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肾脏病杂志 2013年 10月第 29卷第 10期 Chin J Nephrol, October 2013, Vol. 29, No.10

泌尿系统疾病是指肾脏、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和尿

道等组织器官的结构及功能异常引起的疾病。近 10 年

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泌尿系统非肿瘤疾病领域的研

究资助涵盖了肾脏病学、泌尿（外）科学、儿科学和麻醉学

等学科的诸多方向，有力推动了我国泌尿系统疾病的基

础研究水平，并促进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本文通过

科学基金网络系统（http://isis.nsfc.gov.cn），检索 1987-2012
年间泌尿系统非肿瘤领域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并分析

科学基金对泌尿系统疾病基础研究的影响和对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一、科学基金对泌尿系统研究总体资助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包含了研究类（面上项目、重

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等）、人才类（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和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等）和环境条件类（国际合作交流等），其

定位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

1987-2012 年间泌尿系统非肿瘤领域项目申请总数

为 5684项，资助项目 963项，平均资助率为 16.94%，总资

助金额为 31934.7万元，见表 1。资助项目涉及科学基金

大多数项目类别，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合计的资助数量和资金分别占

总体资助的 94%.08和 84.03%。近年来，不同类型项目的

资助数量和金额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尤其是 2010-2012年

呈现快速增长。此外，26年来，科学基金先后资助泌尿系

统重点项目 12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项和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 2项，体现了科学基金资助下泌尿系统基

础研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学科优秀研究学者和团队逐

渐凸显。

1987-2012 年间泌尿系统不同研究方向的项目申请

总数、资助项目数和资助率的情况见表 2。不同研究方向

的项目申请数量和资助项目数量不同，但是资助率基本

一致，体现了科学基金对泌尿系统领域各研究方向的资

助均衡发展。其中，泌尿系统损伤与修复、原发性和继发

性肾脏疾病、肾衰竭以及肾移植的资助项目较多，提示此

方向的研究总体力量较强，研究基础比较扎实，是泌尿系

统热点研究领域。但是，泌尿系统感染和肾脏内分泌功

能异常两个研究方向的项目申请数量较少，获得资助的

项目数量不足 10项，特别是泌尿系统感染，是泌尿系统常

见和多发性疾病，应加强科学基金资助，鼓励更多的科研

人员参与研究。

1987-2012年间共有 89个项目依托单位获得资助，其

中承担 30 项以上项目的单位有 9 个，占总资助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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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7-2012年泌尿系统不同项目类型申请和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含外籍杰青1名）

创新研究群体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其它

合计

项目申请数

3552
1662
258
57
50
2

11
23
69

5684

资助项目数

580
281
45
12
5
2
3

11
24

963

资助率（%）

16.33
16.91
17.44
21.05
10.00

100.00
27.27
47.83
34.78
16.94

资助金额（万元）

19470.1
5744.0
1621.0
2275.0
880.0

1350.0
160.0
283.6
151.0

31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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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承担 20项以上项目的单位有 14 个，占总资助总

数的 65.38%；承担 10项以上项目的单位有 25个，占总资

助总数的 80.35%。从总体上看，泌尿系统领域获得科学

基金资助的单位逐年增多，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医学

院所近年也获得了基金资助，体现了科学基金资助泌尿

系统领域研究的区域均衡发展，也反映了我国这一领域

的基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进一步分析可见，1987-2012年间泌尿系统领域获得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负 责 人 的 职 称 分 布 以 教 授

（38.90%）、副教授（16.90%）和主治医师（11.91%）为主，其

中面上项目以教授和副教授为主，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

副教授、主治医师和讲师为主。总计共有 692人获得项目

资助，其中 524 人获得 1 次资助，112 人获得 2 次资助，31
人获得 3次资助，14人获得 4次资助，6人获得 5次资助，2
人获得 6 次资助，1 人获得 7 次资助，2 人获得 8 次资助。

其中有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复旦大

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学者获得 6次以上

资助，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逐渐

成长为我国泌尿系统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在获得多次资

助的 438项项目中，大多数项目为同一方向的延续性研究

项目。因此，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有力地提升了我国泌

尿系统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

二、科学基金促进了泌尿系统领域人才成长和地区

均衡发展

科学基金设立了不同层次和不同强度支持的人才项

目类型。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青年科技人员独立主持科研

并激励创新研究。1987-2012年间，科学基金资助泌尿系

统研究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 281 项，平均资助率为

16.91%，其中 39人在获得青年科学基金的基础上继续获

得面上项目等其它类型的基金资助，成为各单位此领域

的主要学术力量，特别是一些泌尿系统领域的学术骨干

和学科带头人是在获得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后不断成长

的。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已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

