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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动物学科近 10年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申请和
资助情况, 探讨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进展、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 对未来我国动物学研究需要加强
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并对“十二五”期间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想法, 以期为同行学者及有关
管理人员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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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 1986 年成立以来,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年度财政预算从 1986 年的 8 千
万元起步, 至 2009年已达到约 63亿元[1]. 进入 21世
纪以来, 科学基金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2007 年 2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正式颁布实行, 各项管
理办法逐步完善 , 这些为科学基金的法制化和规范
化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2,3]. 同时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又提出了“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
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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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十一五”期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实施了源头创新战略、科技人才战略、创新环

境战略、卓越管理战略[5]. 这些举措为切实加强基础
研究和科学基金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动物学科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也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 面上项目资助强度从 1989年的 2.4万元上升
到 2009年的 29.33万元; 项目资助数从 1989年的 30
项增长到 2009 年的 115 项. 申请和资助的项目基本
反映了我国动物学研究的现状和水平.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 我国的动物学研究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 . 动物学面临的科学问题也在不断地
发生变化.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科技人才青黄不
接、队伍老化等问题, 已逐渐得到解决. 然而, 随着

学科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例如 , 目前的资助模式和规模是否满足我国动物学
研究的需求? 国际上动物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经典分类学向哪个方向发展? 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本文结合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 , 对我国动
物学科研究进行了总结 , 同时对动物学科的特点和
问题进行了分析 , 并对“十二五”期间的学科发展提
出一些思考.  

1  动物学科资助项目的现状 
本文主要从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两方面分析动

物学科的资助情况. 此外, 自“八五” 计划以来,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直将 “三志” (《中国动物志》、 
《中国植物志》和《孢子植物志》)作为特批重大项目
予以支持. 动物学科另一项重大项目 “(DNA 条形码
标准基因的进化和隐存生物多样性研究)”于 2008 年
底通过立项, 将在 2010 年进行申请招标. 重大项目
的立项和完成 , 将直接推动我国相关学科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 培养一批人才, 尽快赶上国际前沿, 缩短
跟国外的差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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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于支持科技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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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开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 [4]. 
表 1 列出了 2000~2009 年动物学科面上项目的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 资助项目数从 2000年的 32 项, 增
加到了 2009年的 115项, 资助率从 16.41%增加到了
27.46%, 资助金额从 491万元增加到 3373万元. 表 2
展示了 2000~2009 年度动物学科各分支学科面上项
目申请、资助数量及资助率. 

(ⅰ) 动物形态及胚胎学.  近年来, 动物形态学
研究主要集中在原生动物 , 研究内容包括胞器的形
态发生、演化以及细胞的调控和细胞损伤等, 其次为
甲壳类和两栖爬行动物, 其他还有鸟类骨骼进化、角
蟾精子形态和蜘蛛外雌器形态等 . 动物胚胎学研究
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的模式生物中 , 研究内容包括
胚胎早期发育模式、发育机理、发育调控、功能基因

和蛋白在发育中的具体作用等方面.  
(ⅱ) 动物分类及系统学.  动物分类学资助的项

目, 涵盖了大部分的动物类群. 动物系统学是分类学
研究的深入. 在获资助项目中, 大部分是在较好的分 

类研究基础上 , 利用分子生物学对不同类群的亲缘
关系、系统发育关系进行的研究.  

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两栖爬行类、

鸟类和鱼类. 研究内容涉及亚种的分化、遗传多样性
分析、分布格局以及分子系统地理学等的研究. 鱼类
学共获得了 6项资助, 主要为系统地理学和分布格局
的研究 . 其他还有关于啮齿类小鼠群落组成空间分
布和环境对分布格局影响的研究 . 动物地理学对理
解动物系统学、地理过程和演化以及全球生物分布格

局和全球变化的趋势有重要意义 , 是动物学科近期
和今后一段时期资助的重点方向.  

