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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本报讯 日前，医学科学领域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中期进展与结题汇报交
流会在京召开。基金委副主任沈岩在汇
报会上指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执行期虽然只有短短的 4 年，但评审
组专家在汇报交流过程中，考查的不仅
仅是这些项目在 2 年或 4 年中所取得的
成果，更应着重考查汇报人所从事的研
究在未来 5 年乃至 10 年的发展前景，这
样才符合杰青项目培养优秀学术带头人
的初衷。

汇报结束后，专家评审组对所有项
目进行了讨论，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了投票。在 48 个汇报项目中，有 24个项
目全面完成了计划、研究工作，取得突出
进展或结果，占 50%；另外 24 个项目按
计划完成、研究工作，取得较好进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 23 个结题项目
中，很多项目负责人在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带领研究团队通
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在相关领域取得了
突出进展，其中包括：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杜杰的“心肌纤维化”研究；清华大学教
授张林琦的“医学病毒学”研究；东南大
学教授张志珺的“临床精神病学和生物
精神病学”研究；苏州大学教授镇学初的
“神经精神药理学”研究；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姜远英的“脂筏参
与白念珠菌耐药性形成的机制”研究等。

本次会议全面掌握了 48个医学科学
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
状态、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促进了
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 （柯伟）

“杰青”项目注重
未来五至十年发展前景

姻本报记者 张双虎
12 月 7 日，新疆环保系统第四届青年环保

论坛开幕，这是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的发展目标后，新疆各地各部
门多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发展的举
措之一。在举国援疆的背景下，要把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实现新疆自治区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在
新疆地区从事生态和环保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
者。科学基金对该领域的长期资助，为自治区跨
越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援疆平台

“我们的主攻方向是区域特色明显的新疆
干旱区典型地学科学问题，如土地荒漠化、土地
利用 /覆盖时空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等，在技术
方法上主要着眼于定量遥感与 GIS 的深度应用
与开发。”新疆大学教授、新疆大学资环学院常
务副院长丁建丽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但该
区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研究多在
偏远地区，野外调研实验条件艰苦，在新疆地区
从事地学基础研究特别需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支持。”
据新疆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薛德

秀介绍，为获得更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该
区自然科学基金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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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科学问题予以先期资助，使其取得一定基础
后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薛德秀说。
从上世纪 90年代至今，新疆大学干旱区地

学遥感研究团队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余项，其中重点项目 2项。
“应该说这些资助从根本上支撑了我们在

干旱区土壤盐渍化、沙漠化及土地利用 / 覆被
变化的持续研究，体现了我们团队基础研究方
面的鲜明特色与个性，研究水平也获得了国内
外的广泛肯定。”该团队带头人塔西甫拉提·特
依拜教授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2011年 3月 2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设立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政府联合基金”，鼓励全国科研人员和新
疆科研人员合作申请项目。基金委和自治区人
民政府更是明确将该基金定位为“科技援疆的
一个平台”。
近年来，除了对新疆生态环境建设、新疆地

区常见多发病研究、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
息化建设，新疆野生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外，科
学基金还在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口、
灾害防御、城乡建设、医药保健等领域资助了对
新疆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
批项目。
“我们针对举国援疆背景下新疆跨越式发

展中面临的若干新问题，结合国家科技重点领
域环境的优先主题，包括煤炭开采区及周边退化
生态系统、荒漠—绿洲过渡带退化生态系统、伊
犁河流域水土保持与生态经济型治理技术、阿尔
泰山南麓生态保育技术进行系统集成研究，为
国家战略能源矿产基地建设和新疆生态环境治
理提供科技保障，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

久安提供科技支撑。”丁建丽说。

稳定研究队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新疆大学干旱区研究
团队成员成长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基
金的早期资助成为该团队几个学术骨干最主要
的资助来源，基金项目取得的成果也是其学术
生涯中的重要成果，为其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
基础。

1994 年，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获日本东京理
科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很快获得地区科学基
金支持。在多项科学基金资助下，塔西甫拉提·
特依拜从一名讲师成长为副教授并很快破格晋

升为教授。2008年 12月，因在干旱区遥感技术
应用领域卓越的造诣和贡献，塔西甫拉提·特依
拜获得法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称号。目前，塔西
甫拉提·特依拜任新疆大学校长，日本东京理科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该校副校
长海米提·依米提、该校教授瓦哈甫·哈力克都
先后参与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主持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课题，并在课题研究中成长起来，又独
立承担过多项科学基金项目。丁建丽更是从
1996 年起就开始参与其导师塔西甫拉提·特依
拜的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在干旱区
定量遥感研究应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此
外，该团队成员吕光辉、刘志辉等都多次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新疆大学该学科先
后完成了“3S 技术应用”校级重点实验室、“绿
洲生态”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等 2个基础实验
室建设。可进行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室内作业及相关
野外辅助数据等。该校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
究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在国内外干旱区遥感与
资源环境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1年，该团队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
计划，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7项，新世纪优秀人
才计划 1人，已发表 300余篇，SCI 收录 15篇，
软件登记 5项，已培养硕士近 100人，博士 20
余人，博士后 7名。

