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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基金推动新疆特色研究大发展

200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资
助面上项目 7713 项，资助经费 227457 万
元；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336 项 ，资助经
费 61737 万 元；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59
项，资助经费 10196 万元；重点项目 373
项，资助经费 63530 万元；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 127 项，资助经费 9931 万 元；联合
基金项目 217 项，资助经费 15380 万元；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30 项，资助经费 3093
万元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 25
项，资助经费 3000 万元；科普项目 8 项，
资助经费 200 万 元； 创新研究群体 29
个，资助经费 14200 万元；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资助 180 人，资助经费 35280 万元；
海外和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
80 人，资助经费 3200 万元；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基金 65 项 ，资助经费 9930
万元。部分类型项目还在评审过程中，预
计 全 年 共 安 排 各 类 项 目 资 助 计 划
512094.5万元。

200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
数量持续增长，在集中受理期间共接收
各类申请项目 70372项，比 2006 年同期
增加 7042 项，同比增长 11.12%，其 中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增长幅度最大，达到
26.75%。经初步审查，共受理申请项目
67164 项，不予受理项目 3208 项。

按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的规定，根据同行专家通
讯评审和专家评审组会议评审结果，
2007 年 9 月 3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议
批准资助了如下各类项目：

1. 面 上 项 目 7713 项 ， 资 助 经 费
227457 万元，资助率为 17.13%；其中三年
期项目 7275 项，资助经费 223545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30.32 万元 / 项；1~2 年期
小额探索项目 438 项，资助经费 3912 万
元；

2.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336 项，资助
经费 61737 万元，资助率为 19.74%，平 均
资助强度 18.51 万元 / 项；

3.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59 项，资助经
费 10196 万 元，资助率为 19.47%，平均资
助强度 18.24 万元 / 项；

4.重点项目 373 项，资助经费 63530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170.32 万元 / 项；

5. 联合基金项目 217 项，资助经费
15380万元；

6.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30 项，资助经
费 3093 万元；

7.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 25
项，资助经费 3000 万元；

8. 科普项目 8 项，资助经费 200 万
元；

9. 创新研究群体 29 个，资助经费
14200万元。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截至 9 月 21 日，
批准资助 127 项，资助经费 9931 万元。

9 月 20 日，经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评审委员会评定，180 人获得 2007 年
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含外籍）资
助，资助经费 35280 万元；80 人获得海外
和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资
助经费 3200 万元。

9 月 14 日，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基金管委会批准资助 60 个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基地的 65 个项目，资助经费
9930 万元。

除上述批准资助的项目类别外，部
分重大研究计划类型项目还在评审过程
中。预计全年共安排各类项目资助计划
512094.5 万元 ，其中包括联合基金项目
中的委外经费 11029.5 万元。自然科学基
金委同时决定 2008 年重点项目资助计
划约 430 项，资助经费约 79000万元。在
随后召开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扩大会
议上，确定“十一五”首批重大项目立项

领域 8 项，资助经费 8000 万元。
今年是《条 例》实施的第一年，自然

科学基金委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贯彻落
实《条例》精神，在规范评审工作、提高评
审质量、保证评审科学性和公正性上下
功 夫 ，包 括 ：加大评审专家库建设工作
力 度，不断更新和补充评审专家队伍；
继续限制同行专家评审申请书数量，提
高评审质量；继续实行会议评审专家对
非共识项目的署名推荐评审方式；启 动
了专家信誉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特别
是按照《条例》的要求，第一次实行了对
不予受理和不予资助项目的复审工作。
经初步审查不予受理的 3230 个项目中，
有 333 项正式提出了复审请求。经认真
审 查，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符合事实、
予以维持的 311 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
定有误的 22 项。对这 22 个项目重新受
理并及时送专家评审 ，有 4 项最终获得
了资助，有力地维护了科学基金评审工
作的公正性，受到了科研人员的好评。
对不予资助项目的复审工作正在进行
中。

根 据 2006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
扩大会议精神和国家新的形势发展与要
求，在资助结构上也进行了及时调整，将
原属于面上项目的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
科学基金划归人才类项目，用以支持 35
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和在边远地区从
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同时采取加大
资助规模并适当降低资助强度的措施，
以提高资助率。2007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从 2006 年的 2429 项增加到 3336 项，
资助率从 18.22%提高到 19.74%；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从 413 项增加到 559 项，资
助率从 15.77%提高到 19.47%，这两类项
目的资助率均高于面上项目，发挥了其
培养青年人才和稳定边远地区人才队伍
的作用。 渊魏文冤

