 凝聚态物理中的新效

应及其他问题

A0403 　 原子和分子物理

A０４０３０１ 　 原子和分子结构理论

A０４０３０２ 　 原子 、分子 、 光子相互

作用与光谱

A０４０３０３ 　 原子分子碰撞过程及

相互作用

A０４０３０４ 　 大分子 、 团簇与特殊

原子分子性质

A０４０３０５ 　 极端条件下的原子分

子物理

A０４０３０６ 　 外场中的原子分子性

质及其操控

A０４０３０７ 　 量子信息中的原子分

子物理问题

A０４０３０８ 　 与原子 、 分子有关的

其他物理问题

A0404 　 光学

A０４０４０１ 　 光的传播和成像

A０４０４０２ 　 信息光学中的物理问题

A０４０４０３ 　 光源 、 光学器件和光

学系统中的物理问题

A０４０４０４ 　 纤维光学和集成光学

中的物理问题

A０４０４０５ 　 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A０４０４０６ 　 超强 、 超快光物理

A０４０４０７ 　 微纳光学与光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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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０４０４０８ 　 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

A０４０４０９ 　 非线性光学

A０４０４１０ 　 光学材料中物理问题

及固体发光

A０４０４１１ 　 激光光谱学及高分辨

高灵敏光谱方法

A０４０４１２ 　 X 射线 、 红外 、 T Hz
物理

A０４０４１３ 　 光学在生命科学中的

应用

A０４０４１４ 　 与光学有关的其他物

理问题和交叉学科

A0405 　 声学

A０４０５０１ 　 线性与非线性声学

A０４０５０２ 　 水声和海洋声学及空

气动力声学

A０４０５０３ 　 超声学 、 量子声学和

声学效应

A０４０５０４ 　 噪声 、 噪声效应及其

控制

A０４０５０５ 　 生理 、 心理声学和生

物声学

A０４０５０６ 　 语言声学 、 乐声及声

学信号处理

A０４０５０７ 　 声学换能器 、 声学测

量方法和声学材料

A０４０５０８ 　 信息科学中的声学问题

A０４０５０９ 　 建筑声学与电声学

A０４０５１０ 　 与声学有关的其他物

理问题和交叉学科

A05 　 物理学 II
A0501 　 基础物理学

A０５０１０１ 　 物理学中的数学问题

与计算方法

A０５０１０２ 　 经典物理及其唯象学

研究

A０５０１０３ 　 量子物理及其应用

A０５０１０４ 　 量子信息学

A０５０１０５ 　 统计物理学与复杂系统

A０５０１０６ 　 相对论 、 引力与宇宙学

A0502 　 粒子物理学和场论

A０５０２０１ 　 场和粒子的一般理论

及方法

A０５０２０２ 　 量子色动力学 、 强相

互作用和强子物理

A０５０２０３ 　 电 弱相互作用及其唯

象学

A０５０２０４ 　 非标准模型及其唯象学

A０５０２０５ 　 弦论 、 膜论及隐藏的

空间维度

A０５０２０６ 　 非加速器粒子物理

A０５０２０７ 　 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

A0503 　 核物理

A０５０３０１ 　 原子核结构与特性研究

A０５０３０２ 　 原子核高激发态 、 高自

旋态和超形变

A０５０３０３ 　 核裂变 、 核聚变 、 核

衰变

A０５０３０４ 　 重离子核物理

A０５０３０５ 　 放射性核束物理 、 超重

元素合成及反应机制

A０５０３０６ 　 中高能核物理

A０５０３０７ 　 核天体物理

A0504 　 核技术及其应用

A０５０４０１ 　 离子束与物质相互作

用和辐照损伤

A０５０４０２ 　 离子束核分析技术

A０５０４０３ 　 核效应分析技术

A０５０４０４ 　 中子技术及其应用

A０５０４０５ 　 加速器质谱技术

A０５０４０６ 　 离子注入及离子束材

料改性

A０５０４０７ 　 核技术在环境科学 、
地学和考古中的应用

A０５０４０８ 　 核技术在工 、 农业和

医学中的应用

A０５０４０９ 　 新概念 、 新原理 、 新

方法

A0505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实验方法与技术

A０５０５０１ 　 束流物理与加速器技术

A０５０５０２ 　 荷电粒子源 、 靶站和预

加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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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０５０５０３ 　 束流传输和测量技术

A０５０５０４ 　 反应堆物理与技术

A０５０５０５ 　 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

A０５０５０６ 　 探测技术和谱仪

A０５０５０７ 　 辐射剂量学和辐射防护

A０５０５０８ 　 实验数据获取与处理

A０５０５０９ 　 新原理 、 新方法 、 新

技术 、 新应用

A0506 　 等离子体物理

A０５０６０１ 　 等离子体中的基本过

程与特性

A０５０６０２ 　 等离子体产生 、 加热

与约束

A０５０６０３ 　 等离子体中的波与不

稳定性

A０５０６０４ 　 等离子体中的非线性

现象

A０５０６０５ 　 等离子体与物质相互

作用

A０５０６０６ 　 等离子体诊断

A０５０６０７ 　 强粒子束与辐射源

A０５０６０８ 　 磁约束等离子体

A０５０６０９ 　 惯性约束等离子体

A０５０６１０ 　 低温等离子体及其应用

A０５０６１１ 　 空间和天体等离子体

及特殊等离子体

A0507 　 同步辐射技术及其应用

A０５０７０１ 　 同步辐射光源原理和

技术

A０５０７０２ 　 自由电子激光原理和

技术

A０５０７０３ 　 束线光学技术和实验

方法

B ．化学科学部

B01 　 无机化学

B0101 　 无机合成和制备化学

B０１０１０１ 　 合成与制备技术

B０１０１０２ 　 合成化学

B0102 　 元素化学

B０１０２０１ 　 稀土化学

B０１０２０２ 　 主族元素化学

B０１０２０３ 　 过渡金属化学

B０１０２０４ 　 丰产元素与多酸化学

B0103 　 配位化学

B０１０３０１ 　 固体配位化学

B０１０３０２ 　 溶液配位化学

B０１０３０３ 　 功能配合物化学

B0104 　 生物无机化学

B０１０４０１ 　 金属蛋白 （酶） 化学

B０１０４０２ 　 生物微量元素化学

B０１０４０３ 　 细胞生物无机化学

B０１０４０４ 　 生物 矿化及生物界 面

化学

B0105 　 固体无机化学

B０１０５０１ 　 缺陷化学

B０１０５０２ 　 固相反应化学

B０１０５０３ 　 固体表面与界面化学

B０１０５０４ 　 固体结构化学

B0106 　 物理无机化学

B０１０６０１ 　 无机化合物结构与性质

B０１０６０２ 　 理论无机化学

B０１０６０３ 　 无机光化学

B０１０６０４ 　 分子磁体

B０１０６０５ 　 无机反应热力学与动

力学

B0107 　 无机材料化学

B０１０７０１ 　 无机固体功能材料化学

B０１０７０２ 　 仿生材料化学

B0108 　 分离化学

B０１０８０１ 　 萃取化学

B０１０８０２ 　 分离技术与方法

B０１０８０３ 　 无机膜化学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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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09 　 核放射化学

B０１０９０１ 　 核化学与核燃料化学

B０１０９０２ 　 放射 性药物和标记 化

合物

B０１０９０３ 　 放射分析化学

B０１０９０４ 　 放射 性废物处理和 综

合利用

B0110 　 同位素化学

B0111 　 无机纳米化学

B0112 　 无机药物化学

B0113 　 无机超分子化学

B0114 　 有机金属化学

B0115 　 原子簇化学

B0116 　 应用无机化学

B02 　 有机化学

B0201 　 有机合成

B０２０１０１ 　 有机合成反应与试剂

B０２０１０２ 　 复杂 化合物的设计 与

合成

B０２０１０３ 　 选择性有机反应

B０２０１０４ 　 催化与不对称反应

B０２０１０５ 　 组合合成

B0202 　 金属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２０１ 　 金属 络合物的合成 与

反应

B０２０２０２ 　 生物金属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２０３ 　 金属有机材料化学

B0203 　 元素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３０１ 　 有机磷化学

B０２０３０２ 　 有机硅化学

B０２０３０３ 　 有机硼化学

B０２０３０４ 　 有机氟化学

B0204 　 天然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４０１ 　 甾体及萜类化学

B０２０４０２ 　 中草药与植物化学

B０２０４０３ 　 海洋天然产物化学

B０２０４０４ 　 天然产物合成化学

B０２０４０５ 　 微生物与真菌化学

B0205 　 物理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５０１ 　 活泼中间体化学

B０２０５０２ 　 有机光化学

B０２０５０３ 　 立体化学基础

B０２０５０４ 　 有机分子结 构与反应

活性

B０２０５０５ 　 理论与计算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５０６ 　 有机超分子 与聚集体

化学

B０２０５０７ 　 生物物理有机化学

B0206 　 药物化学

B０２０６０１ 　 药物分子设计与合成

B０２０６０２ 　 药物构效关系

B0207 　 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７０１ 　 多肽化学

B０２０７０２ 　 核酸化学

B０２０７０３ 　 蛋白质化学

B０２０７０４ 　 糖化学

B０２０７０５ 　 仿生模拟酶与酶化学

B０２０７０６ 　 生物催化与生物合成

B0208 　 有机分析

B０２０８０１ 　 有机分析方法

B０２０８０２ 　 手性分离化学

B０２０８０３ 　 生物有机分析

B0209 　 应用有机化学

B０２０９０１ 　 农用化学品化学

B０２０９０２ 　 食品化学

B０２０９０３ 　 香料与染料化学

B0210 　 绿色有机化学

B0211 　 有机分子功能材料化学

B０２１１０１ 　 功能有机分 子的设计

与合成

B０２１１０２ 　 功能有机分 子的组装

与性质

B０２１１０３ 　 生物有机功能材料

B03 　 物理化学

B0301 　 结构化学

B０３０１０１ 　 体相结构

B０３０１０２ 　 表面结构

B０３０１０３ 　 溶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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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０３０１０４ 　 动态结构

B０３０１０５ 　 光谱与波谱学

B０３０１０６ 　 纳米及介观结构

B０３０１０７ 　 方法与理论

B0302 　 理论和计算化学

B０３０２０１ 　 量子化学

B０３０２０２ 　 化学统计力学

B０３０２０３ 　 化学动力学理论

B０３０２０４ 　 计算模拟方法与应用

B0303 　 催化化学

B０３０３０１ 　 多相催化

B０３０３０２ 　 均相催化

B０３０３０３ 　 仿生催化

B０３０３０４ 　 光催化

B０３０３０５ 　 催化表征方法与技术

B0304 　 化学动力学

B０３０４０１ 　 宏观动力学

B０３０４０２ 　 分子动态学

B０３０４０３ 　 超快动力学

B０３０４０４ 　 激发态化学

B0305 　 胶体与界面化学

B０３０５０１ 　 表面活性剂

B０３０５０２ 　 分散体系与流变性能

B０３０５０３ 　 表面／界面吸附现象

B０３０５０４ 　 超细粉和颗粒

B０３０５０５ 　 分子组装与聚集体

B０３０５０６ 　 表面／界面表征技术

B0306 　 电化学

B０３０６０１ 　 电极过程动力学

B０３０６０２ 　 腐蚀电化学

B０３０６０３ 　 材料电化学

B０３０６０４ 　 光电化学

B０３０６０５ 　 界面电化学

B０３０６０６ 　 电催化

B０３０６０７ 　 纳米电化学

B０３０６０８ 　 化学电源

B0307 　 光化学和辐射化学

B０３０７０１ 　 超快光谱学

B０３０７０２ 　 材料光化学

B０３０７０３ 　 等离子体化学与应用

B０３０７０４ 　 辐射化学

B０３０７０５ 　 感光化学

B０３０７０６ 　 光化学与光物理过程

B0308 　 热力学

B０３０８０１ 　 化学平衡与热力学参数

B０３０８０２ 　 溶液化学

B０３０８０３ 　 量热学

B０３０８０４ 　 复杂流体

B０３０８０５ 　 非平衡态热 力学与耗

散结构

B０３０８０６ 　 统计热力学

B0309 　 生物物理化学

B０３０９０１ 　 结构生物物理化学

B０３０９０２ 　 生物光电化学与热力学

B０３０９０３ 　 生命过程动力学

B０３０９０４ 　 生物物理化 学方法与

技术

B0310 　 化学信息学

B０３１００１ 　 分子信息学

B０３１００２ 　 化学反应和 化学过程

的信息学

B０３１００３ 　 化学数据库

B０３１００４ 　 分子信息处理中的算法

B04 　 高分子科学
B0401 　 高分子合成化学

B０４０１０１ 　 高分子设计与合成

B０４０１０２ 　 配位聚合与离子型聚合

B０４０１０３ 　 高分子光化 学与辐射

化学

B０４０１０４ 　 生物参与的 聚合与降

解反应

B０４０１０５ 　 缩聚反应

B０４０１０６ 　 自由基聚合

B0402 　 高分子化学反应

B０４０２０１ 　 高分子降解与交联

B０４０２０２ 　 高分子接枝与嵌段

B０４０２０３ 　 高分子改性反应与方法

B0403 　 功能与智能高分子

B０４０３０１ 　 吸附与分离功能高分子

B０４０３０２ 　 高分子催化剂和高分子

试剂

B０４０３０３ 　 医用与药用高分子

B０４０３０４ 　 生物活性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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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０４０３０５ 　 液晶态高分子