学术带头人开展创新性的基础研究。至 2012年泌尿系统

领域共有 5位学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这些学者

成为我国泌尿系统领域研究的优秀学科带头人，在各自

的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进展，提升了我国泌尿系统基础

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在泌尿系统领域，目前形成了以创

新群体、杰出青年基金和重点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具有

较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群体，并带动了国家其它

类型的人才培养计划和重点研究计划对该领域的资助。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特定地区的科技人员开展科

学研究，培养和扶植该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自 1993年

以来，泌尿系统领域先后有 45位包括江西、广西、新疆和

宁夏地区的优秀科技人员获得资助。一些具有民族和地

域特色的研究项目，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科学基金为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促进地区人才

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海外及中

国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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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海外及中国港澳科技资源优势，吸引

海外及中国港澳优秀人才。2007 年以来，共有 3 位海外

及中国港澳学者获得科学基金资助，分别在泌尿系统损

伤与修复以及肾脏免疫炎症等领域开展合作。

三、科学基金对泌尿系统研究的资助推动了学科发

展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是科学基金研

究系列中的重要项目类型。重点项目支持已有较好研究

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

研究，以推动学科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2010
年以来，肾脏进行性纤维化的发生机制、前列腺及膀胱疾

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不含肿瘤）以及肾脏病的免疫炎症

机制先后被设立为泌尿系统重点项目立项领域。科学基

研究方向

泌尿系统结构、功能与发育异常

泌尿系统遗传性疾病

泌尿系统损伤与修复

泌尿系统感染

泌尿系统免疫相关疾病

泌尿系统结石

肾脏物质转运异常

肾脏内分泌功能异常

原发性肾脏疾病

继发性肾脏疾病

肾衰竭

肾移植

前列腺疾病

膀胱疾病

尿动力学

血液净化和替代治疗

泌尿系统疾病诊疗新技术

泌尿系统疾病其他科学问题

合计

项目申请

数量

166
154
655
47

269
238
76
41

654
967
590
420
398
311
110
247
109
215

5667

项目资助

数量

25
39

116
6
54
35
22
8

146
143
93
69
63
46
20
30
13
34

962

资助率

（%）

15.06
25.32
17.71
12.76
20.07
14.70
28.95
19.51
22.32
14.79
15.76
16.43
15.83
14.79
18.18
12.14
11.93
15.81
16.98

表 2 1987-2012年泌尿系统各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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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泌尿系统研究的重点项目至今共有 12个项目，从

1998年开始的 1项，增加至 2011年的 4项，资助经费也从

1998年的 90万增加到 2011年的 1060万。特别是近 5年，

泌尿系统领域重点项目共计资助 8项，其中复旦大学和南

方医科大学各 2 项，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和第

三军医大学各 1 项。此外，2009 年科学基金资助了泌尿

系统领域第 1个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 IgA肾病发病

机制及其病理学基础方面与美国开展合作研究。总之，

通过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近

年来我国泌尿系统领域分别在肾脏纤维化、慢性肾脏病

的进展机制以及肾脏病的免疫炎症机制等方向取得了重

要进展，推动了学科前沿领域的发展。

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是针对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至今为止，泌尿系统领域还没

有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资助，提示我国此领域

基础水平虽然有长足的进步，但与其它优势学科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需要不懈努力和长期积累。

四、泌尿系统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泌尿系统非肿瘤领域的研究在肾脏疾病的

免疫发病机制、移植免疫学及慢性肾脏病的进展机制等

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与近年来科学基金资助泌尿系

统的主要研究方向一致。总体上讲，26年来，泌尿系统科

学基金资助较为集中在泌尿系统损伤与修复、原发性和

继发性肾脏疾病、肾衰竭和肾移植等疾病，体现了我国泌

尿系统疾病的基础研究方向，同时涉及上皮间质转化、

miRNA 和足细胞等热点问题。结合 1987-2012 年间泌尿

系统项目资助情况看，分别有 20、21和 74个资助项目涉

及泌尿系统疾病上皮间质转化、miRNA和足细胞相关的

研究，而且近年来的资助呈上升趋势，提示科学基金在一

定程度上资助开展泌尿系统热点方向的研究。但是科学

基金并不鼓励“跟风研究”，科学基金在资助学科热点方

向研究的同时，鼓励有创新思路的研究，并注重资助长期

持续形成特色的相关研究。

此外，我国泌尿系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应突出我国的优势和学科特点，集中于疾病相关的基

本科学问题，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集中优势力

量和研究基础，加强本领域与相关领域的合作，促进临床

和基础研究密切结合，借助先进的研究技术与平台，深入

探讨疾病的机制，最终解决泌尿系统领域的临床问题。

综上，随着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增加，泌尿系统研

究基金有了大幅度增加。26年来，在支持基础研究、坚持

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指导下，科学基金在资助

我国泌尿系统非肿瘤领域基础研究中，以泌尿系统各分

支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为基础，有力推动了我国泌尿系统

学科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和学科带

头人。

（收稿日期：2013⁃09⁃06）
（本文编辑：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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