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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
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分析

熊 鲲1 丰干钧2 王琳琳3 李庆淑4 向 川5 刘晓东6 冯 勇7 薛丽香8 闫章才9,10

康复医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新兴学科，是现代医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十分重视对康复医学

基础研究的支持和引导，尤其是2009年9月成立医学科学部

以来，专门设立一级代码H17管理康复医学领域的项目受理

和资助。现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规定[1]：康复医学主要资助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及其他

系统疾病所致功能障碍的康复机制，以及临床康复评价、治

疗的科学问题研究。医学科学部自2010年开始正式受理康

复医学（H17）各类基金项目申请，至 2014年的 5年里，共受

理各类项目申请 1028 项，资助 179 项。本文就 2010—2014

年度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项目受理与资助情况进行回顾。

1 科学基金对康复医学领域基础研究的总体资助情况

2009年度H17代码下共收到项目申请128项，资助各类

项目 12项，资助比例仅为 9.38%，总经费为 311万。医学科

学部成立后的2010—2014年度的5年间，本领域资助项目累

计达 179项，年均资助 36项/年；资助总经费为 7885万元，年

均资助 1577 万元/年。尽管资助项目数量和经费都增加很

快，但由于新兴学科的原因，基础研究的积累尚不够深厚，在

科学基金三个系列的项目类别中[2]，申请和资助项目主要是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医学科学部成立后的 5年来，H17代码下各类项目的申

请总量从 2010年的 140项，上升到 2014年的 228项，呈现稳

步上升的态势（图1）；表明我国从事康复医学基础研究的科

技人员的规模逐步成长。获得资助的项目数也快速增加：

2014年获资助项目数为 44项、经费 2106万元，2010年获资

助项目数 20项、经费 580万元；资助项目数量和经费分别增

加到220%和363.1%。

2 科学基金对康复医学领域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资助

情况

2.1 面上项目

H17代码下近 5年面上项目申请总量 569项，共资助项

目 99 项，资助总经费 5793 万元。资助比例从 2010 年的

15.3%提高到 2014年的 20.6%。值得关注的是，面上项目申

请数在2012年达到了顶峰，近两年有所降低，这与2013年度

NSFC出台的“限项规定”[3]有关，但总的来看参与面上项目

申请的研究人员数量还是很有限。随着国家对科学基金的

投入逐年增加，面上项目经费资助强度也有较快增长。H17

代码下2010年度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32万元，2014年

度则达到 72万元，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幅度。具体申请和资

助项目数见图2。

获得资助的面上项目具有如下特点：①课题一般为前期

研究工作延续、拓展或深入，申请人及其团队具有较为扎实

的相关研究基础。以 2014年度面上项目资助获得者为例，

在22位受资助者中，13位曾经主持过1项及以上科学基金项

目，占 59.1%，4位主持过 2项以上科学基金项目，占 18.2%，

前期良好的研究工作积累是其再度获得科学基金的良好基

础；②选题比较新颖，处于本学科领域的主流和前沿，与国际

同类研究保持较高的契合；③申请书写作质量高，对科学问

题的阐明和凝练把握准确、研究内容适当、技术路线和实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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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14年康复医学领域项目申请和
资助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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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行；④近年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申请者，在国外实验室积累

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申请课题获得专家认可的比例较高。

2.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H17代码下青年科学基金近五年一共申请 358项，资助

65 项，资助总经费 1469 万元，资助率除 2011 年达到 22%以

外，均基本保持在17%—18%。青年基金的申请总数快速上

升，已从2010年度的28项上升到2014年度的106项，说明该

领域医务科技工作者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青年基金近

几年资助规模扩大很快，但经费资助强度无明显提高，最近3

年稳定在 23万元左右（图 3）。青年科学基金对年轻学者的

资助，大大提高了年轻科技人员尤其是年轻临床医生从事科

学研究的兴趣和信心，这将对整体提高我国医疗和科研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2014年获得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

人学位进行分析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86.38%，远高

于所有申请人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70.12%），说明博士期

间科研训练是青年人在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重要基础。

2.3 地区基金项目

地区基金项目近五年的申请总数 87项，资助项目总数

14项，资助总经费 613万元。最近两年资助率为 19%，平均

资助率为 14.99%（图 4）。总体而言地区基金项目处于平稳

增长的阶段，整体水平在稳步提高，但与面上项目和青年基

金项目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3 科学基金对康复医学（H17代码）各研究方向资助情况

对 2010—2014年H17代码申请与资助项目涉及疾病系

统进行统计分析表明，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

病的康复研究项目申请数位列前三，获得的资助数也较多

（神经系统申请144项，资助26项；运动系统申请81项，资助

15项；心血管系统申请26项，资助6项），代表了我国康复医

学研究的基本情况（表1）。在这三个研究领域中，神经系统

疾病的康复研究占有绝对优势，这除了由于神经系统疾病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外，更与神经科学研究一直是国际生