助跑跨越发展

目前，该团队在旱区遥感技术应用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主要以定量遥感和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为平台，结合气象学、生态学、地
理学、环境科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等学科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
行气候、生态、环境等因子的系统观测，结合多
时相、多层次、多片种（光学、热红外、微波）遥感
信息，利用现代技术和传统研究手段、采用点面
结合的方法对与绿洲生态系统有关的要素进行
提取和定量分析，经过综合集成最终实现一系
列创新成果。

这些研究补充和完善了干旱区生态环境调
控体系域管理模式，为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提供科学支撑，为建立绿洲稳定、高效、可持续
发展模式提供依据。
“我们在干旱区生态环境调控与管理研究、

塔里木盆地南部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及其
对环境的影响、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交
错带环境演变遥感研究、干旱区绿洲土壤盐渍
化遥感监测及地物光谱机理分析集成技术体系
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丁建
丽说，“多角度、全方位揭示了干旱区生态环境
演化机理和绿洲生态系统安全机制，为干旱区
绿洲生态系统的发展与规划、恢复与重建，维护
干旱区绿洲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建
设等提供了科学方法体系。”

科学基金助推新疆跨越发展

本报讯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发布《关于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开始
安排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和 2012年应结题项目的结题工作。该通
告涉及 2013 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接受方
式、限项规定、申请人事项和依托单位事项
等重要问题，其中 2013年科学基金申请接
收有较大变化。

自 2013 年起，基金委常设“项目材料
接收工作组”，负责统一接收依托单位报送
或邮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基金委
各科学部及相关局室不再接收上述材料。
基金委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和非依托单位
报送的项目材料。

项目申请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规定，
基金委在 2012年 12月发布《2013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简称《指南》），
引导科学技术人员申请项目。

1.自 2013年开始，对申请项目的限项
规定进行部分调整。
（1）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自由申请项目）计入有关限项申请总数；
（2）2012年已获得科学基金资助（不包括一
年期资助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当年不得申
请同类型项目。

2. 自 2014 年开始，2012 年和 2013 年
连续申请面上项目未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当
年暂停面上项目申请 1年。

3.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在站博士后人
员的项目申请分别提供书面承诺函，该承
诺函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承
诺函内容包括：保证在站博士后人员获得
项目资助后，延长其在站期限至项目资助
期满并负责解决其延长期间的生活费用；
或出站留在依托单位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否则，基金委不受理在站博士后人员的项
目申请。

申请接收

1. 基金委 2013 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
收工作自 2013年 3月 1日开始，3月 20日
16时截止（法定节假日不办公，3月 16日
和 17日除外）。2013年 3月 16日至 20日
在基金委中德中心多功能厅办公。

2.对于随时受理申请的国际（地区）合
作与交流项目，申请人应避开集中接收期
提交申请。

申请人事项

2013年度申请书撰写采用离线和在线
两种方式。
采用离线撰写申请书方式的项目类型

包括：面上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连续资助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于 2013年 1月
1 日后访问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下载
2013年版申请书，不得使用以前版本的申
请书。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向依托单
位提交电子申请书和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
原件（包含附件材料）。申请人应保证纸质
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
采用在线撰写申请书方式的项目类型

包括：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科学仪器
基础研究专款项目、科普项目、数学天元青
年基金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
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

电子申请书及其电子附件材料，下载并打
印最终 PDF版本申请书，向依托单位提交
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无需提交纸质
附件材料（有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等
纸质材料原件除外）。

依托单位事项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并在
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基金委。
依托单位应在基金委规定的项目申请

截止日期前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其电
子附件材料，并统一报送经单位签字盖章
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一式一份）及要求报
送的纸质附件材料。
报送申请材料时，还应包括：本单位公

函和申请项目清单。材料不完整不予接收。
提交电子申请书时，对离线撰写的申请书
可通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系统打包上
传或通过系统逐项提交，对在线撰写的申
请书需通过系统逐项确认。
基金委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前公布申

请项目初审结果，并受理复审申请。
（柯伟）

2013年基金项目
申请和接收规定
有较大变化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面上项
目、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资
助，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任东两次在
《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他带领的团队多次在《生
物学通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古生物系
统学杂志》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我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

青年基金项目，当时只有 7万元，但这是我个人
科研的起步，也是首师大古昆虫学科的起步。”任
东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科学基金是我个人
成长和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摇篮。目前我的科研
经费也几乎全来自各类科学基金项目。”

因为比较喜欢化石，任东大学第一志愿就报
了地质系，考研究生时又直接报了古生物学。从
1989年研究生毕业开始，任东就沉迷于对古生物
学的研究。而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让他“对化
石的敏感和发现能力超过一般人”。

1994年，任东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辽宁西部侏罗———白垩纪昆虫化石组合序列与
生态演化”让他如鱼得水，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系统
研究。很快，任东创造性地利用访花虻类昆虫化石
证实了被子植物在中国东北晚侏罗—早白垩世已
经存在，将被子植物起源时间向前推进了至少
2000万年，为解决被子植物的起源时间和地点这
一植物学界的重大难题作出了贡献。该项研究成果
于 1998年 4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随后，任东继续对我国北方中生代传粉昆虫
开展研究工作，采获了大量的传粉昆虫化石，陆