动物进化的项目资助率达到 36.89%, 其研究内
容涉及到广泛的动物类群以及多层面的科学问题 , 
包括基因进化、进化机制、系统演化以及协同进化等

方面.  
(ⅲ) 动物生理及行为学.  动物生理学的研究内

容包括功能基因的克隆及分子机制、蛋白的功能、染

色体进化、生理功能的调节、信号转导途径的研究等,  

 
表 1  2000~2009年动物学科面上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统计表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申请数/项 195 202 272 240 285 306 322 353 387 419
资助数/项 32 40 60 67 69 77 83 87 95 115
资助率(%) 16.41 19.80 22.59 27.92 24.21 25.16 25.78 24.64 24.55 27.46
资助强度/万元 15.34 17.18 17.45 17.54 19.59 23.79 26.18 27.03 28.51 29.33

 
表 2  2000~2009年动物学各分支学科面上受理及资助项目情况一览表 

学科代码  申请项目数 资助项目数 资助率(%) 
C1301动物形态学及胚胎学  239 55 23.01 

C130201动物分类学 375 91 24.27 
C130202动物系统学 102 28 27.45 
C130203动物地理学 89 26 29.21 

C1302动物系统及分类学 

C130204动物进化 122 45 36.89 
C130301动物生理生化 357 93 26.05 

C1303动物生理及行为学 
C130302动物行为学 166 53 31.93 

C1304动物资源与保护  376 76 20.21 
C130501昆虫系统及分类学 476 138 28.99 
C130502昆虫形态学 26 9 34.62 
C130503昆虫行为学 62 6   9.68 
C130504昆虫生理生化 171 35 20.47 
C130505昆虫毒理学 30 5 16.67 

C1305昆虫学 

C130506昆虫资源与保护 32 6 18.75 
C130601实验动物学 146 39 26.71 

C1306实验动物学 
C130602模式动物 189 20 10.58 

合计 2981 725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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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对极端环境的适应也受到了重视 . 动物行为学
主要集中在鸟类和兽类的行为学研究方面 , 其中鸟
类研究涉及栖息地选择、婚配、气味识别、鸣叫等多

个方面. 兽类研究主要涉及动物的交配和繁殖策略、
发声或化学通讯行为、集群模式、迁移规律、社群作

用和亲缘识别及社会组织结构等.  
(ⅳ) 动物资源与保护.  动物资源与保护近年主

要资助的内容为兽类、鸟类、鱼类和两栖爬行类, 还
有少部分的原生动物.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保护对策、
栖息地的选择、生境片段化对基因交流和种群结构的

影响、遗传结构、繁殖生物学及种群状况, 以及行为
的适应性研究等.  

(ⅴ) 昆虫学.  昆虫学在 2008年调整代码后, 设
为独立的二级代码 . 昆虫系统及分类学研究的对象
包括众多的昆虫类群, 如主要的农林害虫, 卫生害虫
以及资源昆虫等 . 昆虫行为学近年来共有申请项目
62项, 但是获得资助的项目只有 6项, 说明我国昆虫
行为学领域的研究还很零散 . 昆虫生理生化共有申
请项目 171项, 其中 35项获得了资助. 从研究内容来
看 , 以家蚕和棉铃虫为代表的鳞翅目昆虫研究基础
较好, 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昆虫毒理学是 2008
年代码调整后新增的研究代码, 共有申请 30 项, 资
助 5项. 昆虫资源与保护共有 32项申请, 只有 6项获
得资助. 可以看出, 在昆虫学领域, 昆虫系统及分类
学资助项目所占比例最高, 其他的 5个分支学科申请
项目和资助项目, 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ⅵ) 实验动物学.  实验动物学多数项目的模式
生物为大鼠或者小鼠, 也有利用斑马鱼、家兔、猴子
和鸡作为研究对象, 还有对轮虫、纤毛虫等新的模式
生物的研究. 目前, 实验动物学的资助率总体还较低, 
基础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不明显.  

