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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陈!越!温明章!杜生明

摘!要!通 过 对!""!—!"")年 间 不 予 资 助

的!)",项面上项目的’!"%"份评议函进行

阅读和比较 分 析，发 现 专 家 不 同 意 资 助 项 目

的理由虽然 有 多 种 多 样，但 专 家 对 申 请 项 目

的评价，比较注重的还是项目的选题，占问题

的!#*##+。本文就此从$个 方 面———问 题

的提出、选题的目的、选题的过程、基础 研 究

的选题、应用基础研究的选题、选题与 创 新、

结语———浅议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申请的选题，希 望 能 在 选 题 理 念 与 实 践 两 方

面给申请者一些启示。

关键词!自然 科 学 基 金!面 上 项 目!申 请!
选题!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通 过 对 畜 牧"兽 医 和 水 产 学 科 及 动 物 学 科

!""!#!"")年 间 申 请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但 未 获 资

助的!)",项面上项目的’!"%"份评议函进行阅读

和分析$发现专家不同意资助项目的理由虽然有多

种 多 样$但 由 于 选 题 原 因 而 未 获 资 助 的 占 到 了

!#-##+$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个方面$选题缺

乏创新是最主要的原因$占问题的!#-,%+%选题过

大排在第二位$占’,-,#+&见表’’%另外$青年项目

的选题多重复$地区项目的选题多跟踪(由此可见$
很多申请者在项目选题中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
以至造成专家的不认可而导致申请失败(

二"选题的目的

!!写申请书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基金资助$而选题

的目的是要探索科学规律$去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或
是为发 展 一 个 技 术 做 些 基 础 研 究(0*bL:ELCQFE

和 *̂SLNN<OB在)科 学 的 哲 学*如 何 辨 识 有 潜 力 的

研究+一文中谈到*我们认为前途最看好的项目应具

有如下特点$其一项目的组织者是才华出众的研究

者$他们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甜蜜的科学+$他们要

解释在其科学领域中出现的异例$同时也没有僵化

在主流科学的范例中%其二他们极其热衷于自己研

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并急切地去探索新的认识"新
的理论$为度量世界寻找新的工具并勇于变革%其三

他们致力于作为宇宙基本特征的关键问题研究$一

旦突破就会引起革命性变化,’-(可以说项目选题的

目的和精髓从这%个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表’!!""!#!"")年间畜牧"兽医和水产学科及动物学科函评意见

有关项目选题问题统计分析

选题问题 地区 青年 自由

合计

&占选题问题的

百分比’

选题缺乏创新 ’"% ’%! (!, ’",’&!#*,%+’

选题过大 () ’"$ )’’ ,"!&’,*,#+’
选题意义不大 &% (# %#( &)"&’)*#$+’
题目属跟踪 (& && ’$! %’!&(*,)+’
选题重复 ,# #! ’!) !(&&$*#"+’
题目偏应用 )& !’ ’,, !%!&,*)%+’
选题不明确 %% $( ’), !&$&$*’!+’
题目与内容不符 !% %" ’%" ’(&&&*’!+’
题目设想片面 ’# %! (, ’%$&%*("+’
合计.所统计评议总数 &’).’)$",%&.’(#"!)&#.(,$" %,"(.’!"%"
&占不予资助的百分比’&%)*#,+’&%%*,&+’&!(*%,+’ &!#*##+’

三"选题的过程

!!项目选题一般包括*选题"验题"修题和定题(

!!’*选题

!!选题是申请者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社会需求$在

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范围的客观规律进

行探索(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研究方向%
二是界定研究范围(选题合适$则研究者可以在有

限的时间和精力下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对自己也最

有意义的工作$并取得令自己和社会满意的研究进

展和成果%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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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深入及国家对基础研究资助力度的限制"选