B０４０３０６ 　 光电磁功能高分子

B０４０３０７ 　 储能与换能高分子

B０４０３０８ 　 高分子功能膜

B０４０３０９ 　 仿生高分子

B0404 　 天然高分子与生物高分子

B０４０４０１ 　 基于可再生资源高分子

B0405 　 高分子组装与超分子结构

B０４０５０１ 　 超分子聚合物

B０４０５０２ 　 超支化与树形高分子

B0406 　 高分子物理与高分子物理化学

B０４０６０１ 　 高分子溶液

B０４０６０２ 　 高分子聚集态结构

B０４０６０３ 　 高分子转变与相变

B０４０６０４ 　 高分子形变与取向

B０４０６０５ 　 高分 子纳米微结构 及

尺寸效应

B０４０６０６ 　 高分子表面与界面

B０４０６０７ 　 高分子结构与性能关系

B０４０６０８ 　 高分子测试及表征方法

B０４０６０９ 　 高分子流变学

B０４０６１０ 　 聚电解质与高分子凝胶

B０４０６１１ 　 高分子塑性与黏弹性

B０４０６１２ 　 高分子统计理论

B０４０６１３ 　 高分子理论计算与模拟

B0407 　 应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B０４０７０１ 　 高分子加工原理与新

方法

B０４０７０２ 　 高性能聚合物

B０４０７０３ 　 高分子多相与多组分

复合体系

B０４０７０４ 　 聚合反应动力学及聚

合反应过程控制

B０４０７０５ 　 杂化高分子

B０４０７０６ 　 高分子循环利用

B05 　 分析化学

B0501 　 色谱分析

B０５０１０１ 　 气相色谱

B０５０１０２ 　 液相色谱

B０５０１０３ 　 离子色谱与薄层色谱

B０５０１０４ 　 毛细管电泳及电色谱

B０５０１０５ 　 微流控系统与芯片分析

B０５０１０６ 　 色谱柱固定相与填料

B0502 　 电化学分析

B０５０２０１ 　 伏安法

B０５０２０２ 　 生物电分析化学

B０５０２０３ 　 化学修饰电极

B０５０２０４ 　 微电极与超微电极

B０５０２０５ 　 光谱电化学分析

B０５０２０６ 　 电化学传感器

B０５０２０７ 　 电致化学发光

B0503 　 光谱分析

B０５０３０１ 　 原子发射与吸收光谱

B０５０３０２ 　 原子荧光与 X 射线荧

光光谱

B０５０３０３ 　 分子荧光与磷光光谱

B０５０３０４ 　 化学发光与生物发光

B０５０３０５ 　 紫外与可见光谱

B０５０３０６ 　 红外与拉曼光谱

B０５０３０７ 　 光声光谱

B０５０３０８ 　 共振光谱

B0504 　 波谱分析与成像分析

B0505 　 质谱分析

B0506 　 分析仪器与试剂

B０５０６０１ 　 联用技术

B０５０６０２ 　 分析仪器关键部件 、
配件研制

B０５０６０３ 　 分析仪器微型化

B０５０６０４ 　 极端条件下分析技术

B0507 　 热分析与能谱分析

B0508 　 放射分析

B0509 　 生化分析及生物传感

B０５０９０１ 　 单分子 、 单细胞分析

B０５０９０２ 　 纳米生物化学分析方法

B０５０９０３ 　 药物与临床分析

B０５０９０４ 　 细胞与病毒分析

B０５０９０５ 　 免疫分析化学

B０５０９０６ 　 生物分析芯片

B0510 　 活体与复杂样品分析

B0511 　 样品前处理方法与技术

B0512 　 化学计量学与化学信息学

B0513 　 表面 、形态与形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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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０５１３０１ 　 表面 、 界面分析

B０５１３０２ 　 微区分析

B０５１３０３ 　 形态分析

B０５１３０４ 　 扫描探针形貌分析

B06 　 化学工程及工业化学

B0601 　 化工热力学和基础数据

B０６０１０１ 　 状态方程与溶液理论

B０６０１０２ 　 相平衡

B０６０１０３ 　 化学平衡

B０６０１０４ 　 热力学理论及计算机

模拟

B０６０１０５ 　 化工基础数据

B0602 　 传递过程

B０６０２０１ 　 化工流体力学和传递

性质

B０６０２０２ 　 传热过程及设备

B０６０２０３ 　 传质过程

B０６０２０４ 　 颗粒学

B０６０２０５ 　 非常规条件下的传递

过程

B0603 　 分离过程

B０６０３０１ 　 蒸馏蒸发与结晶

B０６０３０２ 　 干燥与吸收

B０６０３０３ 　 萃取

B０６０３０４ 　 吸附与离子交换

B０６０３０５ 　 机械分离过程

B０６０３０６ 　 膜分离

B０６０３０７ 　 非常规分离技术

B0604 　 化学反应工程

B０６０４０１ 　 化学反应动力学

B０６０４０２ 　 反应器原理及传递特性

B０６０４０３ 　 反应器的模型化和优化

B０６０４０４ 　 流态化技术和多相流

反应工程

B０６０４０５ 　 固定床反应工程

B０６０４０６ 　 聚合反应工程

B０６０４０７ 　 电化学反应工程

B０６０４０８ 　 生化反应工程

B０６０４０９ 　 催化剂工程

B0605 　 化工系统工程

B０６０５０１ 　 化学过程的控制与模拟

B０６０５０２ 　 化工系统的优化

B0606 　 无机化工

B０６０６０１ 　 基础无机化工

B０６０６０２ 　 工业电化学

B０６０６０３ 　 精细无机化工

B０６０６０４ 　 核化工与放射化工

B0607 　 有机化工

B０６０７０１ 　 基础有机化工

B０６０７０２ 　 精细有机化工

B0608 　 生物化工与食品化工

B０６０８０１ 　 生化反应动力学及反

应器

B０６０８０２ 　 生化分离工程

B０６０８０３ 　 生化过程的优化与控制

B０６０８０４ 　 生物催化过程

B０６０８０５ 　 天然产物及农产品的

化学改性

B０６０８０６ 　 生物医药工程

B０６０８０７ 　 绿色食品工程与技术

B0609 　 能源化工

B０６０９０１ 　 煤化工

B０６０９０２ 　 石油化工

B０６０９０３ 　 燃料电池

B０６０９０４ 　 天然气及碳化工

B０６０９０５ 　 生物质能源化工

B0610 　 化工冶金

B0611 　 环境化工

B０６１１０１ 　 环境治理中的物理化

学原理

B０６１１０２ 　 三废治理技术中的化

工过程

B０６１１０３ 　 环境友好的化工过程

B０６１１０４ 　 可持续发展环境化工

的新概念

B0612 　 资源化工

B０６１２０１ 　 资源有效利用与循环

利用

B０６１２０２ 　 材料制备的化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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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环境化学

B0701 　 环境分析化学

B０７０１０１ 　 无机污染物分离分析

B０７０１０２ 　 有机污染物分离分析

B０７０１０３ 　 污染物代谢产物分析

B０７０１０４ 　 污染物形态分离分析

B0702 　 环境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１ 　 大气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２ 　 水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３ 　 土壤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４ 　 固体废弃物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５ 　 放射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６ 　 纳米材料污染化学

B０７０２０７ 　 复合污染化学

B0703 　 污染控制化学

B０７０３０１ 　 大气污染控制化学

B０７０３０２ 　 水污染控制化学

B０７０３０３ 　 土壤污染控制化学

B０７０３０４ 　 固体 废弃物污染控 制

化学

B0704 　 污染生态化学

B０７０４０１ 　 污染 物赋存形态和 生

物有效性

B０７０４０２ 　 污染物与生 物大分子

的相互作用

B０７０４０３ 　 污染物的生 态毒性和

毒理

B0705 　 理论环境化学

B０７０５０１ 　 污染化学动力学

B０７０５０２ 　 污染物构效关系

B０７０５０３ 　 化学计量学 在环境化

学中的应用

B０７０５０４ 　 环境污染模式与预测

B0706 　 区域环境化学

B０７０６０１ 　 化学污染物的源汇识别

B０７０６０２ 　 污染物的区 域环境化

学过程

B０７０６０３ 　 污染物输送 中的化学

机制

B0707 　 化学环境污染与健康

B０７０７０１ 　 环 境 污 染 的 生 物 标

志物

B０７０７０２ 　 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

B０７０７０３ 　 人居环境与健康

B０７０７０４ 　 环境暴露与毒理学

C ．生命科学部

C01 　 微生物学

C0101 　 微生物资源与分类学

C０１０１０１ 　 细菌资源 、 分类与 系

统发育

C０１０１０２ 　 放线菌资 源 、 分类 与

系统发育

C０１０１０３ 　 真菌资源 、 分类与 系

统发育

C０１０１０４ 　 病毒资源与分类

C0102 　 微生物生理与生物化学

C０１０２０１ 　 微生物生理与代谢

C０１０２０２ 　 微生物生物化学

C0103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C０１０３０１ 　 微生物功能基因

C０１０３０２ 　 微生物遗传育种

C0104 　 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C0105 　 环境微生物学

C０１０５０１ 　 陆生环境微生物学

C０１０５０２ 　 水生环境微生物学

C０１０５０３ 　 其他环境微生物学

C0106 　 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

C０１０６０１ 　 植物病原细菌与放线

菌生物学

C０１０６０２ 　 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

菌生物学

C０１０６０３ 　 人类病原细菌与放线

菌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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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07 　 病原真菌学

C０１０７０１ 　 植物病原真菌学

C０１０７０２ 　 动物病原真菌学

C０１０７０３ 　 人类病原真菌学

C0108 　 病毒学

C０１０８０１ 　 植物病毒学

C０１０８０２ 　 动物病毒学

C０１０８０３ 　 人类病毒学

C０１０８０４ 　 噬菌体

C0109 　 支原体 、 立克次体与衣原体

C０１０９０１ 　 支原体

C０１０９０２ 　 立克次体 、 衣原体等

C02 　 植物学

C0201 　 植物结构学

C０２０１０１ 　 植物形态结构与功能

C０２０１０２ 　 植物形态与发生

C0202 　 植物分类学

C０２０２０１ 　 种子植物分类

C０２０２０２ 　 孢子植物分类

C０２０２０３ 　 植物地理学

C0203 　 植物进化生物学

C０２０３０１ 　 植物系统发育

C０２０３０２ 　 古植物学与孢粉学

C０２０３０３ 　 植物进化与发育

C0204 　 植物生理与生化

C０２０４０１ 　 光合作用

C０２０４０２ 　 生物固氮

C０２０４０３ 　 呼吸作用

C０２０４０４ 　 矿质元素与代谢

C０２０４０５ 　 有机物质合成与运输

C０２０４０６ 　 水分生理

C０２０４０７ 　 抗性生理

C０２０４０８ 　 植物激素与生长发育

C０２０４０９ 　 植物次生代谢与调控

C０２０４１０ 　 种子生理

C0205 　 植物生殖生物学

C０２０５０１ 　 植物配子体发生与受精

C０２０５０２ 　 植物胚胎发生

C0206 　 植物资源学

C０２０６０１ 　 植物资源评价

C０２０６０２ 　 植物引种驯化

C０２０６０３ 　 植物种质

C０２０６０４ 　 植物化学

C０２０６０５ 　 水生植物与资源

C0207 　 植物学研究的新技术 、 新方法

C03 　 生态学

C0301 　 分子与进化生态学

C０３０１０１ 　 分子生态学

C０３０１０２ 　 进化生态学

C0302 　 行为生态学

C０３０２０１ 　 昆虫行为生态学

C０３０２０２ 　 其他动物行为生态学

C0303 　 生理生态学

C０３０３０１ 　 植物生理生态学

C０３０３０２ 　 动物生理生态学

C0304 　 种群生态学

C０３０４０１ 　 植物种群生态学

C０３０４０２ 　 昆虫种群生态学

C０３０４０３ 　 其他动物种群生态学

C0305 　 群落生态学

C０３０５０１ 　 群落结构与动态

C０３０５０２ 　 物种间相互作用

C0306 　 生态系统生态学

C０３０６０１ 　 农田生态学

C０３０６０２ 　 森林生态学

C０３０６０３ 　 草地与荒漠生态

C０３０６０４ 　 水域生态学

C0307 　 景观与区域生态学

C０３０７０１ 　 景观生态学

C０３０７０２ 　 区域生态学

C0308 　 全球变化生态学

C０３０８０１ 　 陆地生态系统与全球

变化

C０３０８０２ 　 海洋生态系统与全球

变化

C0309 　 微生物生态学

C0310 　 污染生态学

C０３１００１ 　 污染生态学

C０３１００２ 　 毒理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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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11 　 土壤生态学