1.2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系列中的另

一个类型 , 其定位是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发
展领域, 瞄准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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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

创新性研究工作[4].  
2001~2009 年, 动物学科共资助重点项目 37 项, 

平均资助强度从 2001 年的 145 万元增长到 2009 年 

的 180 万元. 从获得资助的项目看, 重点主要集中在
下面几个领域: 动物系统演化、动物生理、濒危动物
保护、动物地理、动物进化等方面. 其中动物系统演
化和动物生理这两个领域获得资助的比重较大 . 在
动物系统演化领域 , 某些动物类群的高级阶元的系
统演化、分子系统发育、早期演化历史等获得了资助. 
在动物生理领域, 重要动物类群的生殖生理、适应生
理、动物滞育、动物毒素的研究等获得了资助. 这两
个领域在“十二五”期间 , 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
解决. 在动物保护方面, 关于珍稀濒危雉类、江豚的
种群衰退等研究项目获得了支持. 在动物地理方面, 
一些动物的比较地理学、谱系地理学以及分子地理学

的课题获得了支持. 在动物进化方面, 动物适应进化
的遗传机制、灵长类大脑演化的遗传学机制等项目得

到了资助. 2000~2009 年资助的重点项目详细信息见
网络版附表 3. 

2  动物学科的发展特点 

2.1  学科间交叉渗透促进了动物学各分支学科研究
的深入 

近年来 , 我国动物学研究的发展呈现出学科间
的相互交叉渗透, 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多层次、多角
度进行探索的趋势 . 在动物形态和胚胎学领域的申
请项目中 , 申请者已经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利
用 , 如将胞器的形态发生及其细胞模式形成相结合
进行研究 , 孤雌生殖和两性生殖转化机理的基础研
究等项目 , 将经典的形态特征、胚胎学研究和细胞
学、分子生物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综合研究动物的结
构、功能和机理的关系以及形态、进化、生理、生殖

与发育等基本生物学问题. 从申请项目来看, 动物分
类、系统发育、动物区系地理及动物进化等领域的研

究日趋综合. 在动物生理及行为学、动物资源与保护
领域, 更多的发展趋势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传统研
究方法和地理、分子遗传等现代技术相结合. 在宏观
上,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可以研究物种的分布状况和
变动, 大规模动物迁移途径和机制, 对动物疫病的大
规模爆发进行预警和控制; 在微观上, 运用基因技术
或分子技术重新构建生物进化树 , 不仅澄清过去已
有的分类学上的混乱 , 而且有可能认识许多新的物
种 . 在此基础上 , 对物种的形成 , 分化和演化机制 , 
生物地理过程都会产生新的认识 , 进而促使人们从
整体上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生物 . 对珍稀物种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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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1~2009动物学科重点项目一览表 
项目批准号 申请者 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 

30130040 尹文英 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30130050 汪亚平 转 “全鱼” 生长激素基因鲤鱼的生态安全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30230060 张润志 重要农林入侵害虫的控制技术及其机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230070 程家安 昆虫对有毒化学物质的分子适应及其机理 浙江大学 

30330050 郑光美 中国珍稀濒危雉类遗传亲缘度及其扩散模式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30330070 赵小凡 棉铃虫蜕皮级联反应功能基因表达研究 山东大学 

30330110 康乐 飞蝗对低温胁迫的适应性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430090 宋微波 纤毛虫原生动物的细胞分化与发生模式以及重要海洋类群的分类学 

与系统构建 
中国海洋大学 

30430100 任东 中生代晚期昆虫化石系统分类及其在昆虫起源和早期演化上的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 

30430110 张亚平 动物适应进化的遗传机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0530110 梁爱萍 一种新发现的沫蝉科(半翅目：蝉亚目)昆虫的“雄性性信息素腺体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530120 何舜平 鲃鲤科 系鱼类分子系统发育和染色体多倍化进程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30530130 迺刘 发 我国高山鹑类的比较系统地理学研究 兰州大学 

30530140 李文鑫 中国蝎的种群分布和毒素组学研究 武汉大学 

30630010 任国栋 泛甲壳动物系统发生的研究 河北大学 

30630011 崔胜 动物垂体发育和促性腺激素分泌的细胞和分子机理 中国农业大学 

30630012 吴际 前体精原干细胞、精原干细胞发育及调节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 

30630013 宿兵 灵长类大脑演化的遗传学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0630014 张云 两栖动物肽类毒素分子结构与功能多样性及环境适应机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0730012 张龙 飞蝗感受行为信息化合物的分子机制及其利用探讨 中国农业大学 