题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申请者能否获得资助#

!!!*验题

!!选题后你需要检验你的选题是否有原创性"研

究的基本价值"能否开创新知识"能否在%年的时间

内完成等工作$!%#它主要是通过去权威查新机构查

新"并咨询其查新员"也可以与同行或相关领域专家

就选题进行讨论"或是 在M:ELN:LE的 数 据 库 中 通 过

主题词的组合进行检索等方式来进行#

!!%*修题

!!根据验题的结果"修正选题#

!!)*定题

!!选题经过修改后"需要给选题定个合适的题目#
题目是申请者对评议专家说的第一句话"因而显得

非常重要#选题的题目应准确&简洁&清楚"它应体

现项目 的 主 要 研 究 内 容"特 别 是 其 创 新 性#因 为

>0?3倡导的就是资助具有创新性强的项目$%%#也

就是说所确定的题目要应该表现出它的两个作用"
其一是要给评议专家一个简明&准确的信息"其二是

有助于文献追踪或检索$)%#

四!基础研究的选题

!!’*基础研究的概念

!!基础研究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的科

学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为’基础研究主

要是为了取得对根本原理的新知识而开展的实验工

作或理论工作"不考虑其特别的或具体的应用#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0?)定义基础研究是为了发展

不具有特定商业目的的科学知识的研究#

!!!*基础研究的特征

!!(’)国际化***基础研究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其成果遵循第一性原则"即在基础研究的国际竟争

中"只有金牌的位置"重复和证实前人成果的价值是

次要的$&%#保持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先地位是美国投

资科学的战 略 要 素$,%#随 着 我 国 综 合 国 力 的 增 强"

>0?3也开始更加突出鼓励源头创新和对不同学术

思想的包容#

!!基础研究国际化的特点和趋势要求我们对我国

各类学科基础研究的国际水平和地位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和分 析#尽 管 国 际 上 的 比 较 研 究 方 法 尚 不 成

熟"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更为薄弱"尤
其是缺乏对背景资料系统&完整的长期积累#我们

应在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数据(如美国>0?定期编

辑出版的+科学技术指标,&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

告,中的有关内容等)和成熟方法的基础上加强这方

面的工作#知已知彼"才能使我国的基础研究真正

置身于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不确定性***基础研究的实质是探索人类

已有科学认识尚未达到的未知领域"因而这种探索

本质上要求自由探索"既不可能制订出一个具体的

计划"也不可能知晓需投入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

力#因此它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共识性"有心栽花花

不开"无意插柳柳成阴的例子举不盛举#但是"基础

研究一旦突破会给技术应用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整合性***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继

续成为当代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且现代科

学技术的突破也往往发生于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
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

间的影响和渗透进一步加强"导致新学科&新领域&
新思想的 不 断 萌 生"并 显 现 出 巨 大 的 创 新 潜 力$(%#
如作为生物工程基础的限制性内切酶是在研究噬菌

体的过程中发现的"质粒是在研究细菌的耐药性过

程中发现的"这两项基础研究交叉汇合在一起"促成

了基因工程的出现-又如现在的激光生命科学和生

物物理学等都是物理学与生物学交叉结合产生的新

的交叉学科$#%#

!!())黑 马 特 征***早 自 孟 德 尔 的 遗 传 规 律"

78E=Q:和 3N<OB的 4>1 双 螺 旋 结 构"近 至 h8NU
R*SJKK<=的H32技术和M8:7<KAJE等的克隆羊的

问世"均说明基础科学研究具有黑马特征"重大科学

发现很多是出现于非主流科学领域"或出自一些.小
人物/#这已不是一种特殊现象"而已成为一种普遍

规律#所以评审专家和基金管理人员对这类项目应

给予关注"对那些有独立思考&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人

物和青年人才给予呵护"做到项目资助要雪中送炭"
而不是锦上添花#

!!%*基础研究的选题

!!凝练科学问题的过程是选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环节#应时刻注意自己研究工作中或读文献时感觉

到的 .不寻常/"这可 能 是 一 个 重 大 突 破 的 引 信"抓

住它"并用非常规的思维方式琢磨它"同时提升&凝

练其中可能蕴涵的科学问题"建立假说"才会有真正

新颖的选题#大多数优秀的>MI(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申请书均基于一个强而有力的假说(或猜想)#
建立假说"然后肯定假说或否定假说是推动自然科

学发展的巨大动力#?N8:OL=OQ2LF<通过观察发现

将肉块放在户外"会招一群群苍蝇光顾"之后肉块上

会有蛆出现#因此他假说’蛆可能与苍蝇有关"如果

让苍蝇接触不到肉块"则不会有蛆出现#他通过实

验设计"只允 许 有 一 个 变 数"即 苍 蝇 与 肉 块 能 否 接

触"证明了蛆可能源自苍蝇"与肉腐无关"这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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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自生 说 的 一 次 重 大 打 击"随 后@QJ<=H8=ELJN
用肉汤实验证实了肉汤腐败系肉汤中有微生物存在