物医学研究的热点有关。作为康复医学重要研究对象的运

动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的申请项目不算很多，可能部分项目

分流至运动系统（H06）代码下申报有关。作为严重威胁健

康、致残率较高的另外一类型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申

请项目数量虽不多，但整体资助率不低。

3.1 康复医学工程相关研究

当传统方法难以解决患者的功能障碍时，需要借助工程

学手段对患者进行功能训练或者功能替换，这是康复医学和

工程科学有机的交叉融合。该领域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有康

复机器人、功能性电/磁刺激、智能假肢、脑机接口和计算机

辅助康复等。对近5年涉及这五类技术的项目（图5）分析可

见：除功能性电、磁刺激在康复中的应用的相关研究在国内

开展比较多，研究队伍比较强以外，其他四类高科技康复应

用的研究在国内尚处于刚起步阶段，申请课题很少，几乎没

有得到资助，说明国内康复医学界还没有完全接受该类新兴

事物或理念。大型的医疗机构（如解放军总医院等）和重点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第三军医大学、暨南大学或

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因具有良好的研究平台，已经启动了相

图2 2010—2014年康复医学领域面上
项目申请和资助基本情况

图3 2010—2014年康复医学领域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的基本情况

图4 2010—2014年康复医学领域地区
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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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

3.2 大脑高级功能的康复研究

大脑高级功能恢复的核心是大脑可塑性的改善[4]。大脑

高级功能在受损后的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用手段除了

融合康复医学工程手段如功能性电、磁刺激或脑机接口等以

外，还有经典的运动或丰富环境疗法[5]等。根据近 5年数据

统计（图6），相关领域的研究受到我国科学家重视，虽然整体

实力和国际同类研究存在差距，但发展很快，在一些领域已

经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水平，这些研究基础为大脑高级功能

的康复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3.3 冠心病的康复研究

冠心病曾是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位的死亡病因。

国内心血管医学界对于冠心病的研究开展得较早，具有较强

的实力。通过NCBI数据库查询，输入冠心病几大种类的检

索关键词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SH Terms]) OR angi-

na pectoris [MeSH Terms]) 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SH Terms]) OR ischemic heart disease)，查询结果显

示，2014年世界范围内发表学术论文9352篇，其中中国发表

823篇，占 8.8%，表明中国学者在冠心病研究领域不俗的实

力。但H17代码下冠心病康复研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和资

助情况未能体现出与整体研究相当的状况，这可能是有些研

究课题申请到“循环系统（H02代码）”下有关。图7显示虽然

近两年来冠心病相关申请以及资助率呈较快增加的趋势，但

在整个康复医学H17代码下占有的比例很低。

表1 2010—2014年康复医学领域主要研究方向项目
申请数、资助数以及资助率

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

神经系统

脑缺血、脑梗的康复

脑卒中康复

脊髓损伤康复

神经再生

脑瘫康复

神经退行性疾病

脑外伤康复

认知障碍

失语症

精神疾病

其他脑病

小计

运动系统

骨、软骨损伤的康复

骨骼肌

骨关节炎

骨质疏松

运动康复

小计

心血管系统

心肌缺血、心梗的康复

血管疾病

心衰

高血压

其他心脏疾病

小计

其他系统或科学问题

疼痛

创面修复

护理

肿瘤后的康复

内分泌系统

肥胖病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中毒

术后康复

泌尿系统

其他

小计

合计

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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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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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2014年康复医学代码康复医学功能
相关项目申请数、资助数以及资助率

图6 2010—2014年康复医学代码大脑高级功能
康复相关项目申请数、资助数、占总项目比例以及资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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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复医学 H17 代码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TOP10单位

5年来，获得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H17代码下资助项

目数量前十位的单位依次为：中山大学（22项）、山东大学（13

项）、南京医科大学（11 项）、复旦大学（10 项）、浙江大学（8

项）、重庆医科大学（8项）、上海交通大学（7项）、第三军医大

学（6项）、四川大学（6项）和华中科技大学（5项）。其中中山

大学获资助经费达940万元，研究优势比较明显。

5 小结

整体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H17代码）

申请项目的整体水平快速提高，主要表现在：①申请人密切

跟踪国际康复医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和主流方向，在临床

实践中凝练出具有创新思想科学问题；②基础研究得到进一

步重视，申请人研究实力快速提升，一批受到良好科研训练

的年轻学者正逐步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③医学科学部成立

以来，康复医学上升为基金管理的一级学科（以及代码），对

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是一个不小的鼓励，科研积极性明显提

高。但是，对5年来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的统计分析也

说明，我国康复医学研究存在明显的瓶颈问题：①5年中除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和 1项专项基金

项目外，H17代码下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申请获得过资助，

尤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等代表学科发

展潜质的人才项目；②即使以上三类获得资助的项目，康复

医学研究的整体研究实力也偏弱。采用 Web of Science

TM数据库检索，以“rehabilitation”为关键词，研究领域选择

“rehabilitation”，语种限定“英语”，文献类型限定“article”，查

询时间限定为 2006年至今，发表相关文献 10956篇，中国学

者仅发表250篇，占2.28%；③基金申请人多来自康复医学临

床一线，专职从事康复医学基础研究的学者比例偏低，临床

问题与基础研究脱离现象仍明显，影响未来学科的快速发

展；④申请项目中具有国内、外合作申请和执行的研究模式

比例偏低（以2014年申请项目为例，国内合作申请项目比例

为15.35%），制约了创新研究思路的产生。

康复医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朝阳学科，随着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投入的不断增长，科学基金对康复医学研究的支持会

进一步增加，相信在广大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在康复医学领域的研究将会取得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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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0—2014年康复医学代码冠心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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