30730013 王世强 哺乳动物冬眠适应性的分子机制 北京大学 

30730014 徐卫华 调节棉铃虫蛹滞育的重要基因鉴定及其功能分析 中山大学 

30730015 朱顺义 动物神经毒素起源的实验室模拟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730016 张德兴 几种代表性动物区域性演化模式的谱系生物地理学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730017 杨君兴 三江并流区特有鱼类谱系地理分化与区域地史关系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0830016 杨光 鲸类分子系统发育及分子系统地理格局形成机制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30830017 乔格侠 蚜虫类昆虫关键生物学特征的适应进化—— 基于详尽的系统发育重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830018 文建凡 极原始的原生动物--贾第虫的核仁功能基因组与核仁的起源进化探讨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0830019 卢欣 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地山雀的合作繁殖系统及其时空变异 武汉大学 

30830020 魏辅文 大熊猫的扩散模式及其进化机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830021 赖仞 牛虻与其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及其作为传统抗血栓中药的物质基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30830022 康乐 飞蝗两型转变的基因组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0830023 王义权 原始脊索动物 Pax基因功能及文昌鱼实验室模式系统建立 厦门大学 

30930012 陶庆华 Merlin在非洲爪蟾背腹体轴发育中对Wnt信号通路调节的分子机制研究 清华大学 

30930013 杨增明 小鼠胚胎着床过程中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3的作用机理 厦门大学 

30930014 李后魂 头细蛾属昆虫多样性及其与大戟科植物协同进化规律的研究 南开大学 

30930015 施鹏 哺乳动物化学能感觉系统适应性进化的分子机制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多样性和遗传结构进行研究 , 可以提出更为合理的
保护策略.  

2.2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带动了动物学科相关领域的
发展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及其技术的不断完善 , 研究
方法逐步运用到动物学的研究中来 , 也极大地推动
了动物学科的发展. 在分类学方面, 分子系统学的研 

究结合经典分类学方法解决分类学中的一些悬而未

决的问题成为近年来该领域的发展趋势[6]. 对于动物
生理学和昆虫生理学, 分子生物学的影响更为广泛, 
许多具有重要功能的基因被克隆和鉴定 . 越来越多
的对动物生命活动具有重要调节功能的基因被发现, 
随着基因调控、基因修饰以及 RNA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对基因的操作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对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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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本质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3  国际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相结合, 国际合作不断
加强 

在动物系统及分类学领域 , 我国已具有一支较
强的研究队伍和良好的研究基础 , 在国际上具有一
定的影响. 我国动物资源丰富, 有很多珍稀和特有的
物种, 对这些动物资源的保护与研究, 已经形成了我
国的特色 , 并且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 . 如在动物生
殖、干细胞等前沿和热点方面的研究. 随着大批优秀
的国外留学人员回国 , 也带动了国际交流的进一步
加强 . 动物学科将会进一步鼓励申报具有实质性合
作和国际交流的项目. 近年来, 在基金项目评审中邀
请海外同行参加评议 , 对申请项目的质量和完善有
重要作用, 无疑会推动我国动物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3  动物学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  

3.1  动物分类学 

经典动物分类是澄清一个国家或地区动物物种

组成的基础学科 , 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以及对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

作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长期以
来非常重视对经典分类的支持, 从 2002 年起向经典
动物分类进行资助倾斜, 每年加拨经费 120 万, 对于
基础分类工作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7]. 但是, 
我们还是要看到 , 伴随着老一代分类学家的退休和
分类学研究生招生的困难 , 国内除少数几个科研单
位外, 青年分类学家仍显难得. 因此, 应继续加强对
经典分类学的资助和人才的培养, 此外, 还应加强标
本的管理.  

科学家估计, 目前人类尚未发现的动物, 约有 1500
万种以上[8]

.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约有脊椎动物 6 千
余种(计划编志近 50 卷)、无脊椎动物 5 万余种(计划
编志近 150卷)、昆虫约 15万种(计划编志近 300卷). 
目前, 《中国动物志》已经立项 180 余卷, 正式出版
125 卷. 相比已经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中国动物
分类学家的任务还很繁重.  

3.2  动物生理学 

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带动下, 
现代动物学发展迅猛 , 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前沿领域
不断涌现. 许多模式动物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 同时, 
很多种动物的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测序也已经完成. 