的假说#彻底结束了自生说时代"

!!在基础研究中#重要的是源头创新#这种创新也

是一种开拓性的活动"用系统科学的观点看一个科

研项目#它由研究对象和方法两个要素组成#因而#
创新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中"源头创新

具有$第 一%的 属 性#其 成 果 应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比

较&’"’"因此#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选题必须建

立在对选题领域的国际研究状况有绝对了解的基础

之上#也就是说要不间断地阅读文献#阅读原始研究

论文的$观察(假说(实验和结论%#阅读综述性文献

对这些过程的评论#包括否定性评论或肯定性评论#
要能用批评的眼光研读任何一篇文章#那怕是发表

在%&’()*(!+,*.+*或 是"*55上 的 文 章#培 养 自 己

$建立假设%以 解 疑 原 有 理 论 解 释 不 了 的 现 象 的 能

力#同时又可通过进一步研读文献#否定原有假说#
建立起新的(更合理的假说"

表!!畜牧!兽医和水产学科与动物学科近%年

受理和资助项目中"假设#!"假说#情况统计

学!!科
提出假说项目的数目和比例

自由项目 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 合!!计

畜 牧(兽 医

和水产学科

受理项目
%!&)’,#$

’#*’&+

&()%&)

’,*%(+

)#)!$&

’$*($+

)&!)!%!,

’#*)%+

资助项目
’’’)%’)

%&*%&+

’()$’

!&*%&+

’()),

%#*’%+

’)$))%’

%)*’’+

动物学科

受理项目
’#()$#,

!%*$)+

%#)’!$

%"*’$+

’))#!

’&*!’+

!&’)’"’&

!)*$%+

资助项目
#))’#)

)(*)&+

’’)’#

&$*(#+

%)’%

!%*"(+

’"()!!,

)$*$#+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畜牧(兽医和水产学科的

!%!,个 受 理 项 目 中#提 出 假 说 的 有)&!个#占

’#-)%+#其中自由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 目 的 比

例分别为’#*’&+(’,*%(+和’$*($+*从)%’个资

助项 目 情 况 来 看#提 出 假 说 的 项 目 为’)$个#占

%)-’’+#其中自由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 目 的 比

例为%&-%&+(!&-%&+和%#-’%+"动 物 学 科 的

’"’&个 受 理 项 目 中#提 出 假 说 的 为 !&’ 个#占

!)-$%+#其中自由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 目 分 别

为!%-$)+(%"-’$+和’&-!’+*在!!,个被资助的

项目中#提 出 假 说 的 项 目 有’"(个#占)$-$#+#其

中自由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分别为)(-)&+(

&$-(#+和!%-"(+"根据上面的数据#无论是动物

学科还是畜牧(兽医和水产学科#无论是自由项目(
青年项目还是地区项目#提出假说的项目其受资助

率要明显高于没有提出假说的项目的受资助率"

!!但是无论是假说还是猜想#都要建立在坚实科

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且应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可增

进对本学科或相关学科一些现象的理解#这也就是

>0?3要求同行评阅人裁断申请是否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

!!)-案例

!!现 以!"""年 资 助 项 目$马 立 克 病 毒+S4b,

%(h4磷蛋 白+TT%(,生 物 学 活 性 与 分 子 结 构 的 关

系%+资助号%""$"&)),为例来说明选题中假说的建

立"

!!S4b的TT%(是一个完全独特的基因#迄今为

止#还没有在其他病毒或任何生物的基因组中发现

同源基因"该项目申请人早在’##"和’##’年就首

先鉴定和克隆出TT%(基因#并完成了该基因的序列

分析和基因结构分析*’##!年率先在真核系统中表

达了TT%(*并 用 实 验 显 示#重 组TT%(可 在 鸡 对 某

些抗原的免疫反应中起到免疫抑制作用*’###年构

建了在TT%(基因的特定位点变异的重组 S4b*确

定了针对TT%(的单克隆抗体 I’#所识别的抗原表

位相关的氨基酸和碱基组成"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发现#在 免 疫 沉 淀 反 应 中#单 抗 I’#可 同 时 沉 淀

TT%(和TT!)#而 该 研 究 小 组 的 研 究 已 经 证 明#在

TT!)上并没 有 I’#表 位"为 此 该 申 请 人 推 断#在

免疫沉淀反应中#TT!)是通过TT%(被单抗 I’#共

同沉淀下 来 的#也 就 是 说#在 天 然 状 态 下#TT%(和

TT!)很可能以异二聚体的形式存在#这也可能就是

多年来难于阐明TT%(功能的原因"这就构成了本

项目立题时的基本思路"

五!应用基础研究的选题

!!’*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

!!应用基 础 研 究 系 指 围 绕 重 大 或 广 泛 的 应 用 目

的#探索新原理(开拓新领域的定向性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的特征

!!李大东院士与何鸣元院士将应用基础研究的特

征概括为以下&点&’!’"

