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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标项目分析

杨远滨1 肖 娟2 王建国3 周 静1

20世纪80年代初，为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变革科研

经费拨款方式，中国科学院 89位院士（学部委员）致函党中

央、国务院，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得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首肯。随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国务

院于 1986 年 2 月 14 日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自

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

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二

十多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

展，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绩。那么，是否可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角度来

考察康复医学的发展状况呢?在康复医学还未见有相应的研

究出现。本研究通过对1999—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

项的康复医学类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试图回答以下的问题：从

国家自然科学立项项目来看，中国康复医学发展的状况如

何？中国康复医学的发展有哪些经验？还存在哪些问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康复医学类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

项目，分析该基金历年的康复医学立项项目，可以从宏观上

分析中国康复医学研究的热点、现状及发展方向，也有助于

相关研究人员了解康复医学领域学术资源的配置情况，为相

关机构的学科建设决策提供一定参考。现阶段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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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以

1999—2016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康复医学（申请代码

H17）立项课题为研究对象。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

方网站（https://isisn.nsfc.gov.cn）为资料依据，资源来源可靠，

对1999—2016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立项进行项

目检索，其中，康复医学申请代码为H17，神经系统与精神疾

病申请代码为H09，运动系统申请代码为H06，并运用Excel

软件将所有相关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归纳、总结。

2 国家基金立项的康复医学项目统计结果及分析

2.1 历年康复医学资助情况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比较

表1统计了1999—2016年康复医学与相关学科（主要是

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H09）和运动系统（H06））国自然所有

立项数量。1999—2016年康复医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立

项 338项，1999—2003年数量较少，从 2004年开始立项项目

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上升到11项，到2016

年更是高达 56项，立项数量的逐年增加反映了国家对康复

医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我国康复医学发展开始繁荣

与进步，同时也反映出高水平康复医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很

大的提高。

康复医学跟相关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

运动系统）在立项数目方面比较起来，差距仍然较大。从

1999—2016年，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立项项目共5891项，运

动系统共 2099，而康复医学只有 338项（表 1）。但从逐年增

长率来看（图 1—2），康复医学除了 2000—2002年、2005年、

2009年及2013年逐年增长率小于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和运

动系统，其他年份逐年增长率都≥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和运

动系统。前期增长率低可能与康复医学为一个新兴学科有

关，2013年增长率低可能与 2013年度NSFC出台的“限项规

定”有关[2]，但总的来看参与自然基金的申请率还是逐年迅速

递增的。这反映了康复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正快速地

发展着。

2.2 中标大学分布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

性。其覆盖面之广、涉及学科领域之多，被全国自然科学界

同仁视为衡量一个单位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的重

要标志之一，深受广大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表2列出

了1999—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立项在各单位

的分布情况。1999—2016年共有 79个单位承担了 338项课

题的研究任务。

从表 2可看出，获得立项数 3个以上的单位有 30个，立

项数目占立项总数的82%（276个）。立项数目为7个以上的

单位由以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

DOI:10.3969/j.issn.1001-1242.2017.12.016

1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康复一科，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街6号，100102；2 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科；3 首都医科大学同仁医院康

复科

作者简介：杨远滨，女，副主任医师；收稿日期：2017-01-17

1399



www.rehabi.com.cn

Chinese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Dec. 2017, Vol 32, No.12

学等为首的老牌大学组成，立项数目占总立项数的65%（220

个），分别是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

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医科大

学等。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高等院校占 90.8%

表1 1999—2016年康复医学与相关学科
国自然立项数量统计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康复医学

1
0
2
2
3
5
5
9
7
11
11
20
32
44
37
44
49
56

338

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

30
23
36
61
77
116
130
127
149
226
265
429
631
707
727
712
734
711

5891

运动系统

20
15
21
29
34
43
52
65
73
84
85
145
194
236
240
246
263
254

2099

表2 1999—2016年康复医学国自然立项大学分布

接下页

学校

中山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山东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
中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

同济大学
苏州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吉林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省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

大连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
新疆医科大学

南昌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赣南医学院
暨南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延边大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山西大同大学

嘉兴学院
河北医科大学

合计（个数）

35
23
20
18
18
17
14
13
12
11
9
8
8
7
7
6
5
5
5
5
4
4
4
4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百分数（%）

10.36
6.80
5.92
5.33
5.33
5.02
4.14
3.85
3.55
3.25
2.66
2.37
2.37
2.07
2.07
1.78
1.48
1.48
1.48
1.48
1.18
1.18
1.18
1.18
0.89
0.89
0.89
0.89
0.89
0.89
0.59
0.59
0.59
0.59
0.59
0.59
0.59
0.59
0.59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图1 1999—2016年康复医学与相关学科
国自然项目数量直方图

图2 1999—2016年康复医学与相关学科
国自然项目数量逐年增长率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中
标

数
量
（
个
）

运动系统

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

康复医学

年份

201620142012201020082006200420022000

运动系统

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

康复医学

年份

20
16

20
15

20
14

20
13

20
1220

11
20

10
20

09
20

08
20

07

20
0620

05
20

04
20

03
20

02
20

01
20

00

百
分

率
（

%
）

10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0



www.rehabi.com.cn

2017年，第32卷，第12期

（307个），医院占8.6%（29个），军事科学院、后勤学院占0.6%

（2个）。老牌医学院校仍是康复医学科研的中坚力量，医学

院校及综合性大学齐头并进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2.3 1999—2016年康复医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内