德国政府近日一项调查显示院德国现
有 500 余家生物技术公司袁这个数字超过
其他欧洲国家遥这些生物技术公司拥有雇
员 13000 余人袁年产值达 15 亿欧元遥在生
物技术领域袁过去 20 年间德国发展成了
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研究基地遥

生物技术作为一个前景广阔的产业袁
其发展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遥目前德国联
邦教育与科研部就针对不同的科学家群
体袁开展的 3 项活动要要要野生物研究机会
加倍冶尧野未来的生物科学冶竞赛尧野加入生
物研究中来冶竞赛要要要已初具成效遥

2003 年袁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开始
野生物研究机会加倍冶项目遥联邦教育与科
研部拨款 1000 万欧元袁加上本项目筹集
到的 1500 万欧个人资金被用于巩固和稳
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遥这一项目重点推
进各生物技术企业间的合作与联网遥根据
高技术发展战略袁2011 年联邦政府还将拨
款 1000 万欧元用于扶持生物技术产业中
的中小企业遥

1998 年袁为给德国科学界尧经济界赢
得来自全球各地的生物技术精英袁德 国
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发起了主题为 野未 来
的生物科学冶竞赛遥参赛的青年科学家向
评委阐述自己的科研计划袁经过严格筛
选胜出者袁可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袁
组建自己的小组进行科研活动遥该竞赛
计划到 2010年总计投入 750 万欧元的资
金遥从 1998年起袁已经有超过 1400 位 年
轻的科学家参加这一竞赛袁其中 51 位胜
出遥

通过参加这一竞赛袁年轻的科学家
们一方面获得了将想法付诸实践所需的
经费袁同时也为其未来职业发展提供了
契机遥51 位获奖者中袁21 位已受聘于德国

及其他国家大学科研机构袁11 位创建了
自己的公司遥

德国也从这一竞赛中受益匪浅袁为自
己赢得了生物技术发展的宝贵人才遥51 位
获奖者中袁有 14 位是被这一项目吸引回
国的德国人尧6 位是外国人遥

而野加入生物研究中来冶竞赛的对象袁
是为企业或医疗机构内从事过研发工作
的年轻科学家遥德国政府希望让他们通过
比赛深入研究自己的创新课题袁并将其成
果投入经济生产袁进而开辟新的事业空
间遥参赛的前提袁是要拥有可以进行科研
项目的工作条件袁如实验室和其他基础设
施遥2006 年的 12 位获奖者袁获得了 200 万
欧元的扶持经费遥

德国出现了一个势头强劲的新趋势袁
即将现有生物科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中遥这
一大趋势中的主力袁是那些刚成立不久尧
集研发与应用于一体的小型生物技术企
业遥这些小企业的创始人大都希望将实验
室中得出的结论转化到实际生产与应用
中去袁而将理论转化为成熟的生产技术需
要一定的时间袁因此公司开始几年的工作
重点仍集中在研发上袁它们很难通过销售
产品的盈利维持公司运转袁在发展到稳定
状态之前必须政府的资金扶持遥

德国的这些生物技术公司集中分布
在巴伐利亚州尧柏林及勃兰登堡州和巴威
州遥这些企业大部分致力于野红色生物技
术冶袁即保健品和药品的研究遥50 余家致力

于开发生物技术的工业用途遥这些野白色
产业冶将研发重点放在环保技术上袁比如
生化产品尧合成材料以及用于废物降解的
生物酶遥

专家估计袁全球范围内野白色产业冶每
年产值达 500 亿欧元遥由于大多数生物技
术公司规模较小袁因此它们需要资金和技
术上的扶持遥德国政界和经济界对此表现
主动积极遥他们共同提出了名为野生物工
业 2021冶的倡议袁计划截至 2011 年袁向生
物技术产业投入资金 1500万欧元袁以加
强德国在全球野白色产业冶中的地位遥野红
色技术冶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分析植物尧微
生物以及人类基因袁并完成基因排序遥为
加强合作袁德国还成立了国家基因研究
网遥野红色技术冶的研究将归入从事基础科
学研究的马普中心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当
中遥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希望能找出治疗艾
滋病尧阿尔茨海默氏病渊一种由于中枢神
经系统退化而形成的痴呆冤尧癌症尧帕金森
氏症等疾病的突破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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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奥运 治水为先