!!+’,从其内涵来看#应用 基 础 研 究 属 于 基 础 研

究的范畴#其目标是寻求为开发新技术而进行的应

用研究所必需的科学知识"

!!+!,从推动力的角度看#其 根 本 的 推 动 力 在 于

市场的需求#从市场的需求出发#由市场来决定其最

终价值"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应 用 基 础 研 究 无 疑 应

遵循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过程"应用基础研究应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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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践"始于探索"始于发现#在研究工作中$首先

努力从实验探索中%在一定的理论知识指导下&获取

新的发现$然后进一步的实验并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形成新的认识$对新的科学认识的实验确认以及基

于新的科学认识的实验设计$便有可能构成一种新

技术的基础#技术专利的形成和申请常常就在完成

这一实践.认 识.实 践 的 过 程 之 后#这 里 要 强 调 的$

一是虽然应用基础研究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但往

往始于接近于应用的探索实验’二是一般来说$知其

然往往先于知其 所 以 然$也 就 是 说B:QG.9QG往 往

先于B:QG.G9U#

!!%)&应用基础研究取得成功系最终实现技术创

新的必要条件#这需要$一是对有关领域的科学知

识充分的占有’二是对有关领域的现有技术充分的

了解$尤其是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应有深刻的认识#

!!%&&能导致技术创新或技术突破的新认识的获

取及新观念的形成$是应用基础研究的核心#简而

言之$应用基础研究就是要寻求实现技术突破的新

观念#

!!%*应用基础研究的选题

!!科技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这掀起了科学要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潮流$(应用基础

研究)的提法因之应运而生#虽然说基础研究的每

一次突破$都会给社会经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是带来这种 变 化 的 直 接 因 素 是 其 推 动 的 技 术 的 发

展$而不是科学突破的本身$比如青霉素的发现对医

学的推动是因为青霉菌培养和青霉素提纯技术的发

展和成熟#因此应用基础研究选题时要寻找实验技

术发展和突破的新观念$也就是 >0?3要求同行评

阅人裁断的申请是否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案例

!! 现 以 !""" 年 资 助 的 (猪 肠 毒 素 大 肠 杆 菌

%6D63&病 抗 性 基 因 遗 传 标 记 筛 选)项 目%资 助 号

%""$"&&%&为例来说明应用基础研究的选题#

!!申请人主持和参加过多项国家和部委有关地方

猪种"外来猪种选育方面的课题$经常到基层作调查

研究$深感仔猪泻痢给养猪业带来的极大危害#有

资料显示$F+15,引 起 的 发 病 率 和 死 亡 率 占 整 个 猪

病发病率与死亡率的&,F!G和!)F$G$目前国内外

还没有理想的防治办法#申请人通过查阅文献了解

到$有关$F+15,的 抗 病 育 种 研 究$国 内 此 前 无 人 做

过’国外则主要涉及部分基础研究$如研究 发 现$F

+15,的?’(受体基因位于,号染色体上$$F+15,?)
受体受0基因控制等#但?’(受体基因"?)受体的

0基因究 竟 是 什 么？怎 样 检 测？均 还 不 清 楚$更 谈

不上抗病育种#因此$该申请人确定的研究思路就

是要找到抗性基因的遗传标记$找到检测方法$最终

用于抗病育种$用于养猪生产$因此就形成了(猪肠

毒素大肠杆 菌%6D63&病 抗 性 基 因 遗 传 标 记 筛 选)

的研究课题#

六!选题与创新

!!’*创新的概念

!!在国际上$关于创新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常说的

是指(产生新的且有用的概念或产品)’较为人们接

受的系 h8:ELN%’#(%&*’%+以 及 耶 鲁 大 学 2Q;LNE *̂

0ELN:/LNU%!"")&*’)+的 说 法$即 创 新 是 指 新 概 念"新

过程"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产生"接受和实施%M::Q;8.