容分类及项目类别

康复医学作为一个学科群。其研究的主要范围包括：神

经康复、骨科康复、瘢痕康复、疼痛康复、心肺康复等，以此为

据，对 1999—2016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立项课

题研究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图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

医学立项课题研究内容中神经康复立项数目最多，占总立项

数的63%，其次是骨科康复，占总立项数的10%，神经康复是

历年来的研究热点，也是难点。另外，按照基础、临床分类分

为动物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研究和其他，动物基础研究占了

项目的大部分（图4）。

从立项类别来看（图5），面上项目是主体，立项数是184

项，占立项总数的 55.8%。青年项目的立项数是 123项。占

立项总数的 37.3%，所占份额次居于面上项目。可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着眼于康复医学事业长远发展，把培养康复医

学研究青年人才作为重要着力点。2015年有一项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说明目前我国康复医学事业正逐步面

向国际科学前沿，与国际先进机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从

而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但目前康复医

学还没有重点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更多高质量、高

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

3 讨论

3.1 从中标数量上看康复医学的发展

康复医学在中国仅有 30年时间，国外已经历七十余年

时间。但是中国近几年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中标项目就能窥见一斑。中标数量上大大增加，截

至2016年康复医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立项338项，尤其从

2004年后开始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8年开始上升到

11项，到2016年更是高达56项，立项数量的逐年增加反映了

国家对康复医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康复医学发展在

我国开始步入快通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水平康复医学研

究的增长。与关系密切专业如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运动系

统立项数目方面相比较，总体中标数量相差大，可能与前几年

续表2
学校

扬州大学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西藏民族学院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
沈阳体育学院

深圳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滨州医学院

江西省人民医院
桂林医学院

宁夏医科大学
辽宁医学院

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省人民医院
宁西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合计（个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百分数（%）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图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学科内容分布图

图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按基础临床分类图

图5 1999—2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康复医学项目类别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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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规模小，科室少，申报人员少有关。但是增长率却逐

年增加，甚至超过这两个专业。说明康复医学的发展迅猛。

3.2 从中标大学分布反映地域因素对康复医学发展的影响

立项数目为 7个以上的单位由以中山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等为首的老牌大学组成，立项

数目占总立项数的 65%（220个），分别是中山大学、复旦大

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医科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这些大学地域分布为

广州、上海、重庆、山东、南京，均是特大及大、中型城市。由

于各地区科技、经济发展状况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地区间

差异的存在。在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力量主要分布在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山东、京等城市集

中了全国上百所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实力强大，发展

均衡，在各领域研究都名列前茅，NSFC受资助的机率就理所

当然名列前茅；而研究实力相对弱、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经济

发展相对慢的边远地区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对较少的

地区，NSFC受资助的机率就要小得多；另一方面，以前受到

NSFC资助越多、资助效果越好的地区，再次得到NSFC资助

的机率也越大。决定NSFC资助的重要因素是研究者的科

研能力和以往成果，特别是NSFC成果的情况，研究者受到

过NSFC的资助，他的科研能力就无形中就得到了进一步的

提升；有了NSFC的资助，科研成果水平就得到了提高，为下

一次申请NSFC打好了坚实的基础。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马太效应”[3—4]。而这几个院校的康复医学科发展都很好，在

国内康复界处于引领地位。也即大中城市康复医学发展较

好较快，而边远、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康复发展慢。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还推动了地方科研基金

项目经费投入的增加。如: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具有国际化

视野，充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在政策保障、战略

定位、青年人才、非共识项目和交流合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设置，为新一轮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原创支撑。作为原始

创新重要支撑的自然科学基金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经费从“十一五”之前的 4500 万元，增至 2013 年的 1 亿

元，对广东原创研究起到重要作用[5]。

3.3 从项目内容分类看康复医学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立项课题研究内容中神经

康复立项数目最多，占总立项数的63%，其次是骨科康复，占

总立项数的 10%。这与大部分医学院校康复科临床开展神

经康复及骨科康复为主有关，而其他系统疾病的康复工作较

少甚至尚未开展情况相吻合。

3.4 从项目类别分析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康复医学学科

人才梯队的优化作用

从立项类别来看，面上项目立项数是 184项，占立项总

数的 55.8%。青年项目的立项数是 123 项，占立项总数的

37.3%。近些年，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增多，可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把培养康复医学研究青年人才作为重要着力点，为康

复医学事业长远发展注入动力。目前，除励建安、窦祖林、黄

东峰、燕铁彬、岳寿伟、刘宏亮、吴毅等作为中国康复的领军

人物外，他们旗下的科研人才梯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下得以很好的建立与发展，对亚专科的建设也起到了催生作

用、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优势专业特色[6—9]。

3.5 不足

仅有一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2015年），但目前

康复医学还没有重点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更多高质

量、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

4 小结

①1999—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在立项数

量上呈上升趋势。青年项目作为康复医学科研的后备队伍

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立项数目逐年上升。已申报国际（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正逐步与国际先进医疗科研相接轨。重点

项目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研究成

果的产生，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复医学研究正处于起

步阶段，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②在研究力量上。

不同高等院校获得的立项数目差异显著。立项数目的差异性

与其院校科研队伍的规模有关，同时也与院校所在地区的社

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有关。③研究内容方面，神经康

复是历年研究的热点及难点[10]，基础研究为主导。未来需要

平衡各学科的发展，加大临床适宜技术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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