3 项活动助德国登上生物技术高峰
国际视窗 阴本报记者 祝魏玮

基金委 11 月份
受理依托单位注册申请

本报讯 依照今年 4 月 1 日实行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规定，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受理新的依托单位注
册申请工作。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将 于
11 月 1 日在其网站公布注册的具体
要求和表格。并提醒拟申请注册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的机构，根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 单位注册
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做好证书复印
件等相关的准备工作，于 11 月 1 日以
后登录基金委网站查阅正式通知及下
载《依托单位注册申请书》，按要求提
出注册申请。

此外，现有依托单位的有关重新
登记注册工作，将在明年进一步确定
工作方案和开发信息管理系统后另行
通知。 渊柯伟冤

郑州大学 35 个项目
获科学基金资助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郑州大学获
悉，该校 2007 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5 项，经费总 额 836.5
万元。

2007 年度全国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各类项目 7 万余项，较 2006 年
度增加 15%左右。在全国申请量大幅
增加、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该校
依靠自然科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
整体实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展现
了学科优势及人才引进成效 。

据介绍，该校今年获资助项目呈
现以下特点 ：一是部分项目负责人连
续承担多项基金项目，体现了扎实的
研究基础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如化学
系吴养洁院士第八次获得基金资助，
药学院刘宏 民教授得到第五个基金项
目。二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进步喜人。
今年该校获资助的项目中有 11 项为
青年项目，占全校获资助数量的三分
之一。表明该校自然 科学研究梯队已
初步形成，后备力量较 强。三是科研
创新团队的力量得到进一步体现。以
薛乐勋教授为带头人的科研 队伍已连
续 6 年获得基金资助。

渊谭永江 袁嘉熙冤

基金委开始受理
中美化学领域双边合作项目

本报讯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NSFC）开始受理 2008 年度的
中美化学领域双边合作研究项目申
请。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科学合
作框架，为促进两国科学家在化学科
学领域的合作研究，双方将共同资助
我国和美国科学家之间开展的合作研
究项目（Joint Project）。

NSFC 对每个项 目将提供 60 万
至 100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项目执行
期为 3 年，用于资助中方研究人员 的
合作研究费用、赴美的国际旅费和美
方研究人员 在华的生活费。NSF 将提
供相应的资助用于美方科学家的科
研、中方研究人员 在美期间的生活费
和美国研究人员访华 的国际旅费。

根据 NSFC 的要求，中方申请者
须于 11 月 6 日前提交“预申请简 表”，
双方基金会将对预申请进行初评遴选
出具有资格的申请者。NSFC 将于 12
月 1 日后将初评结果复函通知申请
者。 渊柯旺冤

基金简讯

阴本报记者 祝魏玮

作为“绿色奥运”的象征，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万众瞩目，然而包括公园中心
湖在内的奥运水系，在不同程度上均存
在水体富营养化的隐患。城市河湖对改
善、美化城市环境以及防洪、排涝等都起
重要作用，北京周边河湖由于其氮磷含
量较高，极易发生富营养化。由于水资源
短缺，北京的城市污水经深度处理后回
用非常必要。作为河流湖泊的补充水，回
用污水的脱氮除磷是重点和难点。除磷
相对较为容易，用加混凝剂的方法即可
以实现。但脱氮却很难，氮在污水中的主
要形态是氨氮（NH+

4）和硝态氮（NO-
3），

用加混凝剂的方法都不易使其沉淀。
近年来，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污水脱氮除磷新
理论、新工艺及过程控制”、重点项目“城
市污水处理系统的智能控制理论、方法
与技术”以及面上项目“不同污水生物脱
氮工艺中 N2O 产生量及过程控制”等的
系统研究，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研究
所所长彭永臻教授课题组在城市污水生
物脱氮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所获技术不
仅使城市污水经深度处理后达到回用水
的标准，而且使运行成本也大大降低，该
项技术可为奥运公园人工湖的安全补水
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近日，彭永臻接受
了《科学时报》的专访。

技术献礼北京奥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有一个 200 公顷
的人工湖。“湖中的水除了渗漏还要被蒸
发，需要经常补水。如果用自来水补充成
本就太高了，其实经过深度处理的城市
生活污水可以对其进行补给。我们的技
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也体现了科
技奥运和绿色奥运精神。”彭永臻说。