C０３１１０１ 　 土壤 生 态 系统 水 分 、

养分循环

C０３１１０２ 　 土壤生物与土壤 生态

系统

C0312 　 保护生物学与恢复生态学

C０３１２０１ 　 生物多样性

C０３１２０２ 　 保护生物学

C０３１２０３ 　 受损生态系统恢复

C0313 　 生态安全评价

C０３１３０１ 　 转基因生物的生 态安

全性评价

C０３１３０２ 　 外来物种的入侵 与生

态安全性评价

C０３１３０３ 　 生态工程评价

C04 　 林学

C0401 　 森林资源学

C0402 　 森林资源信息学

C０４０２０１ 　 森林资源管理与 信息

技术

C０４０２０２ 　 森林灾害监测的 理论

与方法

C0403 　 木材物理学

C０４０３０１ 　 材性及其改良

C０４０３０２ 　 木材加工学

C０４０３０３ 　 人工复合木材

C0404 　 林产化学

C０４０４０１ 　 树木化学成分分析

C０４０４０２ 　 造纸与制浆

C0405 　 森林生物学

C０４０５０１ 　 树木生长发育

C０４０５０２ 　 树木抗逆生理学

C０４０５０３ 　 树木繁殖生物学

C0406 　 森林土壤学

C0407 　 森林培育学

C０４０７０１ 　 森林植被恢复与保持

C０４０７０２ 　 人工林培育

C０４０７０３ 　 种苗学

C０４０７０４ 　 复合农林业

C0408 　 森林经理学

C０４０８０１ 　 森林可持续发展

C０４０８０２ 　 森林分类经营

C0409 　 森林健康

C０４０９０１ 　 森林病理

C０４０９０２ 　 森林害虫

C０４０９０３ 　 森林防火

C0410 　 林木遗传育种学

C０４１００１ 　 林木种质资源

C０４１００２ 　 林木遗传改良

C０４１００３ 　 林木育种理论与方法

C0411 　 经济林学

C０４１１０１ 　 经济林重要形状形成

及调控

C０４１１０２ 　 经济林栽培生理

C０４１１０３ 　 林木果实采后生物学

C０４１１０４ 　 茶学

C0412 　 园林学

C０４１２０１ 　 园林植物种质资源

C０４１２０２ 　 城市园林与功能

C０４１２０３ 　 园林规划和景观设计

C0413 　 荒漠化与水土保持

C０４１３０１ 　 防护林学

C０４１３０２ 　 森林植被与水土保持

C０４１３０３ 　 植被与荒漠化

C0414 　 林业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C05 　 生物物理 、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C0501 　 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

C０５０１０１ 　 生物大分子结构计算

与理论预测

C０５０１０２ 　 生物大分子空间结构

测定

C０５０１０３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

C0502 　 生物化学

C０５０２０１ 　 蛋白质与多肽生物化学

C０５０２０２ 　 核酸生物化学

C０５０２０３ 　 酶学

C０５０２０４ 　 糖生物学

C０５０２０５ 　 无机生物化学

C0503 　 蛋白质组学

C0504 　 膜生物化学与膜生物物理学

·７６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



C０５０４０１ 　 生物膜结构与功能

C０５０４０２ 　 跨膜信号转导

C０５０４０３ 　 物质跨膜转运

C０５０４０４ 　 其他膜生物化学与膜

生物物理学

C0505 　 系统生物学

C0506 　 环境生物物理

C０５０６０１ 　 电磁辐射生物物理

C０５０６０２ 　 声生物物理

C０５０６０３ 　 光生物物理

C０５０６０４ 　 电离辐射生物物理与

放射生物学

C０５０６０５ 　 自由基生物学

C0507 　 空间生物学

C0508 　 生物物理 、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C06 　 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

C0601 　 植物遗传学

C０６０１０１ 　 植物分子遗传

C０６０１０２ 　 植物细胞遗传

C０６０１０３ 　 植物数量遗传

C0602 　 动物遗传学

C０６０２０１ 　 动物分子遗传

C０６０２０２ 　 动物细胞遗传

C０６０２０３ 　 动物数量遗传

C0603 　 微生物遗传学

C０６０３０１ 　 原核微生物遗传

C０６０３０２ 　 真核微生物遗传

C0604 　 人类遗传学

C０６０４０１ 　 人类遗传的多样性

C０６０４０２ 　 人类起源与进化

C０６０４０３ 　 人类行为的遗传基础

C０６０４０４ 　 人类表型性状与遗传

C0605 　 医学遗传学

C０６０５０１ 　 单基因遗传病的遗传

基础

C０６０５０２ 　 多基因遗传病的遗传

基础

C０６０５０３ 　 线粒体与疾病

C０６０５０４ 　 染色体异常与疾病

C０６０５０５ 　 肿瘤遗传

C０６０５０６ 　 遗传病模型

C0606 　 基因组学

C０６０６０１ 　 基因组结构与分析

C０６０６０２ 　 比较基因组与进化

C０６０６０３ 　 基因组信息学

C0607 　 基因表达调控与表观遗传学

C０６０７０１ 　 组蛋白修饰及意义

C０６０７０２ 　 DNA 修饰及意义

C０６０７０３ 　 染色体重塑及意义

C０６０７０４ 　 非编码 RNA 调控与

功能

C０６０７０５ 　 转录与调控

C0608 　 生物信息学

C０６０８０１ 　 生物数据分析

C０６０８０２ 　 生物信息算法及工具

C０６０８０３ 　 生物信息挖掘

C０６０８０４ 　 生物系统网络模型

C0609 　 遗传学研究新方法

C0610 　 发育生物学

C０６１００１ 　 性器官与性细胞发育

C０６１００２ 　 精卵识别与受精

C０６１００３ 　 胚胎早期发育

C０６１００４ 　 组织 、 器官的形成

与发育

C０６１００５ 　 组织 、 器官的维持与

再生

C０６１００６ 　 细胞的分化与发育

C０６１００７ 　 核质互作与重编程

C０６１００８ 　 干细胞及定向分化基础

C０６１００９ 　 模式生物与发育

C０６１０１０ 　 发育研究新方法与体系

C07 　 细胞生物学

C0701 　 细胞 、 亚细胞结构与功能

C0702 　 细胞生长与分裂

C0703 　 细胞周期与调控

C0704 　 细胞增殖与分化

C0705 　 细胞衰老

C0706 　 细胞死亡

C0707 　 细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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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08 　 细胞外基质

C0709 　 细胞信号转导

C0710 　 人体解剖学

C0711 　 人体组织与胚胎学

C０７１１０１ 　 人体组织学

C０７１１０２ 　 人体胚胎学

C08 　 免疫学

C0801 　 免疫生物学

C０８０１０１ 　 分子免疫

C０８０１０２ 　 细胞免疫

C０８０１０３ 　 免疫应答

C０８０１０４ 　 免疫耐受

C０８０１０５ 　 免疫调节

C0802 　 免疫遗传学

C0803 　 免疫病理学

C0804 　 神经内分泌免疫学

C0805 　 生殖免疫学

C0806 　 黏膜免疫学

C0807 　 临床免疫学

C０８０７０１ 　 自身免疫与自身 免疫

性疾病

C０８０７０２ 　 超敏反应与超敏 反应

性疾病

C０８０７０３ 　 免疫缺陷与免疫 缺陷

性疾病

C０８０７０４ 　 其他免疫性疾病

C0808 　 感染免疫学

C０８０８０１ 　 病毒与免疫

C０８０８０２ 　 细菌与免疫

C０８０８０３ 　 真菌与免疫

C０８０８０４ 　 寄生虫与免疫

C0809 　 肿瘤免疫学

C0810 　 移植免疫学

C0811 　 器官移植学

C0812 　 免疫预防学

C0813 　 免疫诊断学

C0814 　 疫苗学

C０８１４０１ 　 疫苗设计

C０８１４０２ 　 疫苗佐剂

C０８１４０３ 　 疫苗递送系统

C０８１４０４ 　 疫苗效应及机制

C0815 　 抗体工程学

C０８１５０１ 　 抗体与功能

C０８１５０２ 　 重组与改型

C０８１５０３ 　 抗体的高效表达系统

C0816 　 免疫学新技术新方法

C09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C0901 　 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１ 　 认知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２ 　 生理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３ 　 医学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４ 　 精神卫生学

C０９０１０５ 　 工程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６ 　 发展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７ 　 教育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８ 　 社会心理学

C０９０１０９ 　 应用心理学

C0902 　 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１ 　 分子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２ 　 细胞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３ 　 发育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４ 　 系统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５ 　 认知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６ 　 计算神经生物学

C０９０２０７ 　 感觉系统神经生物学

C0903 　 神经和精神系统疾病

C０９０３０１ 　 神经病学

C０９０３０２ 　 精神病学

C10 　 生物医学工程学

C1001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

C１００１０１ 　 生物力学

C１００１０２ 　 生物流变学

C1002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学

C１００２０１ 　 生物材料

C１００２０２ 　 组织工程

C１００２０３ 　 人工器官

C1003 　 仿生学

C1004 　 生物医学电子学

C１００４０１ 　 生物医学信号检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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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C１００４０２ 　 生物系统建模及仿真

C１００４０３ 　 生物医学器件与仪器

C１００４０４ 　 生物传感

C1005 　 生物医学图像与成像

C１００５０１ 　 生物医学图像

C１００５０２ 　 医学信息系统

C１００５０３ 　 生物医学成像

C1006 　 纳米生物学与纳米医学

C１００６０１ 　 纳米生物学

C１００６０２ 　 纳米医学

C1007 　 医学影像学

C１００７０１ 　 影像诊断学

C１００７０２ 　 生物医学超声

C１００７０３ 　 核医学

C１００７０４ 　 医学影像物理与工程

C1008 　 放射医学

C１００８０１ 　 放射治疗学

C１００８０２ 　 放射病理学

C１００８０３ 　 放射生物学

C１００８０４ 　 放射防护学

C1009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C11 　 农学

C1101 　 农学基础

C１１０１０１ 　 农业数学与农业物理

C１１０１０２ 　 农业气象学

C１１０１０３ 　 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

C１１０１０４ 　 农业信息学

C１１０１０５ 　 农业系统工程

C1102 　 作物学

C１１０２０１ 　 作物生理学

C１１０２０２ 　 作物栽培与耕作学

C１１０２０３ 　 稻类作物种质资 源与

遗传育种

C１１０２０４ 　 麦类作物种质资 源与

遗传育种

C１１０２０５ 　 玉米作物种质资 源与

遗传育种

C１１０２０６ 　 油料作物种质资 源与

遗传育种

C１１０２０７ 　 棉麻类作物种质资源

与遗传育种

C１１０２０８ 　 其他作物种质资源与

遗传育种

C１１０２０９ 　 作物种子学

C１１０２１０ 　 作物遗传育种的理论

与方法

C1103 　 植物营养学

C１１０３０１ 　 植物营养遗传

C１１０３０２ 　 植物营养生理

C１１０３０３ 　 肥料与施肥科学

C１１０３０４ 　 养分资源与养分循环

C１１０３０５ 　 作物土壤互作过程与

调控

C1104 　 植物保护学

C１１０４０１ 　 植物病虫害测报学

C１１０４０２ 　 植物病理学的理论与

方法

C１１０４０３ 　 植物真菌病害与防治

C１１０４０４ 　 植物细菌病害与防治

C１１０４０５ 　 植物病毒病害与防治

C１１０４０６ 　 植物其他病害与防治

C１１０４０７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C１１０４０８ 　 杂草防治

C１１０４０９ 　 鼠害防治

C１１０４１０ 　 农业有害生物检疫学

C１１０４１１ 　 化学保护

C１１０４１２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

C１１０４１３ 　 植物害虫生物防治

C1105 　 园艺学

C１１０５０１ 　 果树学

C１１０５０２ 　 蔬菜学

C１１０５０３ 　 瓜果学

C１１０５０４ 　 观赏园艺学

C１１０５０５ 　 设施园艺学

C1106 　 农作物产品贮藏 、保鲜与安全

C１１０６０１ 　 农作物产品贮藏保鲜

的理论与方法

C１１０６０２ 　 农作物产品的品质与

营养

C１１０６０３ 　 农作物产品安全

C１１０６０４ 　 果蔬贮藏与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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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１１０６０５ 　 食用真菌