E<Q:<=E9LCL:LN8E<Q:$8OOLTE8:OL$8:F<ATKLAL:.

E8E<Q:QP:LG<FL8=$TNQOL==L=$TNQFJOE=$QN=LN;.

<OL=&#

!!创新包含初级创新,,,即源头创新或原始创新

以及次级创新,,,即跟踪或改良性创新两个层次#

!!原始创新是基本概念"理论体系上的建立或突

破$新方法的建立或在新领域内的拓展等%新的交叉

学科生长点等&#所以$它包含全新的研究选题"全

新的研究思想和全新的研究方法#它具有两种基本

属性-原 始 性%QN<C<:8K<EU&是 指 科 学 研 究 的 思 想 和

方法是首先提出的$研究结果将开拓新的领域$由此

带来或推 动 科 学 发 展’唯 一 性%J:<ZJL:L==&是 指 科

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从来没有人提及过$更没有被

实践过#二者相辅相成#

!!次级创新是对现有概念"理论体系"方法等的改

良和深化$为充实和完善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和提

供依据$为源头创新增添积累#

!!!*选题要有创新

!!创新性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和评审过程中

十分注重 的 一 个 方 面*’"+#因 为 基 础 研 究 是 世 界 性

的$贵在创 新*’&+$跟 踪 别 人 的 理 论 或 设 计 以 及 来 自

文献的选题缺乏创新#在基础研究的国际竞争中$

只有金牌的位置$重复和证实前人成果的价值毕竟

是次要的#

!!选题有新意$是每一位申请者都十分渴望且朝

思暮想的$但由于研究背景和基础等原因$近三分之

一的申请 者 因 选 题 缺 乏 创 新 被 否 定#对 申 请 人 而

言$应冷静思考$扩充信息量$提炼科学问题$瞄准目

标$获得选题#但有些申请者$对此理解有偏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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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选题上以世界最新科学技术为依托"再结合自

己研究 背 景 和 目 前 的 研 究 工 作"确 立 选 题#例 如"

2>1干扰技术"是!""!年美国’"大 科 技 新 闻"它

是一项干扰基因片断表达的技术#申请者利用这一

技术开展研究工作"无可厚非#但在基金委 SM0系

统中"大约共有)$&项申请把这一技术与题目结合"
很有牵强之嫌#他们反而忽视了基础研究重视的是

$科学问题的研究%"其所用的研究手段应屈居次要

位置"因为技术是人家发明的"其再先进也不反映你

自己的$新%#这些项目中仅有&%项获得资助"资助

率仅为’’*’,+"远 低 于 生 命 科 学 部 面 上 项 目 平 均

资助率#另外还有什么$纳米饲料的研究%&$纳米添

加剂的研究%等等#因此在项目的选题时"不要一味

将别人的技术作为选题的卖点"应着力于科学问题

的凝练和选择#对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与概念&
原理相悖的 结 果"寻 求 解 决 方 案"会 有 更 多 创 新 机

遇#

!!%*选题的案例

!!!"")年面 上 项 目 的 申 请 书 中 有 一 份 令 评 审 人

赞为开辟了新且比较重要研究领域 ’’&(的申请"其题

目为$表达病毒蛋白的球虫表达系统的构建%#

!!)’*选题的过程

!!申请人长期以来从事鸡球虫病及其诊断与防制

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该病每年给世界养禽业带来

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有关鸡球虫病防治的问题"一

直是世 界 性 的 难 题"也 一 直 困 扰 着 申 请 人#!"""
年"申请人产生了一个设想"就是$若将新城疫病毒

有保护力的蛋白的基因转到弱毒球虫中"再免疫鸡

群"能否激发鸡群对该蛋白的免疫应答%#当时转基

因理论及其技术对他来讲是一个难点"为了尽快了

解基因方面的知识"他先后系统地学习了+基因工程

概论,和阎隆飞的+分子生物学,-并阅读和查阅了大

量外文资料-!""%年又继续旁听了由美国著名遗传

学家来华讲授的+分子遗传学,课程#两年来的学习

和思考"使思路逐渐清晰"坚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即真核生物的转基因及其在兽医领域的应用#在继