污水经过深度处理，磷的含量应在
每升 0.5 毫克以下，氮含量每升 2～3 毫

克以下，作为城市河湖的补水才比较安
全。彭永臻说：“磷的处理比较容易，其在
污水中大多以磷酸根的形式存在，在污
水中加入化学混凝剂，就可以使其沉淀。
但氮的处理却很难，其在污水中的形态
是氨氮和硝态氮，用加混凝剂和用微滤
超滤纳滤等方法都不能将其去除，而且
费用较高。生物脱氮是最有效和经济的
方法，经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的研究，我们通过实时控制和模糊控
制实现了城市污水低温常温条件下短程
脱氮，使其脱氮的过程大大缩短。”

“污水生物脱氮是将污水中的有机氮
转化成氨态氮，再将其氧化为硝态氮的生
化反应：通常情况下，氨态氮要先转化为
亚硝态氮，再转化为硝态氮，硝态氮在一
定条件下再转化为氮气（不溶于水），实现
污水脱氮。但近年来国际上一直在研究一
种短程脱氮的方法，即氨态氮变成亚硝态
氮后使硝化反应过程结束，不再氧化成硝
态氮了，而在另一种缺氧条件下直接转为
氮气。这样不仅耗时短而且节省能源，既

节省运行费用又节省有机碳源的投加量。
当然做到这一步需要很多条件，我们的研
究主要围绕如何实现在通常条件下 达到
短程深度脱氮来进行。”彭永臻首先对记
者进行了科普。

“温度是影响短程生物脱氮效果的
重要环境条件之一，会直接影响微生物
的种群结构和代谢活动。在污水生物处
理过程中，每一类微生物都有其进行生
命活动的最佳温度范围。一般情况下，污
水中氮的短程硝化温度条件要在 30℃左
右，而我们利用实时过程控制，在中试实
验中，使污水的温度在 12℃～25℃的范
围内实现了短程深度脱氮的效果，平均
亚硝化率和总氮去除率都在 95%以上。”
彭永臻说。

北京市的污水温度范 围在 13℃～
25℃之间，这意味着，无论在什么季节，
北京的城市污水都能利用这一技术进行
深度脱氮处理。“国外专家对这一技术也
作了相关研究，但是他们在实验中用的
是高氨氮废水，而不是低氨氮的城市污

水，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实现了低氨氮实
际城市污水的低温常温短程硝化。不仅
如此，我们实验过程持续了 180 天。”彭永
臻说。

据彭永臻介绍，他的课题组还与北
京市水科所和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共同承
担了“十五”重大水专项的研究，并在北
京酒仙桥污水处理厂建成了一个日处理
2 万吨的污水深度处理示范工程。彭永臻
说：“短程生物脱氮技术距大规模应用还
有一定距离，我们正在积极运作，筹建更
大规模的该类污水处理厂。”

真材实料 研以致用

科研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实验研究的
积累，而彭永臻课题组的实验研究更具独
到之处。“这就是从学 校生活小区送往实
验室的污水的管道。”彭永臻在接受采访
时站起来将窗外的实验装置指给记 者，

“所以我们在作实验的时候，打开水管就
有污水直接进入实验室，而国内外的实验
室污水处理实验用的污水大都是 人工配
水（人工模拟）。国外专家来这里参观时，
对这一点既佩服又羡慕：国外大学一般教
学区和生活区分开，而他们国家的法律规
定污水不能从校园外引入校园，但我们的
学校基本是生活区和教学区、实验区在一
起，校园内的生活污水直接可以供实验室
用。这样以实际污水为研究对象，实验成
果更容易得到推广应用。”

记者采访时，适逢中国科技大学一
位教授在参观他们室外的中型实验装
备，实验室十几位学生正在作实验。彭永
臻对记者说：“广泛地说，水处理分为给
水处理和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又分为工
业污水处理和城市污水处理等，我们实
验室 60%以上的研究方向以城市污水处
理及回用为主，一半以上的研究时间都
集中在城市污水处理上，为能研以致用，
我们实验的模型都比较大，最大容积 为
400 多升，最小的也有几十升，实验反应
器比较大，这样类似于‘中试’的实验成

果更容易推广到实际应用上。”

成果人才一举两得

采访中，记者还得知：彭永臻课题组
对该技术研究的论文将发表在美国化学
学 会 主 办 的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上。彭永臻说：“这是我们从
来没有发表过论文的杂志，在环境工程
领域影响因子很高。但起初与我们合作
的日本教授并不主张我们向该杂志投
稿，并说 EST 一般不收录工程技术方面
的论文。但我觉得他们是环境技术方面
的权威期刊，我们也是质量高的论文，不
怕他们不接受，最终不仅被 EST 的评委
和编辑接受，而且还给予很高的评价。”