这为破解动物的生命密码、探究生命的本质提供了可

靠的数据. 因此, 加速我国动物功能基因组的研究, 
进行与疾病、经济等相关的重要功能基因的调控和改

造 , 以推动动物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将成为今后动
物学科资助的热点之一 . 由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基因组学等的发展, 生理学的研究无论从功能上
还是从结构上, 都已经深入到分子乃至基因的层次. 
因此, 无论是发育生理学、生殖生理学、免疫生理学、
比较生理学等等, 都是值得重视的方面. 近年来, 动
物对逆境的适应和行为机制受到了重视. 2009 年动
物学科项目指南中指出, 鼓励动物比较生理学、比较
基因组学、器官发育、干细胞形成的细胞基础和动物

模型建立等方向的研究.  

3.3  动物行为学与进化 

行为学是动物学的传统学科 , 进化又是生物学
的核心. 20世纪以来, 动物行为学与生命科学中其他
的分支学科相互渗透在一起 , 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
领域, 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完整、系统地阐述动物行
为的原因、机制、发生或发育、进化与适应功能等问

题. 因此, 行为学的研究能够促进对神经、生理、遗
传和进化问题的深入理解 . 行为遗传学在分子水平
上, 对行为基因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阐明行为遗传的
规律和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 行为生态学主要是研
究生态学中的行为机制、动物行为的生态学意义和进

化意义, 而群体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的发展, 对动物
行为学和进化又有很大的促进. 现阶段, 我国动物行
为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鸟类和兽类方面 . 结合我国的
资源特点,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 但是, 其他动物类群, 如节肢动物等的行为
学研究还不很充分, 需要引起重视.  

3.4  濒危动物及保护生物学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的加剧, 特别是经
济、旅游、开发等活动的发展, 野生动物的生存压力
逐渐增大; 越来越多的物种成为濒危物种. 局部地区
的过度开发、盗猎盗捕、自然灾害现象仍时有发生.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数据显示, 我国
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中受威胁物种的比例分别

为 59.4%, 42.3%和 14.7% [9]. 因此, 对我国野生动物
和特有动物资源的保护、濒危状况和机制的研究以及

自然保护区的理论和建设, 需要加强. 另外, 外来和
入侵物种对我国本地物种的影响, 亦不容忽视.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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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不仅对地方物种产生损害 , 还有可能造成大面
积的扩散, 造成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的危机, 是需要
予以重视的.  

3.5  实验动物学  

实验动物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不可分割

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重要性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 
一方面, 生物学特别是医学的发展, 对实验动物的要
求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被转化
为实验动物, 并取得重要的科学成果. 实验动物学发
展的主要目的之一 , 就是要通过对动物本身生命现
象的研究, 进而推用到人类, 探索生命的奥秘, 控制
人类的疾病和衰老, 延长人类的寿命. 人类需要借助
实验动物去探索生物的起源, 揭开遗传的奥秘, 攻克
癌症堡垒, 研究各种疾病与衰老的机理, 监测公害、
污染, 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此外, 实验动物学也将
为认识其他动物类群的生命现象和本质发挥重要的

作用 . 以前的实验动物学的申请分布在生物学不同
的学科, 现在它在动物学科有了专门的分支代码. 近
年来, 项目的申请数和研究水平均有较快的提高, 但 

是, 还应该看到, 当前的科学发展和其他科学研究对
实验动物学的依赖 , 我国的实验动物学研究还需进
一步加强和重视.  

4  总结 
动物学是一门经典的基础学科, 新的研究手段和

方法为动物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 我国
动物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
存在较大差距. 解决动物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
加大基础研究的强度作为支撑[10]. 近年来, 尽管动物
学科的项目数和经费投入有所增加, 动物学科在生命
科学部各学科中的资助比例较高, 但与动物学研究的
实际需求相比仍有距离[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和学部的统一领导下, 动物学科将不断完善资助格
局, 完善项目的评审模式, 坚持公平公正, 促进学科
发展. 建议加大向动物学科的政策倾斜, 进一步增强
对有条件、基础好、创新性强的基础动物学项目的支

持. 同时, 要不断加强对资助项目的执行管理, 从而
更有效的帮助本领域的科研人员去积极应对国际竞争

的挑战, 为我国动物学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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