C12 　 畜牧兽医与水产学

C1201 　 畜牧学

C１２０１０１ 　 畜禽资源

C１２０１０２ 　 畜禽遗传育种学

C１２０１０３ 　 畜禽繁殖学

C１２０１０４ 　 动物营养学

C１２０１０５ 　 饲料学

C１２０１０６ 　 畜禽行为学

C１２０１０７ 　 畜禽环境学

C１２０１０８ 　 畜产品加工学

C１２０１０９ 　 草原学

C１２０１１０ 　 养蚕学

C１２０１１１ 　 养蜂学

C1202 　 兽医学

C１２０２０１ 　 畜禽组织与解剖学

C１２０２０２ 　 畜禽生理生化

C１２０２０３ 　 动物病理学

C１２０２０４ 　 兽医免疫学

C１２０２０５ 　 兽医寄生虫学

C１２０２０６ 　 兽医传染病学

C１２０２０７ 　 中兽医学

C１２０２０８ 　 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

C１２０２０９ 　 临床兽医学

C1203 　 水产学

C１２０３０１ 　 水产生物生理学

C１２０３０２ 　 水产生物遗传育种学

C１２０３０３ 　 水产资源与保护学

C１２０３０４ 　 水产生物营养学

C１２０３０５ 　 水产养殖学

C１２０３０６ 　 水产生物病害与控制

C１２０３０７ 　 水产品加工与保鲜

C１２０３０８ 　 水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C1204 　 动物食品科学

C１２０４０１ 　 动物产品的贮藏 、 保鲜

C１２０４０２ 　 动物产品的品质与营养

C１２０４０３ 　 动物产品的安全

C13 　 动物学

C1301 　 动物形态学及胚胎学

C1302 　 动物系统及分类学

C１３０２０１ 　 动物分类学

C１３０２０２ 　 动物系统学

C１３０２０３ 　 动物地理学

C１３０２０４ 　 动物进化

C1303 　 动物生理及行为学

C１３０３０１ 　 动物生理生化

C１３０３０２ 　 动物行为学

C1304 　 动物资源与保护

C1305 　 昆虫学

C１３０５０１ 　 昆虫系统及分类学

C１３０５０２ 　 昆虫形态学

C１３０５０３ 　 昆虫行为学

C１３０５０４ 　 昆虫生理生化

C１３０５０５ 　 昆虫毒理学

C１３０５０６ 　 昆虫资源与保护

C1306 　 实验动物学

C１３０６０１ 　 实验动物

C１３０６０２ 　 模式动物

C14 　 生理学与病理学

C1401 　 人体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１ 　 循环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２ 　 血液及淋巴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３ 　 呼吸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４ 　 消化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５ 　 泌尿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６ 　 内分泌及代谢生理学

C１４０１０７ 　 生殖生理学

C1402 　 人体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１ 　 心血管系统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２ 　 血液及淋巴系统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３ 　 呼吸系统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４ 　 消化系统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５ 　 泌尿系统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６ 　 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病

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７ 　 生殖系统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８ 　 肿瘤病理学

C１４０２０９ 　 实验病理学

C1403 　 病理生理学

C１４０３０１ 　 疾病与离子通道

C１４０３０２ 　 疾病与受体

C１４０３０３ 　 炎症

C１４０３０４ 　 组织重构

C１４０３０５ 　 缺血缺氧

C１４０３０６ 　 休克与微循环

C１４０３０７ 　 应激 、 适应与代偿

C１４０３０８ 　 疾病与血管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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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04 　 内科学

C１４０４０１ 　 心血管系统疾病

C１４０４０２ 　 血液与淋巴系统疾病

C１４０４０３ 　 呼吸系统疾病

C１４０４０４ 　 消化系统疾病

C１４０４０５ 　 泌尿系统疾病

C１４０４０６ 　 内分泌学与代谢病

C1405 　 运动医学

C１４０５０１ 　 运动生理与生化

C１４０５０２ 　 运动损伤与修复

C1406 　 特种医学

C１４０６０１ 　 特殊环境生理学

C１４０６０２ 　 特殊环境病理学

C１４０６０３ 　 特种环境相关疾病

C15 　 预防医学

C1501 　 环境与职业卫生学

C１５０１０１ 　 环境卫生学

C１５０１０２ 　 职业卫生学

C1502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C１５０２０１ 　 营养学

C１５０２０２ 　 食品卫生学

C1503 　 妇幼与儿童少年卫生学

C１５０３０１ 　 妇幼卫生学

C１５０３０２ 　 儿童少年卫生学

C1504 　 卫生毒理学

C1505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C１５０５０１ 　 传染病流行病学

C１５０５０２ 　 非传染病流行病学

C１５０５０３ 　 流行病学方法学 及卫

生统计学

C1506 　 地方病学

C1507 　 传染病学

C１５０７０１ 　 传染病媒介生物

C１５０７０２ 　 寄生虫性传染病

C１５０７０３ 　 病毒性传染病

C１５０７０４ 　 细菌性传染病

C１５０７０５ 　 其他病原体引起的传

染病

C1508 　 皮肤性病学

C１５０８０１ 　 皮肤病

C１５０８０２ 　 性传播疾病

C16 　 临床医学基础 Ⅰ

C1601 　 诊断学与治疗学基础

C１６０１０１ 　 物理诊断学

C１６０１０２ 　 检验医学

C１６０１０３ 　 物理治疗学基础

C1602 　 麻醉学

C１６０２０１ 　 麻醉学基础

C１６０２０２ 　 镇痛

C１６０２０３ 　 脏器保护与复苏

C１６０２０４ 　 体外循环

C1603 　 外科学基础

C１６０３０１ 　 外科营养与代谢

C１６０３０２ 　 外科感染

C1604 　 普通外科学

C１６０４０１ 　 胃肠 、 肛管疾病

C１６０４０２ 　 肝 、 胆 、 胰疾病

C１６０４０３ 　 乳腺疾病

C１６０４０４ 　 甲状腺疾病

C１６０４０５ 　 血管外科和淋巴管疾病

C１６０４０６ 　 腹部脏器移植

C１６０４０７ 　 腹部其他组织器官疾病

C1605 　 心胸外科学

C１６０５０１ 　 胸部外伤

C１６０５０２ 　 成人心脏外科学

C１６０５０３ 　 先天性心脏病学

C１６０５０４ 　 胸部其他组织器官疾病

C１６０５０５ 　 心肺移植和辅助循环学

C1606 　 泌尿外科学

C１６０６０１ 　 结石

C１６０６０２ 　 尿动力学

C１６０６０３ 　 男科学

C１６０６０４ 　 泌尿系统脏器移植

C１６０６０５ 　 前列腺疾病

C１６０６０６ 　 泌尿系统畸形 、 损伤 、

炎症等

C1607 　 骨外科学

C１６０７０１ 　 脊柱外科

C１６０７０２ 　 关节外科

C１６０７０３ 　 手外科与外周神经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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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１６０７０４ 　 骨质疏松

C１６０７０５ 　 骨创伤

C１６０７０６ 　 骨与关节感染

C1608 　 神经外科学

C１６０８０１ 　 功能神经外科

C１６０８０２ 　 损伤 、 修复 、 移植

C１６０８０３ 　 脑血管疾病

C1609 　 创伤与烧伤外科学

C１６０９０１ 　 创伤学

C１６０９０２ 　 烧伤学

C1610 　 整形外科学

C１６１００１ 　 创面愈合与瘢痕

C１６１００２ 　 体表组织器官畸形

C1611 　 小儿外科学

C1612 　 老年医学

C１６１２０１ 　 衰老生理学

C１６１２０２ 　 衰老病理学

C1613 　 康复医学

C17 　 临床医学基础 Ⅱ

C1701 　 妇科学

C1702 　 生殖医学

C1703 　 产科学

C1704 　 围生医学

C1705 　 儿科学

C1706 　 眼科学

C１７０６０１ 　 角膜及眼表疾病

C１７０６０２ 　 眼底疾病

C１７０６０３ 　 视神经及视路相关疾病

C１７０６０４ 　 眼科其他疾病

C1707 　 耳鼻喉科学

C１７０７０１ 　 鼻和前颅底疾病

C１７０７０２ 　 咽喉及颈部疾病

C１７０７０３ 　 耳和侧颅底疾病

C1708 　 口腔医学

C１７０８０１ 　 口腔内科学

C１７０８０２ 　 口腔颌面外科学

C１７０８０３ 　 口腔修复学

C１７０８０４ 　 口腔正畸学

C1709 　 法医学

C1710 　 肿瘤学

C１７１００１ 　 肿瘤研究体系与方法

C１７１００２ 　 肿瘤病因

C１７１００３ 　 肿瘤诊断

C１７１００４ 　 肿瘤预防

C１７１００５ 　 肿瘤化学药物治疗

C１７１００６ 　 肿瘤物理治疗

C１７１００７ 　 肿瘤生物治疗

C１７１００８ 　 肿瘤综合治疗

C１７１００９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

C１７１０１０ 　 抗肿瘤转移与复发

C18 　 药物学与药理学

C1801 　 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１ 　 神经精神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２ 　 心脑血管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３ 　 老年病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４ 　 抗炎与免疫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５ 　 抗肿瘤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６ 　 抗病毒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７ 　 代谢性疾病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８ 　 消化与呼吸系统药物

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０９ 　 血 液 、 泌尿与生 殖系

统药物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１０ 　 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

C１８０１１１ 　 临床药理学

C１８０１１２ 　 药物毒理学

C1802 　 药物学

C１８０２０１ 　 合成药物化学

C１８０２０２ 　 天然药物化学

C１８０２０３ 　 药物设计与药物信息学

C１８０２０４ 　 药剂学

C１８０２０５ 　 生物药物

C１８０２０６ 　 药物分析学

C１８０２０７ 　 海洋药物学

C１８０２０８ 　 药物材料学

C１８０２０９ 　 特种药物学

C19 　 中医学与中药学

C1901 　 中医基础理论

C１９０１０１ 　 脏腑气血津液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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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１９０１０２ 　 病因病机

C１９０１０３ 　 证候基础研究

C１９０１０４ 　 治则与治法

C１９０１０５ 　 中医方剂学

C１９０１０６ 　 中医诊断学

C１９０１０７ 　 经络学与腧穴学

C1902 　 中医临床基础

C１９０２０１ 　 中医内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２ 　 中医外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３ 　 中医骨伤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４ 　 中医妇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５ 　 中医儿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６ 　 中医眼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７ 　 中医耳鼻喉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８ 　 中医口腔科学

C１９０２０９ 　 中医老年病学

C１９０２１０ 　 中医养生与康复

C1903 　 针灸学

C１９０３０１ 　 中医针灸学

C１９０３０２ 　 按摩推拿学

C1904 　 中西医结合

C１９０４０１ 　 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

C１９０４０２ 　 中西医结合临床基础

C1905 　 中药化学

C1906 　 中药资源与鉴定学

C１９０６０１ 　 道地药材

C１９０６０２ 　 种质资源评价

C１９０６０３ 　 药材质量评价

C１９０６０４ 　 中药鉴定学

C1907 　 中药药理学

C１９０７０１ 　 神经精神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２ 　 心脑血管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３ 　 抗肿瘤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４ 　 内分泌及代谢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５ 　 抗炎与免疫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６ 　 抗病毒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７ 　 消化与呼吸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８ 　 泌尿与生殖药理

C１９０７０９ 　 中药药代动力学

C１９０７１０ 　 中药毒理学

C1908 　 中药药性与炮制学

C１９０８０１ 　 中药炮制学

C１９０８０２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

C1909 　 中药制剂学

C1910 　 民族医药学

C１９１００１ 　 民族医学

C１９１００２ 　 民族药学

C1911 　 中医药学研究的新方法 、 新技术

D ． 地球科学部

D01 　 地理学

D0101 　 自然地理学

D０１０１０１ 　 地貌学

D０１０１０２ 　 水文学

D０１０１０３ 　 应用气候学

D０１０１０４ 　 生物地理学

D０１０１０５ 　 冰冻圈地理学

D０１０１０６ 　 综合自然地理学

D0102 　 人文地理学

D０１０２０１ 　 经济地理学

D０１０２０２ 　 社会 、 文化地理学

D０１０２０３ 　 城市地理学

D０１０２０４ 　 乡村地理学

D0103 　 景观地理学

D0104 　 环境变化与预测

D0105 　 土壤学

D０１０５０１ 　 土壤地理学

D０１０５０２ 　 土壤物理学

D０１０５０３ 　 土壤化学

D０１０５０４ 　 土壤生物学

D０１０５０５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

D０１０５０６ 　 土壤肥力与土壤养分

循环

D０１０５０７ 　 土壤污染与修复

D０１０５０８ 　 土壤质量与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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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06 　 遥感机制与方法