续发表 40余篇论文，报道了直翅目、半翅目、鞘翅
目、双翅目等 8个科近 20余种新的传粉昆虫化
石，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该成果将为一
些重要传粉昆虫类群的起源、早期演化和一些关
键特征性状极性的确定提供直接证据，从而为探
索传粉昆虫演化的原因和模式，以及当今全球传
粉昆虫生物地理格局和区系的形成等方面有着
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探索虫媒植物和有花植
物（被子植物）的起源及昆虫与植物的演化关系
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任东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开始了中生代昆虫分类演化及与植物相互作用
关系研究。2009年，任东再次在昆虫与植物的协
同演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进展。发现了距今 1.6
亿年的中侏罗世时期传粉昆虫与当时的虫媒裸
子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新的传粉模式，相关论文
发表于当年 11月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英国北安埔敦大学著名昆虫学家 Ollertong
教授和 Coulthard教授在《科学》杂志同期发表的
特邀评论中写道：任东等人的工作向传统的白垩
纪晚期传粉昆虫与开花植物之间的协同演化经
典模式提出了挑战，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植物
和传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学现象。任东等用
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在中生代具有细长吸受式口
器的长翅目昆虫可以在已灭绝的裸子植物上取
食传粉滴，同时起到了传粉的作用。
“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关于传粉昆虫和虫媒

植物之间协同演化的例子。任东等人的证据改变

了我们对传粉昆虫早期生态演化的观点。”
Ollertong教授说。

2010年 8月，任东团队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
叶状拟态昆虫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该研究将昆虫叶状拟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1.
2亿年，同时证明了在中生代时期，昆虫与裸子植
物间已经出现了特异性的协同进化关系。

2011年 5月，该团队在《古生物系统学杂志》
在线发表了题为《最新研究成果中国义县组巨须
隐翅亚科最古老的物种及其系统学重要性》的研
究论文。该论文描述了中国义县组巨须隐翅亚科
最古老的物种，这也是该物种亚科在中国的首次
发现，对于研究昆虫纲的起源及演化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今年 2月，任东团队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发表了其最新成果《侏罗纪螽斯翅的摩擦发
出低频鸣声吸引雌性昆虫》一文。该研究通过一
块侏罗纪地层中发现的珍贵螽斯化石左右翅的
音挫，对比现生螽斯的音齿排列顺序，成功地还
原了 1.65亿年前直翅目昆虫那悦耳的声音。这是
目前最早的关于远古生物鸣声物理特征的报道
重建，使人们可以穿越时空聆听来自侏罗纪森林
夜空的悦耳鸣声，是早期昆虫声学、行为学和生
态学等方面的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昆虫起源与进化研究属于纯基础科学研

究，从其他途径争取不到经费。所以我们的起步
和这些成果的取得全靠各类科学基金的资助。”
任东说。

科研生涯从基金起步
———记首师大教授任东团队

姻郑见

通知·公告

动态

本人曾主持多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项目，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NSFC）作过一些比较和了解，在
某种程度上，后者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借鉴了前
者，两者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
一些具体执行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有一些优
点值得借鉴。

本人认为当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容易
借鉴并执行的是同行评审和回避制度。目前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要尽量增加同行评审专家
数量，同时大规模地聘请海外的科学家参与评
审，打破小圈子评审的循环，增加青年学者参与
评审的机会。中国目前各学科、各个专业都在海
外储备了大量人才，吸收这些人参与书面评审或
开会评审是一条增加评审公平性的捷径。

同时，每一位基金申请者都可以写明自己与

哪些人存在利益冲突（过去的合作者、论文共同
作者、学生或老师）。在增加评审队伍的前提下，
这些利益冲突者就可能被回避，不参与这个申请
的评审。

另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些措施，如
增加资助力度、年限、申请的次数（从每年 1 次到
2次）都值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借鉴。

平衡宏观引导和自由探索是一个很复杂的
话题，需要专门立项研究。本人认为，中国已经有
很多引导性的科研经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
侧重于自由选题，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优点
和强项。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可以考虑经常
拨出一些引导性经费，其目的一是鼓励新的交叉
学科的发展；二是支持高创新、高风险、高回报的
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注重自由探索、自由申

请，但在本人从事的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当
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交叉科学研究”和“自然生态
系统和人为影响交叉科学研究”两大方向。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书的首页专门设
有选项，询问是否是首次申请。首次申请者会受
到特别照顾，以鼓励年轻人。对其中的佼佼者，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设有总统青年奖，以鼓励青
年创新。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公布的申请统计
资料中尽管有很多鼓励年轻学者的计划，但年轻
学者的申请获资助率还是低于资深学者。不过，美
国没有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阻碍创新的传统
文化，比如崇拜权威、崇拜长者。科学发展必定是
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过度崇拜权威，将经费和资
源都倾向于部分权威，必定阻碍科学进步。

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借鉴什么
姻唐剑武

我说基金

基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