续研读了5KF和HN<ANQ=L写的H),.+,05*216>*.*
<&.,0(5&’,1.和 D*1*RNQG:写 的>*.*"51.,.9
之后"他于!"")年申请了题为$表达病毒基因的球

虫表达系统的构建%的面上项目"并获得资助)资助

号%")$’!#(*#

!!)!*选题的背景

!!我国向欧盟&日本等出口肉鸡屡屡受阻的两大

原因"一是新城疫流行严重"二是抗球虫药物残留量

较高#该项 目 旨 在 以 绿 色 荧 光 蛋 白 基 因 为 报 告 基

因&以新城疫病毒?蛋白基因为导入基因构建能稳

定表达新城疫 病 毒?蛋 白 的 转 基 因 柔 嫩 艾 美 耳 球

虫北京早熟株"探索这种遗传修饰球虫接种鸡群后"
能否同时激发鸡群抗球虫和抗新城疫的双重免疫应

答#该系统的建立可能预示着一种新型疫苗生产体

系的问世"即用活疫苗)活球虫卵囊*为载体表达另

一个或数个疫苗用抗原...以真核生物球虫为表达

系统表达重大禽病病原的疫苗用抗原"同时激发细

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一苗两用或多用的体系#

!!)%*专家评议意见综合

!!该申请首先原创新性强"尽管文献报道有锥虫&
疟原虫和弓形虫等原生动物表达系统"但是均为表

达寄生原虫蛋白的系统"而本项目以球虫为载体表

达病毒蛋白在国内外尚属首次"设想出了一条研制

疫苗的新途径-而且球虫卵囊内曾经发现过禽类病

毒"因此外源基因在球虫内表达有可行性#其次是

为寄生虫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寄生虫与宿

主共同进化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有着稳定的适应

性"利用寄生虫作为表达系统"表达病毒&真菌&细菌

或寄生虫蛋白"研究生命现象或控制重大疫病"拓宽

了寄生虫学本身的研究领域"其成功或尝试对于寄

生虫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第三"是基因工程研

究领域思维上的跨越"过去国内外的研究思路均为

利用细菌和真核细胞表达系统来控制寄生虫病"而

该申请反过 来 利 用 寄 生 虫 为 表 达 系 统 来 控 制 病 毒

病"将来还可能拓展到控制真菌病和细菌病#第四"
球虫全基因组测序进展很快"为该项目奠定了理论

基础#

七!结!语

!!选题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经过较长时间思考的

过程"即使有一天你突发灵感或创意"找到了一个极

佳的选题"那也是因为你经历了较长时间读文献&听
报告&讨论等 $洗礼%后的$回报%#S8N<LFL=̂8NF<:=
在其$如何在研究生院成功/学生与导师指南%’’,(一

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优秀研究人员"其不仅仅是$偶

尔%突发创意并实施之-大多数优秀研究人员是把绝

大部分时间用于读文章&与同事讨论问题&写文章并

修改文章&呆呆地望着天空00倏地突发创意并加

以实施#

!!选题是一种投入"它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选
题是一种衡量"衡量你背景知识是否丰厚"衡量你对

申请领域的认识程度-选题也是一种宣泄"宣泄你的

才华"宣泄你的储备"宣泄你对科学的执著和对研究

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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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讯

华北克拉通大陆下地壳的再循环

!!#$%计划.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型矿集区预测/项目组高山等与美国 S8NUK8:F大学"b8:FLN/<KE大学

研究人员合作&通过对辽西晚侏罗世高镁中酸性火山岩的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火山岩具有’高镁.铬.镍.锶

含量和低钇含量-含有铬铁矿-其斜方辉石斑晶有核部低镁与幔部高镁反环带-并含有大量具!&亿年前华

北克拉通前寒武纪岩石特征的继承锆石-且其锶.钕同位素组成与华北克拉通下地壳榴辉岩包体部分熔融

产生的熔体再与地幔橄榄岩反应后的产物一致等特征#这些特征排除了这些火山岩是下地壳部分熔融

以及含水上地幔部分熔融或俯冲洋壳部分熔融产物的可能性-而揭示出它们可能是华北克拉通太古宙榴

辉岩下地壳与岩石圈地幔一同拆沉再循环进入软流圈&随后榴辉岩部分熔融产生的熔体在上升喷发至地

表过程中与地幔橄榄岩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不仅为拆沉作用导致下地壳再循环这一重要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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