D0107 　 地理信息系统

D０１０７０１ 　 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

D０１０７０２ 　 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

D０１０７０３ 　 空间定位数据分析与

应用

D0108 　 测量与地图学

D0109 　 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D０１０９０１ 　 污 染物 迁 移 、 转 化 、

归趋动力学

D０１０９０２ 　 污染物生物有效性与

生态毒理

D０１０９０３ 　 污染物区域空间过程

与生态风险

D0110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D０１１００１ 　 区 域 环 境 质 量 综 合

评估

D０１１００２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

公共安全

D０１１００３ 　 重大工程活动的影响

D０１１００４ 　 生 态 恢 复 及 其 环 境

效应

D0111 　 自然资源管理

D０１１１０１ 　 可再生资源演化

D０１１１０２ 　 自然资源评价

D０１１１０３ 　 自然资源利用与规划

D0112 　 区域可持续发展

D０１１２０１ 　 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D０１１２０２ 　 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

D０１１２０３ 　 可持续性评估

D02 　 地质学

D0201 　 古生物学和古生态学

D０２０１０１ 　 古生物学

D０２０１０２ 　 古人类学

D０２０１０３ 　 古生态学

D０２０１０４ 　 地球环境与生命演化

D0202 　 地层学

D0203 　 矿物学 （含矿物物理学）
D0204 　 岩石学

D0205 　 矿床学

D0206 　 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

D0207 　 石油 、 天然气地质学

D0208 　 煤地质学

D0209 　 第四纪地质学

D0210 　 前寒武纪地质学

D0211 　 构造地质学与活动构造

D０２１１０１ 　 构造地质学

D０２１１０２ 　 活动构造

D０２１１０３ 　 构造物理与流变学

D0212 　 大地构造学

D0213 　 水文地质学 （含地热地质学）

D0214 　 工程地质学

D0215 　 数学地质学与遥感地质学

D0216 　 火山学

D0217 　 生物地质学

D0218 　 环境地质学和灾害地质学

D03 　 地球化学

D0301 　 同位素地球化学

D0302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D0303 　 岩石地球化学

D0304 　 矿床地球化学和有机地球化学

D0305 　 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

D0306 　 实验地球化学和计算地球化学

D0307 　 宇宙化学与比较行星学

D0308 　 生物地球化学

D0309 　 环境地球化学

D04 　 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

D0401 　 大地测量学

D０４０１０１ 　 物理大地测量学

D０４０１０２ 　 动力大地测量学

D０４０１０３ 　 卫星大地测量学 （含
导航学）

D0402 　 地震学

D0403 　 地磁学

D0404 　 地球电磁学

D0405 　 重力学

D0406 　 地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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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07 　 地球内部物理学

D0408 　 地球动力学

D0409 　 应用地球物理学

D０４０９０１ 　 勘探地球物理学

D０４０９０２ 　 城市地球物理

D0410 　 空间物理

D０４１００１ 　 高层大气物理学

D０４１００２ 　 电离层物理学

D０４１００３ 　 磁层物理学

D０４１００４ 　 太阳大气和行星际物

理学

D０４１００５ 　 宇宙线物理学

D０４１００６ 　 行星物理学

D0411 　 地球物理实验与仪器

D0412 　 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

D05 　 大气科学

D0501 　 对流层大气物理学

D0502 　 边界层大气物理学和大气湍流

D0503 　 大气遥感和大气探测

D0504 　 中层与行星大气物理学

D0505 　 天气学

D0506 　 大气动力学

D0507 　 气候学与气候系统

D0508 　 数值预报与数值模拟

D0509 　 应用气象学

D0510 　 大气化学

D0511 　 云雾物理化学与人工影响天气

D0512 　 大气环境与全球气候变化

D0513 　 气象观测原理 、 方法及数据分析

D06 　 海洋科学

D0601 　 物理海洋学

D0602 　 海洋物理学

D0603 　 海洋地质学

D0604 　 海洋化学

D0605 　 河口海岸学

D0606 　 工程海洋学

D0607 　 海洋监测 、 调查技术

D0608 　 海洋环境科学

D0609 　 生物海洋学与海洋生物资源

D0610 　 海洋遥感

D0611 　 极地科学

E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01 　 金属材料

E0101 　 金属结构材料

E０１０１０１ 　 新型金属结构材料

E０１０１０２ 　 钢铁和有色合金 结构

材料

E0102 　 金属基复合材料

E０１０２０１ 　 纤维 、 颗粒增强金 属

基复合材料

E０１０２０２ 　 新型金属基复合材料

E0103 　 金属非晶态 、 准晶和纳米晶材料

E０１０３０１ 　 非晶态金属材料

E０１０３０２ 　 纳米晶金属材料

E０１０３０３ 　 新型亚稳金属材料

E0104 　 极端条件下使用的金属材料

E0105 　 金属功能材料

E０１０５０１ 　 金属磁性材料

E０１０５０２ 　 金属智能材料

E０１０５０３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

E0106 　 金属材料的合金相 、相变及合金设计

E０１０６０１ 　 金属材料的合金相图

E０１０６０２ 　 金属材料的合金相变

E０１０６０３ 　 金属材料的合金设计

E0107 　 金属材料的微观结构

E０１０７０１ 　 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缺

陷及其表征方法

E０１０７０２ 　 金属材料的界面问题

E0108 　 金属材料的力学行为

E０１０８０１ 　 金 属 材 料 的 形 变 与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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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０１０８０２ 　 金 属 材 料 的 疲 劳 与

断裂

E０１０８０３ 　 金 属 材 料 的 强 化 与

韧化

E0109 　 金属材料的凝固与结晶学

E０１０９０１ 　 金属的非平衡凝 固与

结晶

E０１０９０２ 　 金属的凝固行为 与结

晶理论

E0110 　 金属材料表面科学与工程

E０１１００１ 　 金属材料表面的组织 、

结构与性能

E０１１００２ 　 金属材料表面改 性及

涂层

E0111 　 金属材料的腐蚀与防护

E０１１１０１ 　 金属常温腐蚀与防护

E０１１１０２ 　 金属高温腐蚀与防护

E0112 　 金属材料的磨损与磨蚀

E０１１２０１ 　 金属材料的摩擦磨损

E０１１２０２ 　 金属材料的磨蚀

E0113 　 金属材料的制备科学与跨学科应

用基础

E02 　 无机非金属材料

E0201 　 人工晶体

E0202 　 玻璃材料

E０２０２０１ 　 特种玻璃材料

E０２０２０２ 　 传统玻璃材料

E0203 　 结构陶瓷

E０２０３０１ 　 先进结构陶瓷

E０２０３０２ 　 陶瓷基复合材料

E0204 　 功能陶瓷

E０２０４０１ 　 精细功能陶瓷

E０２０４０２ 　 压电与铁电陶瓷材料

E０２０４０３ 　 生物陶瓷与生物材料

E０２０４０４ 　 功能类陶瓷复合材料

E0205 　 水泥与耐火材料

E０２０５０１ 　 新型水泥材料

E０２０５０２ 　 新型耐火材料

E0206 　 碳素材料与超硬材料

E０２０６０１ 　 高性能碳素材料

E０２０６０２ 　 金 刚 石 及 其 他 超 硬

材料

E０２０６０３ 　 新型碳功能材料

E0207 　 无机非金属类光电信息与功能

材料

E０２０７０１ 　 微电子与光电子材料

E０２０７０２ 　 发光及显示材料

E０２０７０３ 　 特种无机涂层与薄膜

E0208 　 无机非金属基复合材料

E０２０８０１ 　 复合材料的制备

E０２０８０２ 　 强化与增韧理论

E０２０８０３ 　 界面物理与界面化学

E0209 　 半导体材料

E0210 　 无机非金属类电介质与电解质

材料

E0211 　 无机非金属类高温超导与磁性

材料

E０２１１０１ 　 高温超导材料

E０２１１０２ 　 磁性材料及巨磁阻材料

E0212 　 古陶瓷与传统陶瓷

E0213 　 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

E０２１３０１ 　 生态环境材料

E０２１３０２ 　 无机非金属材料设计

及相图

E０２１３０３ 　 无机非金属智能材料

E03 　 有机高分子材料

E0301 　 塑料

E０３０１０１ 　 设计与制备

E０３０１０２ 　 高性能塑料与工程塑料

E0302 　 橡胶及弹性体

E０３０２０１ 　 设计与制备

E０３０２０２ 　 高性能橡胶

E０３０２０３ 　 热塑弹性体

E0303 　 纤维

E０３０３０１ 　 设计与制备

E０３０３０２ 　 高性能纤维与特种合

成纤维

E０３０３０３ 　 仿生与差别化纤维

E0304 　 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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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05 　 黏合剂

E0306 　 高分子助剂

E0307 　 聚合物共混与复合材料

E０３０７０１ 　 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E０３０７０２ 　 高性能基体树脂

E０３０７０３ 　 纳米复合

E０３０７０４ 　 增强与增韧

E0308 　 特殊与极端环境下的高分子材料

E0309 　 有机高分子功能材料

E０３０９０１ 　 光电磁信息功能材料

E０３０９０２ 　 分离与吸附材料

E０３０９０３ 　 感光材料

E０３０９０４ 　自组装有机材料与图

形化

E０３０９０５ 　 有机无机复合功能材料

E０３０９０６ 　 纳米效应与纳米技术

E0310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E０３１００１ 　 组织工程材料

E０３１００２ 　 载体与缓释材料

E０３１００３ 　 植入材料

E0311 　 智能材料

E0312 　 仿生材料

E0313 　 高分子材料与环境

E０３１３０１ 　 天然高分子材料

E０３１３０２ 　 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E０３１３０３ 　 高分子材料的循 环利

用与资源化

E０３１３０４ 　 高分子材料的稳 定与

老化

E0314 　 高分子材料结构与性能

E０３１４０１ 　 结构与性能关系

E０３１４０２ 　 高分子材料的表 征与

评价

E０３１４０３ 　 高分子材料的表 面与

界面

E0315 　 高分子材料的加工与成型

E０３１５０１ 　 加工与成型中的 化学

与物理问题

E０３１５０２ 　 加 工与 成 型新 原 理 、
新方法

E04 　 冶金与矿业

E0401 　 金属与非金属地下开采

E0402 　 煤炭地下开采

E0403 　 石油天然气开采

E0404 　 化石能源储存与输送

E0405 　 露天开采与边坡工程

E0406 　 海洋 、 空间及其他矿物资源开采

与利用

E0407 　 钻井工程与地热开采

E0408 　 地下空间工程

E0409 　 矿山岩体力学与岩层控制

E0410 　 安全科学与工程

E０４１００１ 　 通风与防尘

E０４１００２ 　 突水与防灭火

E０４１００３ 　 岩爆与瓦斯灾害

E０４１００４ 　 安全检测与监控

E0411 　 矿物工程与物质分离科学

E０４１１０１ 　 工艺矿物学与粉碎工

程学

E０４１１０２ 　 矿物加工工程

E０４１１０３ 　 物理方法分离

E０４１１０４ 　 化学方法分离

E０４１１０５ 　 矿物材料与应用

E0412 　 冶金物理化学与冶金原理

E０４１２０１ 　 火法冶金

E０４１２０２ 　 湿法冶金

E０４１２０３ 　 电 （化学） 冶金与电

池电化学

E０４１２０４ 　 冶金熔体 （溶液）
E０４１２０５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

法与测试技术

E0413 　 冶金化工与冶金反应工程学

E0414 　 钢铁冶金

E0415 　 有色金属冶金

E０４１５０１ 　 轻金属

E０４１５０２ 　 重金属

E０４１５０３ 　 稀有金属

E０４１５０４ 　 贵金属等分离提取

E0416 　 材料冶金过程工程

E０４１６０１ 　 材料冶金物理化学

E０４１６０２ 　 金属净化与提纯

E０４１６０３ 　 熔化 、 凝固过程与控制

E０４１６０４ 　 金属成形与加工

E０４１６０５ 　 应变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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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０４１６０６ 　 喷射与喷涂冶金