据了解，彭永臻自 2000 年从哈尔滨
工业大学调到北京工业大学以来，已和
学生共同发表 SCI 学术论文 60 多篇，论
文总数达到 300 多篇，其中 Environmen-
tal Science & Technology、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EnvironmentalEngineering
Science 等 9 个国际学术杂志接纳北京工
业大学的学术论文尚属首次。

彭永臻很忙，采访中办公室电话不
断响起，为保持采访完整，他让学生代接
了几个电话，但哈尔滨工业大学来的一
个电话让他不得不接⋯⋯

彭永臻还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兼职
教授，兼职教授在哈工大每招一个博士
生都要交给学校一定的培养费，以便对
学生进行补贴；由于彭教授指导的博士
生在 2005 年、2006 年连续两年获得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该校破例让他
新入学的博士生免交了培养费。

彭永臻说：“基金项目不仅出了成果
而且培养了人才！”

近年来，彭永臻还有 5 名学生的博
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校优秀博 士学位论
文，其中北京工业大学 2 名、哈尔滨工业
大学 3 名。他还有一个学生们都知道的
口号：“把从普通学校来的学生培养成优
秀毕业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2007 年国家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 100 多
个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获支持项目总数和去年相比增加了近
20 项，经费总数和去年差不多，仍然是
2000 多万元。自治区在基础研究领域自
身的支持力度是每年 100 万元，有很多
年没有增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些
年的支持，对自治区有地方特色的基础
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新疆科技厅社会
发展与基础研究处一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 ，在今年获得支持的项目
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标的大多是地
区基金。 19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设立了地区科学基金，主要目的是

加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基础研
究方面的科研能力，新疆被列入国家自
然科学地区基金支持范围。自设立地区
基金以来，新疆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近 800 项。

新疆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
处薛德秀介绍说，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择优资助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更多资
助，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由先期的匹配
资助模式转变为苗圃培育资助模式 ，对
立足于自治区区域特色，服务于优势资
源深度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 ，以及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关键技术基础等科学问题与以先期
资助，使其取得一定研究工作基础后再
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激烈竞争的大平台上，自治区
在 2006 年获得国家地区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数及金额排名第一。

近年来，围绕新疆棉花生产方面的
科学研究问题，新疆先后有“棉花纤维
细胞壁交联结构的形成和相关基因的
量化表达与品质关系的研究”、“新疆机
采棉、手摘棉与美棉的比较优势研究”、

“新疆棉花遥感监测农作物识别过程与
识别模型的研究”、“棉花种子硫酸脱绒
生产线接纳节能与环保问题研究”等项

目获得支持。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科
技人员结合常规棉花育种技术，系统研
究棉花基因工程分子育种技术，建立了
新疆棉花分子标记转基因辅助育种技
术平台，形成了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实现了新疆棉花高产 、高效及综合
技术的突破。筛选和培育出多类型多用
途新品种（系）60 多个，成为新疆棉花生
产的当家品种，促使新疆皮棉平均单产
达到 114 公斤 ，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42%，比世界平均单产高 1.3 倍。这一系
列成果，为新疆棉花总产单产连续 14 年
位居全国之首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

建设方面，“新疆少数民族民间图案纹
样多媒体信息库系统研究”、“面向汉维
机器翻译的双语对齐语料库和短语库
构建技术的研究”、“基于多级语音基元
及其音律参数的维吾尔语音合成技术
研究”等项目获得资助。

在新疆野生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野生欧洲李资源整理及繁殖生物学特
性基础研究”、“高产大豆豆荚与籽粒生
长关系的研究”、“新疆盐生植物灰绿藜
耐盐相关新基因的筛选及功能研究”、

“新疆针禾属植物种群繁殖生态及其沙
生机制研究”、“濒危植物胡杨、灰叶胡
杨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研究”、“塔 里
木盆地荒漠区柽柳属植物传粉生物学
与繁殖生物学研究”、“新疆砾质荒漠三
种锦鸡儿属植物的更新策略”、“维药罗
勒抗血栓有效组分分离及作用靶点的
研究”等项目获得资助。

此外生态环境建设、新疆地区常见
多发病研究领域，也都得到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多次支持。这些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环
境、资源、人口、灾害防御 、城乡建设、医
药保健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对
新疆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 渊张双虎冤

彭永臻教授渊右二冤在指导研究生作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