E０４１６０７ 　 焊接冶金

E０４１６０８ 　 电磁冶金

E0417 　 粉末冶金与粉体工程

E0418 　 特殊冶金 、 外场冶金与冶金新理

论 、新方法

E0419 　 资源循环科学

E0420 　 矿冶生态与环境工程

E０４２００１ 　 矿山复垦与生态恢复

E０４２００２ 　 矿冶环境污染评测与

控制

E０４２００３ 　 有害辐射等污染的防治

E０４２００４ 　 绿色冶金与增值冶金

E0421 　 矿冶装备工艺原理

E0422 　 资源利用科学及其他

E０４２２０１ 　 短流程新技术

E０４２２０２ 　 冶金耐火与保温材料

E０４２２０３ 　 交叉学科与新技术

E０４２２０４ 　 冶金计量 、 测试与标准

E０４２２０５ 　 矿冶系统工程与 信息

工程

E０４２２０６ 　 冶金燃烧与节能工程

E０４２２０７ 　 冶金史及古代矿物科学

E05 　 机械工程

E0501 　 机构学与机器人

E０５０１０１ 　 机构学与机器组成原理

E０５０１０２ 　 机构运动学与动力学

E０５０１０３ 　 机器人机械学

E0502 　 传动机械学

E０５０２０１ 　 机械传动

E０５０２０２ 　 流体传动

E０５０２０３ 　 复合传动

E0503 　 机械动力学

E０５０３０１ 　 振动／噪声测试 、 分析

与控制

E０５０３０２ 　 机械系统动态监测 、

诊断与维护

E０５０３０３ 　 机械结构与系统动力学

E0504 　 机械结构强度学

E０５０４０１ 　 机械结构损伤 、 疲劳

与断裂

E０５０４０２ 　 机械结构强度理论与

可靠性设计

E０５０４０３ 　 机械结构安全评定

E0505 　 机械摩擦学与表面技术

E０５０５０１ 　 机械摩擦 、 磨损与控制

E０５０５０２ 　 机械润滑 、 密封与控制

E０５０５０３ 　 机械表面效应与表面

技术

E０５０５０４ 　 工程摩擦学与摩擦学

设计

E0506 　 机械设计学

E０５０６０１ 　 设计理论与方法

E０５０６０２ 　 概念设计与优化设计

E０５０６０３ 　 智能设计与数字化设计

E０５０６０４ 　 机械系统集成设计

E0507 　 机械仿生学

E０５０７０１ 　 机械仿生原理

E０５０７０２ 　 仿生机械设计与制造

E０５０７０３ 　 人机环境工程学

E0508 　 零件成形制造

E０５０８０１ 　 铸造工艺与装备

E０５０８０２ 　 塑性加工工艺 、 模具

与装备

E０５０８０３ 　 焊接结构 、 工艺与装备

E０５０８０４ 　 近净成形与快速制造

E0509 　 零件加工制造

E０５０９０１ 　 切削 、 磨削加 工工艺

与装备

E０５０９０２ 　 非传统加工工艺与装备

E０５０９０３ 　 超精密加工工艺与装备

E０５０９０４ 　 高能束加工工艺与装备

E0510 　 制造系统与自动化

E０５１００１ 　 数控技术与装备

E０５１００２ 　 数字化制造与智能制造

E０５１００３ 　 可重构制造系统

E０５１００４ 　 可持续设计与制造

E０５１００５ 　 制造系统调度 、 规划

与管理

E0511 　 机械测试理论与技术

E０５１１０１ 　 机械计量标准 、 理论

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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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０５１１０２ 　 机械测 试理论 、 方 法

与技术

E０５１１０３ 　 机械传感器技术 与测

试仪器

E０５１１０４ 　 机械制造过程监 测与

控制

E0512 　 微／纳机械系统

E０５１２０１ 　 微／纳机械驱动器与执

行器件

E０５１２０２ 　 微／纳机械传感与控制

E０５１２０３ 　 微／纳制造过程检测与

控制

E０５１２０４ 　 微／纳机械系统组成原

理与集成

E06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

E0601 　 工程热力学

E０６０１０１ 　 热力学基础

E０６０１０２ 　 热力过程与热力循环

E０６０１０３ 　 能源利用系统与评价

E０６０１０４ 　 节能与储能中的 工程

热物理问题

E０６０１０５ 　 制冷

E０６０１０６ 　 热 力系 统 动态 特 性 、

诊断与控制

E0602 　 内流流体力学

E０６０２０１ 　 黏性流动与湍流

E０６０２０２ 　 动力装置内部流动

E０６０２０３ 　 流体机械内部流动

E０６０２０４ 　 流体噪声与流固耦合

E0603 　 传热传质学

E０６０３０１ 　 热传导

E０６０３０２ 　 辐射换热

E０６０３０３ 　 对流传热传质

E０６０３０４ 　 相变传递过程

E０６０３０５ 　 微观传递过程

E0604 　 燃烧学

E０６０４０１ 　 层流火焰和燃烧反应

动力学

E０６０４０２ 　 湍流火焰

E０６０４０３ 　 煤与其他固体燃 料的

燃烧

E０６０４０４ 　 气体 、 液体燃料燃烧

E０６０４０５ 　 动力装置中的燃烧

E０６０４０６ 　 特殊环境与条件下燃烧

E０６０４０７ 　 燃烧污染物生成和防治

E０６０４０８ 　 火灾

E0605 　 多相流热物理学

E０６０５０１ 　 离散相动力学

E０６０５０２ 　 多相流流动

E０６０５０３ 　 多相流传热传质

E０６０５０４ 　 气固两相流

E0606 　 热物性与热物理测试技术

E０６０６０１ 　 流体热物性

E０６０６０２ 　 固体材料热物性

E０６０６０３ 　 单相与多相流动测试

技术

E０６０６０４ 　 传热传质测试技术

E０６０６０５ 　 燃烧测试技术

E0607 　 可再生与替代能源利用中的工程

热物理问题

E０６０７０１ 　 太阳能利用中的工程

热物理问题

E０６０７０２ 　 生物质能利用中的工

程热物理问题

E０６０７０３ 　 风能利用中的工程热

物理问题

E０６０７０４ 　 水 能 、 海 洋能 、 潮汐

能利用中的工程热物

理问题

E０６０７０５ 　 地热能利用中的工程

热物理问题

E０６０７０６ 　 氢能利用中的工程热

物理问题

E0608 　 工程热物理相关交叉领域

E07 　 电气科学与工程

E0701 　 电磁场与电路

E０７０１０１ 　 电磁场分析与综合

E０７０１０２ 　 电网络理论

E０７０１０３ 　 静电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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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０７０１０４ 　 电磁测量与传感

E0702 　 电工材料特性及其应用

E０７０２０１ 　 工程电介质特性与

测量

E０７０２０２ 　 绝缘与功能电介 质材

料的应用基础

E0703 　 电机与电器

E０７０３０１ 　 电弧与电接触

E０７０３０２ 　 电器

E０７０３０３ 　 电机及其系统

E0704 　 电力系统

E０７０４０１ 　 电力系统分析

E０７０４０２ 　 电力系统控制

E０７０４０３ 　 电力系统保护

E0705 　 高电压与绝缘

E０７０５０１ 　 高电压与大电流

E０７０５０２ 　 电气设备绝缘

E０７０５０３ 　 过电压及其防护

E0706 　 电力电子学

E０７０６０１ 　 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

E０７０６０２ 　 电力电子系统及其控制

E0707 　 脉冲功率技术

E0708 　 气体放电与放电等离子体技术

E0709 　 电磁环境与电磁兼容

E0710 　 超导电工学

E0711 　 生物电磁技术

E0712 　 电能储存与节电技术

E08 　 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

E0801 　 建筑学

E０８０１０１ 　 建筑设计与理论

E０８０１０２ 　 建筑历史与理论

E0802 　 城乡规划

E０８０２０１ 　 城乡规划设计与理论

E０８０２０２ 　 风景园林规划设 计与

理论

E0803 　 建筑物理

E０８０３０１ 　 建筑热环境

E０８０３０２ 　 建筑光环境

E０８０３０３ 　 建筑声环境

E0804 　 环境工程

E０８０４０１ 　 给水处理

E０８０４０２ 　 污水处理与资源化

E０８０４０３ 　 城镇给排水系统

E０８０４０４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置

与资源化

E０８０４０５ 　 空气污染治理

E０８０４０６ 　 城市受污染水环境的

工程修复

E0805 　 结构工程

E０８０５０１ 　 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

E０８０５０２ 　 钢结构与空间结构

E０８０５０３ 　 组合结构与混合结构

E０８０５０４ 　 新型结构与新材料结构

E０８０５０５ 　 桥梁工程

E０８０５０６ 　 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

E０８０５０７ 　 结构分析 、 计 算与设

计理论

E０８０５０８ 　 结构实验方法与技术

E０８０５０９ 　 结构健康监测

E０８０５１０ 　 既有结构性能评价与

修复

E０８０５１１ 　 混凝土结构材料

E０８０５１２ 　 土木工程施工与管理

E0806 　 岩土与基础工程

E０８０６０１ 　 地基与基础工程

E０８０６０２ 　 岩土工程减灾

E０８０６０３ 　 环境岩土工程

E0807 　 交通工程

E０８０７０１ 　 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

E０８０７０２ 　 交通环境工程

E０８０７０３ 　 道路工程

E０８０７０４ 　 铁道工程

E0808 　 防灾工程

E０８０８０１ 　 地震工程

E０８０８０２ 　 风工程

E０８０８０３ 　 结构振动控制

E０８０８０４ 　 工程防火

E０８０８０５ 　 城市与生命线工程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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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9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E0901 　 水文 、 水资源

E０９０１０１ 　 洪涝和干旱与减灾

E０９０１０２ 　 水文过程和模型及预报

E０９０１０３ 　 流域水循环与流域综合

管理

E０９０１０４ 　 水资源分析与管理

E０９０１０５ 　 水资源开发与利用

E0902 　 农业水利

E０９０２０１ 　 农业水循环与利用

E０９０２０２ 　 灌溉与排水

E０９０２０３ 　 灌排与农业生态环境

E0903 　 水环境与生态水利

E０９０３０１ 　 水环境污染与修复

E０９０３０２ 　 农业非点源污染 与劣

质水利用

E０９０３０３ 　 水利工程对生态 与环

境的影响

E0904 　 河流海岸动力学与泥沙研究

E０９０４０１ 　 泥沙运动力学

E０９０４０２ 　 流域泥沙运动过程

E０９０４０３ 　 河流泥沙及演变

E０９０４０４ 　 河口泥沙与演变

E０９０４０５ 　 工程泥沙

E0905 　 水力学与水信息学

E０９０５０１ 　 工程水力学

E０９０５０２ 　 地下与渗流水力学

E０９０５０３ 　 地表与河道水力学

E０９０５０４ 　 水信息学与数字流域

E0906 　 水力机械及其系统

E０９０６０１ 　 水力机械的流动理论

E０９０６０２ 　 空蚀和磨损及多相流

E０９０６０３ 　 电站和泵站系统

E０９０６０４ 　 监测和诊断及控制

E0907 　 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

E０９０７０１ 　 岩土体本构关系与数

值模拟

E０９０７０２ 　 岩土体试验 、 现场观

测与分析

E０９０７０３ 　 软基与岩土体加固和

处理

E０９０７０４ 　 岩土体渗流及环境效应

E０９０７０５ 　 岩土体应力变形及灾害

E0908 　 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

E０９０８０１ 　 水工结构动静力分析

与控制

E０９０８０２ 　 水工结构实验 、 观测

与分析

E０９０８０３ 　 水工和海工材料

E０９０８０４ 　 水工施工及管理

E0909 　 海岸工程

E０９０９０１ 　 海岸工程的基础理论

E０９０９０２ 　 河口和海岸污染与治理

E０９０９０３ 　 港口航道及海岸建筑物

E０９０９０４ 　 海岸防灾与河口治理

E0910 　 海洋工程

E０９１００１ 　 海洋工程的基础理论

E０９１００２ 　 船舶和水下航行器

E０９１００３ 　 海洋建筑物与水下工程

E０９１００４ 　 海上作业与海事保障

E０９１００５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F ． 信息科学部

F01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F0101 　 信息理论与信息系统

F０１０１０１ 　 信息论

F０１０１０２ 　 信源编码与信道编码

F０１０１０３ 　 通信 网络与 通信系 统

安全

F０１０１０４ 　 网络服务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１０５ 　 信息系统建模与仿真

F０１０１０６ 　 认知无线电

F0102 　通信理论与系统

F０１０２０１ 　 网络通信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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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１０２０２ 　 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２０３ 　 空天通信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２０４ 　 多媒体通信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２０５ 　 光 、 量子 通信 理论 与

系统

F０１０２０６ 　 计算机通信理论与系统

F0103 　 信号理论与信号处理

F０１０３０１ 　 多维信号处理

F０１０３０２ 　 声信号分析与处理

F０１０３０３ 　 雷达原理与技术

F０１０３０４ 　 雷达信号处理

F０１０３０５ 　 自适应信号处理

F０１０３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F0104 　 信息处理方法与技术

F０１０４０１ 　 图像处理

F０１０４０２ 　 图像理解与识别

F０１０４０３ 　 多媒体信息处理

F０１０４０４ 　 探测与成像系统

F０１０４０５ 　 信息检测与估计

F０１０４０６ 　 智能信息处理

F０１０４０７ 　 视觉信息获取与处理

F０１０４０８ 　 遥感信息获取与处理

F０１０４０９ 　 网络信息获取与处理

F０１０４１０ 　 传感信息提取与处理

F0105 　 电路与系统

F０１０５０１ 　 电路设计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５０２ 　 电路 故障检 测理论 与

技术

F０１０５０３ 　 电路网络理论

F０１０５０４ 　 高性能电路

F０１０５０５ 　 非线 性电路 系统理 论

与应用

F０１０５０６ 　 功能集成电路与系统

F０１０５０７ 　 功率电子技术与系统

F０１０５０８ 　 射频技术与系统

F０１０５０９ 　 电路与系统可靠性

F0106 　 电磁场与波

F０１０６０１ 　 电磁场理论

F０１０６０２ 　 计算电磁学

F０１０６０３ 　 散射与逆散射

F０１０６０４ 　 电波传播

F０１０６０５ 　 天线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６０６ 　 毫米波与亚毫米波技术

F０１０６０７ 　 微波集成电路与元器件

F０１０６０８ 　 太赫兹电子技术

F０１０６０９ 　 微波光子学

F０１０６１０ 　 电磁兼容

F０１０６１１ 　 瞬态电磁场理论与应用

F０１０６１２ 　 新型介 质电磁特 性与

应用

F0107 　物理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１ 　 真空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２ 　 量子 、 等离子体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３ 　 超导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４ 　 相对论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５ 　 纳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６ 　 表面和薄膜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７ 　 新型电 磁材料与 器件

基础研究

F０１０７０８ 　 分子电子学

F０１０７０９ 　 有机 、 无机电子学

F0108 　生物电子学与生物信息处理

F０１０８０１ 　 电磁场生物效应

F０１０８０２ 　 生物电 磁信号检 测与

分析

F０１０８０３ 　 生物分 子信息检 测与

识别

F０１０８０４ 　 生物细 胞信号提 取与

分析

F０１０８０５ 　 生物信息处理与分析

F０１０８０６ 　 生物系 统信息网 络与

分析

F０１０８０７ 　 生物系 统功能建 模与

仿真

F０１０８０８ 　 仿生信 息处理方 法与

技术

F０１０８０９ 　 系统生物学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８１０ 　 医学信 息检测方 法与

技术

F0109 　敏感电子学与传感器

F０１０９０１ 　 机械传 感机理与 信息

检测

F０１０９０２ 　 气体 、 液体 信息 传感

机理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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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１０９０３ 　 压 电 、 光 电信 息传 感

机理与检测

F０１０９０４ 　 生物 信息传 感机理 与

检测

F０１０９０５ 　 微纳 米传感 器原理 与

集成

F０１０９０６ 　 多功 能传感 器与综 合

技术

F０１０９０７ 　 新型 敏感材 料特性 与

器件

F０１０９０８ 　 新型传感器理论与技术

F０１０９０９ 　 传感信息融合与处理

F02 　 计算机科学

F0201 　 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

F０２０１０１ 　 理论计算机科学

F０２０１０２ 　 新型计算模型

F０２０１０３ 　 计算机编码理论

F０２０１０４ 　 算法及其复杂性

F０２０１０５ 　 容错计算

F０２０１０６ 　 形式化方法

F０２０１０７ 　 机器 智能基 础理论 与

方法

F0202 　 计算机软件

F０２０２０１ 　 软件理论与软件方法学

F０２０２０２ 　 软件工程

F０２０２０３ 　 程序 设计语 言及支 撑

环境

F０２０２０４ 　 数据库理论与系统

F０２０２０５ 　 系统软件

F０２０２０６ 　 并行与分布式软件

F０２０２０７ 　 实时与嵌入式软件

F０２０２０８ 　 可信软件

F0203 　 计算机体系结构

F０２０３０１ 　 计算机系统建模与模拟

F０２０３０２ 　 计算 机系统 设计与 性

能评测

F０２０３０３ 　 计算机系统安全与评估

F０２０３０４ 　 并行与分布式处理

F０２０３０５ 　 高性能 计算与超级 计

算机

F０２０３０６ 　 新型计算系统

F０２０３０７ 　 计算系统可靠性

F０２０３０８ 　 嵌入式系统

F0204 　计算机硬件技术

F０２０４０１ 　 测试与诊断技术

F０２０４０２ 　 数字电 路功能设 计与

工具

F０２０４０３ 　 大容量存储设备与系统

F０２０４０４ 　 输入输出设备与系统

F０２０４０５ 　 高速数据传输技术

F02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F０２０５０１ 　 计算机图形学

F０２０５０２ 　 计算机图像与视频处理

F０２０５０３ 　 多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

F０２０５０４ 　 生物信息计算

F０２０５０５ 　 科学工程计算与可视化

F０２０５０６ 　 人机界面技术

F０２０５０７ 　 计算机辅助技术

F０２０５０８ 　 模式识别理论及应用

F０２０５０９ 　 人工智能应用

F０２０５１０ 　 信息系统技术

F０２０５１１ 　 信息检索与评价

F０２０５１２ 　 知识发现与知识工程

F０２０５１３ 　 新应用 领域中的 基础

研究

F0206 　自然语言理解与机器翻译

F０２０６０１ 　 计算语言学

F０２０６０２ 　 语法分析

F０２０６０３ 　 汉语及汉字信息处理

F０２０６０４ 　 少数民 族语言文 字信

息处理

F０２０６０５ 　 机器翻 译理论方 法与

技术

F０２０６０６ 　 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技术

F0207 　信息安全

F０２０７０１ 　 密码学

F０２０７０２ 　 安全体系结构与协议

F０２０７０３ 　 信息隐藏

F０２０７０４ 　 信息对抗

F０２０７０５ 　 信息系统安全

F0208 　计算机网络

F０２０８０１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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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２０８０２ 　 计算机网络通信协议

F０２０８０３ 　 网络资源共享与管理

F０２０８０４ 　 网络服务质量

F０２０８０５ 　 网络安全

F０２０８０６ 　 网络环境下的协同技术

F０２０８０７ 　 网络 行为学 与网络 生

态学

F０２０８０８ 　 移动网络计算

F０２０８０９ 　 传感网络协议与计算

F03 　 自动化

F0301 　 控制理论与方法

F０３０１０１ 　 线性与非线性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２ 　 过程与运动体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３ 　 网络化系统分析与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４ 　 离散事件动态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５ 　 混杂与多模态切换系统

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６ 　 时滞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７ 　 随机与不确定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８ 　 分布参数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０９ 　 采样与离散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０ 　 递阶与分布式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１ 　 量子与微纳系统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２ 　 生物 生态系 统的调 节

与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３ 　 最优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４ 　 自适应与学习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５ 　 鲁棒与预测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６ 　 智能与自主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７ 　 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

F０３０１１８ 　 系统建模 、 分析与综合

F０３０１１９ 　 系统辨识与状态估计

F０３０１２０ 　 系统仿真与评估

F０３０１２１ 　 控制 系统计 算机辅 助

分析与设计

F0302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F０３０２０１ 　 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

F０３０２０２ 　 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F０３０２０３ 　 复杂 系统及 复杂网 络

理论与方法

F０３０２０４ 　 系统生 物学中的 复杂

性分析与建模

F０３０２０５ 　 生物生 态系统分 析与

计算机模拟

F０３０２０６ 　 社会经 济系统分 析与

计算机模拟

F０３０２０７ 　 管理与 决策支持 系统

的理论与技术

F０３０２０８ 　 管控一体化系统

F０３０２０９ 　 智能交通系统

F０３０２１０ 　 先进制造与产品设计

F０３０２１１ 　 系统安全与防护

F０３０２１２ 　 系统优化与调度

F０３０２１３ 　 系统可靠性理论

F0303 　导航 、 制导与传感技术

F０３０３０１ 　 导航 、 制导与测控

F０３０３０２ 　 被控量 检测及传 感器

技术

F０３０３０３ 　 生物信 息检测及 传感

器技术

F０３０３０４ 　 微弱信 息检测与 微纳

传感器技术

F０３０３０５ 　 多相流 检测及传 感器

技术

F０３０３０６ 　 软测量理论与方法

F０３０３０７ 　 传感器 网络与多 源信

息融合

F０３０３０８ 　 多传感器集成系统

F0304 　模式识别

F０３０４０１ 　 模式识别基础

F０３０４０２ 　 特征提取与选择

F０３０４０３ 　 图像分析与理解

F０３０４０４ 　 语音识别 、 合成与理解

F０３０４０５ 　 文字识别

F０３０４０６ 　 生物特征识别

F０３０４０７ 　 生物分子识别

F０３０４０８ 　 目标识别与跟踪

F０３０４０９ 　 网络信息识别与理解

F０３０４１０ 　 机器视觉

F０３０４１１ 　 模式识别系统及应用

F0305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F０３０５０１ 　 人工智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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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３０５０２ 　 知识的表示 、发现与获取

F０３０５０３ 　 本体论与知识库

F０３０５０４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F０３０５０５ 　 逻辑 、 推理与问题求解

F０３０５０６ 　 神经网络基础及应用

F０３０５０７ 　 进化算法及应用

F０３０５０８ 　 智 能 Agent 的 理论 与

方法

F０３０５０９ 　 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

F０３０５１０ 　 智能搜索理论与算法

F０３０５１１ 　 人机交互与人机系统

F０３０５１２ 　 智能系统及应用

F0306 　 机器人学及机器人技术

F０３０６０１ 　 机器 人环境 感知与 路

径规划

F０３０６０２ 　 机 器人 导航 、 定位 与

控制

F０３０６０３ 　 智能与自主机器人

F０３０６０４ 　 微型 机器人 与特种 机

器人

F０３０６０５ 　 仿生与动物型机器人

F０３０６０６ 　 多机 器人系 统与协 调

控制

F0307 　 认知科学及智能信息处理

F０３０７０１ 　 知觉 与注意 信息的 表

达和整合

F０３０７０２ 　 学习 与记忆 过程的 信

息处理

F０３０７０３ 　 感知 、 思维与语言模型

F０３０７０４ 　 基于 脑成像 技术的 认

知功能

F０３０７０５ 　 基于 认知机 理的计 算

模型及应用

F０３０７０６ 　 脑机接口技术及应用

F０３０７０７ 　 群体 智能的 演化与 自

适应

F04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

F0401 　 半导体晶体与薄膜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１ 　 半导体晶体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２ 　 非 晶 、 多 晶和 微纳 晶

半导体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３ 　 薄膜半导体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４ 　 半导体 异质结构 和低

维结构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５ 　 SOI 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６ 　 半导体 材料工艺 设备

的设计与研究

F０４０１０７ 　 有机／无机半导体复合

材料

F０４０１０８ 　 有机／聚合物半导体材料

F0402 　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

F０４０２０１ 　 系统芯片 SoC 设计方

法与 I P 复用技术

F０４０２０２ 　 模拟／混合 、 射频集成

电路设计

F０４０２０３ 　 超深亚 微米集成 电路

低功耗设计

F０４０２０４ 　 集成电 路设计自 动化

理论与 CAD 技术

F０４０２０５ 　 纳米尺度 CMOS 集成

电路设计理论

F０４０２０６ 　 系统芯片 SoC 的验证

与测试理论

F０４０２０７ 　 MEMS／MCM／生物 芯

片建模与模拟

F0403 　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F０４０３０１ 　 半导体发光器件

F０４０３０２ 　 半导体激光器

F０４０３０３ 　 半导体光探测器

F０４０３０４ 　 光集成和光电子集成

F０４０３０５ 　 半导体成像与显示器件

F０４０３０６ 　 半导体 光伏材料 与太

阳电池

F０４０３０７ 　 基于柔 性衬底的 光电

子器件与集成

F０４０３０８ 　 新型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F０４０３０９ 　 光电子器件封装与测试

F0404 　半导体电子器件

F０４０４０１ 　 半导体传感器

F０４０４０２ 　 半导体微波器件与集成

F０４０４０３ 　 半导体功率器件与集成

F０４０４０４ 　 半导体能量粒子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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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４０４０５ 　 半导体电子器件工艺

及封装技术

F０４０４０６ 　 薄膜电子器件与集成

F０４０４０７ 　 新型半导体电子器件

F0405 　 半导体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１ 　 半导体材料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２ 　 半导体器件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３ 　 半导体表面与界面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４ 　 半导体中杂质与缺陷

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５ 　 半导体输运过程与半

导体能谱

F０４０５０６ 　 半导体低维结构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７ 　 半导体光电子学

F０４０５０８ 　 自旋学物理

F０４０５０９ 　 半导体中新的物理问题

F0406 　 集成电路制造与封装

F０４０６０１ 　 集成电路制造中的工

艺技术与相关材料

F０４０６０２ 　 GeSi／Si 、 SOI 和应变

Si等新结构集成电路

F０４０６０３ 　 抗辐射集成电路

F０４０６０４ 　 集成电路的可靠性与

可制造性

F０４０６０５ 　 芯片制造专用设备研

制中的关键技术

F０４０６０６ 　 先进 封装技 术与系 统

封装

F０４０６０７ 　 纳米电子器件及其集

成技术

F0407 　 半导体微纳机电器件与系统

F０４０７０１ 　 微纳机电系统模型 、 设

计与 EDA
F０４０７０２ 　 微纳机电系统工艺 、 封

装 、 测试及可靠性

F０４０７０３ 　 微纳机电器件

F０４０７０４ 　 RF／微波微纳机电器件

与系统

F０４０７０５ 　 微纳光机电器件与系统

F０４０７０６ 　 芯片微全分析系统

F0408 　 新型信息器件

F０４０８０１ 　 纳米 结构信 息器件 与

纳电子技术

F０４０８０２ 　 基于分 子结构的 信息

器件

F０４０８０３ 　 量子器件与自旋器件

F０４０８０４ 　 超导信息器件

F０４０８０５ 　 新原理信息器件

F05 　 光学和光电子学

F0501 　光学信息获取与处理

F０５０１０１ 　 光学计算和光学逻辑

F０５０１０２ 　 光学信号处理与人工

视觉

F０５０１０３ 　 光存贮材料 、 器件及

技术

F０５０１０４ 　 光全息与数字全息技术

F０５０１０５ 　 光学成像 、 图像分析

与处理

F０５０１０６ 　 光电子显示材料 、 器

件及技术

F0502 　光子与光电子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１ 　 有源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２ 　 无源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３ 　 功能集成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４ 　 有机／聚合物光电子器

件与光子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５ 　 光探测材料与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６ 　 紫外光电材料与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７ 　 光子晶体及器件

F０５０２０８ 　 光纤放大器与激光器

F０５０２０９ 　 发光器件与光源

F０５０２１０ 　 微纳光 电子器件 与光

量子器件

F０５０２１１ 　 光波导器件

F０５０２１２ 　 新型光电子器件

F0503 　传输与交换光子学

F０５０３０１ 　 导波光学与光信息传输

F０５０３０２ 　 光通信 与光网络 关键

技术与器件

F０５０３０３ 　 自由空 间光传播 与通

信关键技术

F０５０３０４ 　 光学与光纤传感材料 、
器件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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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０５０３０５ 　 光纤材料及特种光纤

F０５０３０６ 　 测试技术

F０５０３０７ 　 光 开关 、 光互 连与 光

交换

F0504 　 红外物理与技术

F０５０４０１ 　 红外物理

F０５０４０２ 　 红外 辐射与 物质相 互

作用

F０５０４０３ 　 红外探测 、 传输与发射

F０５０４０４ 　 红外探测材料与器件

F０５０４０５ 　 红外 成像光 谱和信 息

识别

F０５０４０６ 　 红外技术新应用

F０５０４０７ 　 红外 遥感和 红外空 间

技术

F０５０４０８ 　 太赫兹波技术及应用

F0505 　 非线性光学与量子光学

F０５０５０１ 　 非线性光学效应及应用

F０５０５０２ 　 光学频率变换

F０５０５０３ 　 光 量子 计算 、 保密 通

讯与信息处理

F０５０５０４ 　 光学孤子与非线性传播

F０５０５０５ 　 强场 与相对 论的非 线

性光学

F0506 　 激光

F０５０６０１ 　 激光物理

F０５０６０２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F０５０６０３ 　 超快光子学与超快过程

F０５０６０４ 　 固体激光器件

F０５０６０５ 　 气体 、 准分子激光

F０５０６０６ 　 自由电子激光与 X 射线

激光

F０５０６０７ 　 新型激光器件

F０５０６０８ 　 激光技术及应用

F0507 　 光谱技术

F０５０７０１ 　 新型光谱分析法与设备

F０５０７０２ 　 光谱诊断技术

F０５０７０３ 　 超快光谱技术

F0508 　 应用光学

F０５０８０１ 　 光学 CAD 与虚拟光学

F０５０８０２ 　 薄膜光学

F０５０８０３ 　 先进光学仪器

F０５０８０４ 　 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

F０５０８０５ 　 微小光学器件与系统

F０５０８０６ 　 光度学与色度学

F０５０８０７ 　 自适应光学及二元光学

F０５０８０８ 　 光学测量中的标准问题

F０５０８０９ 　 制造技术中的光学问题

F0509 　光学和光电子材料

F０５０９０１ 　 激光材料

F０５０９０２ 　 非线性光学材料

F０５０９０３ 　 功能光学材料

F０５０９０４ 　 有机／无机光学复合材料

F０５０９０５ 　 分子基光电子材料

F０５０９０６ 　 新光学材料

F0510 　空间光学

F０５１００１ 　 空间光 学遥感方 法与

成像仿真

F０５１００２ 　 空间目 标光学探 测与

识别

F０５１００３ 　 深冷空 间光学系 统与

深冷系统技术

F０５１００４ 　 空间激光应用技术

F０５１００５ 　 光学相控阵

F0511 　大气与海洋光学

F０５１１０１ 　 大气光学

F０５１１０２ 　 激光遥感与探测

F０５１１０３ 　 水色信息获取与处理

F０５１１０４ 　 水下 目标 、 海底 光学

探测与信息处理

F０５１１０５ 　 海洋光学

F0512 　生物 、 医学光子学

F０５１２０１ 　 光学 标记 、 探针 与光

学功能成像

F０５１２０２ 　 单分子 操控与显 微成

像技术

F０５１２０３ 　 生命系 统的光学 效应

及机理

F０５１２０４ 　 光 与 生 物 组 织 相 互

作用

F０５１２０５ 　 生物组 织光谱技 术及

成像

F０５１２０６ 　 新型医 学光学诊 疗方

法与仪器

F0513 　交叉学科中的光学问题

·８８１·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G ． 管理科学部

G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G0101 　 管理科学和管理思想史

G0102 　 一般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论

G0103 　 运筹与管理

G０１０３０１ 　 优化理论与方法

G０１０３０２ 　 排序 、 排队论与存储论

G０１０３０３ 　 供应链基础理论

G0104 　 决策理论与方法

G0105 　 对策理论与方法

G0106 　 评价理论与方法

G0107 　 预测理论与方法

G0108 　 管理心理与行为

G0109 　 管理系统工程

G０１０９０１ 　 管理系统分析

G０１０９０２ 　 管理系统仿真

G0110 　 工业工程与管理

G0111 　 系统可靠性与管理

G0112 　 信息系统与管理

G０１１２０１ 　 管理信息系统

G０１１２０２ 　 决策支持系统

G０１１２０３ 　 管理信息与数据挖掘

G0113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G0114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G0115 　 金融工程

G0116 　 管理复杂性研究

G0117 　 知识管理

G0118 　 工程管理

G02 　 工商管理

G0201 　 战略管理

G０２０１０１ 　 战略理论与决策

G０２０１０２ 　 竞争力与竞争优势

G０２０１０３ 　 战略制定 、 实施与评价

G0202 　 企业理论

G0203 　 创新管理

G0204 　 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

G０２０４０１ 　 组织行为

G０２０４０２ 　 组织文化与跨文化管理

G0205 　 人力资源管理

G０２０５０１ 　 领导理论

G０２０５０２ 　 薪酬与绩效管理

G０２０５０３ 　 人力资源开发

G0206 　 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

G0207 　 会计与审计

G０２０７０１ 　 会计理论与方法

G０２０７０２ 　 审计理论与方法

G0208 　 市场营销

G０２０８０１ 　 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

G０２０８０２ 　 品牌与消费行为

G０２０８０３ 　 网络营销

G0209 　 运作管理

G０２０９０１ 　 生产管理

G０２０９０２ 　 质量管理

G0210 　 技术管理与技术经济

G０２１００１ 　 企业研发与技术创新

G０２１００２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G0211 　 企业信息管理

G０２１１０１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G０２１１０２ 　 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

G0212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G0213 　 项目管理

G0214 　 服务管理

G0215 　 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

G０２１５０１ 　 创业管理

G０２１５０２ 　 中小企业管理

G0216 　 非营利组织管理

G03 　 宏观管理与政策

G0301 　 宏观经济管理与战略

G0302 　 金融管理与政策

G０３０２０１ 　 银行体系与货币政策

G０３０２０２ 　 资本市场管理

G0303 　 财税管理与政策

G0304 　 产业政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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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305 　 农林经济管理

G０３０５０１ 　 林业经济管理

G０３０５０２ 　 农业产业管理

G０３０５０３ 　 农村发展与管理

G０３０５０４ 　 农户及组织管理

G0306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G０３０６０１ 　 公共管理基础理论

G０３０６０２ 　 公共政策分析

G０３０６０３ 　 政府管理

G０３０６０４ 　 社会管理与服务

G0307 　 科技管理与政策

G０３０７０１ 　 科学计量学与科技评价

G０３０７０２ 　 科研管理

G０３０７０３ 　 科技创新管理

G０３０７０４ 　 知识产权管理与宏观

政策

G0308 　 卫生管理与政策

G0309 　 教育管理与政策

G0310 　 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

G0311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G０３１１０１ 　 劳动就业管理

G０３１１０２ 　 社会保障管理

G0312 　 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

G０３１２０１ 　 可持续发展管理

G０３１２０２ 　 环境政策与生态管理

G０３１２０３ 　 资源管理与政策

G0313 　 区域发展管理

G０３１３０１ 　 区域发展战略管理

G０３１３０２ 　 城镇发展与管理

G0314 　 信息资源管理

G０３１４０１ 　 图书情报档案管理

G０３１４０２ 　 政府与社会信息资源

管理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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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电话 单位名称 电话

数理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６９１０

数学科学处 ６２３２７１７８

力学科学处 ６２３２７１７９

天文科学处 ６２３２７１８９

物理科学一处 ６２３２７１８１

物理科学二处 ６２３２７１８２

化学科学部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７１５７

一处 地理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１

二处
地球化学 ６２３２７１５８

地质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６

三处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０

四处 海洋科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５

五处 大气科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２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６９０６

一处
无机化学 ６２３２７１７０

分析化学 ６２３２７０７５

二处 有机化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９

三处 物理化学 ６２３２７１７２

四处
高分子科学 ６２３２７１６７

环境化学 ６２３２７１７３

五处 化工工程 ６２３２７１６８

生命科学部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７２００

一处
微生物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５

植物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５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６８８７

材料科学一处 金属材料 ６２３２７１４５

材料科学二处
无机非金属材料 ６２３２７１４４

有机高分子材料 ６２３２７１３８

工程科学一处 冶金与矿业 ６２３２７１３６

工程科学二处 机械 ６２３２７０９８

工程科学三处 工程热物理 ６２３２７１３５

工程科学四处 建筑工程 ６２３２７１４２

工程科学五处
水力学 ６２３２７１３７

电工学 ６２３２７１３１

信息科学部

二处
生态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７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７１４６

林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７ 一处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６２３２７１４７

三处

生物物理 、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１３

二处 计算机科学 ６２３２７１４１

三处 自动化科学 ６２３２７１４９

遗传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１５ 四处 信息器件与光学 ６２３２７１４３

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１５ 管理科学部
免疫学学科 ６２３２６９２４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６８９８

四处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８ 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６２３２７１５５

生物医学工程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８ 二处 工商管理 ６２３２７１５２

五处 农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２ ６２３２６９１８ 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 ６２３２７１５１

六处
畜牧兽医水产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４ 计划局
动物学学科 ６２３２６９１４ 综合处 ６２３２６９８０

七处
病理学与生理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１４ 国际合作局
预防医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１２ 外事计划处 ６２３２７００１

八处 临床医学基础 I 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０７ 机关服务中心

九处
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２１１ 办公室 ６２３２７２１８

药物学与药理学学科 ６２３２７１９９ 科学基金杂志社
十处 临床医学基础 II 学科 ６２３２６９２２ 办公室 ６２３２７２０４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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