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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西医结合学科项目资助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了资助

项目在项目类别$申请代码$依托单位等方面的分布情况"分析了资助项目的疾病领域$所用药物等干预手

段$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等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西医结合学科& 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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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是

中医学和西医学对人体健康与疾病认识的两种不同思

维方式的结合"具有学科交叉的基本特征(

#

)

* 中西医

结合医学和中医学+中药学同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主要资助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西医结

合学科$简称中西医结合学科%一直优先支持基础性

研究和连续深入研究的项目申请"鼓励学科交融"强调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理念+方法+技术与

手段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促进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

创新* 笔者分析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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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西医结合学科项

目资助情况"希望对该领域基金申请和科学研究者有

所启迪*

#

#资助项目分析

#

!

#

#资助项目类别分析$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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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西医结合学科共资助研究类项目
$==

项"总资助

经费
&= #==

万元"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简称面青地项目%是资助的主体"分

别为
&9&

项+

!$<

项和
$&

项"合计
$&!

项* 近
&

年本

学科未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仅有
#

项*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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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西医结合学科各类别项目资助情况

资助类别 资助项目数 资助经费$万元%

面上项目
&9& != :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 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 & !!9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 !&: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9

联合基金项目
! :$

应急管理项目
$ $"

总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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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码资助项目分析$表
!

%#中西医结合

学科的申请代码是
V!%

"下设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

$

V!%"#

%+中西医结合临床基础$

V!%"!

%+中医药学

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

V!%"&

%*

V!%"!

资助项目数

量和资助经费均为最多"与中西医结合学科申请项目

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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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西医结合学科各代码项目资助情况

申请代码
资助项目

(项$

_

%)

资助经费

(万元$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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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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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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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依托单位分布

#

!

&

!

#

#资助项目依托单位总体分布情况$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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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中西医结合学科项目资助的依托

单位共
#="

家"覆盖面较广"但各依托单位的总体研

究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其中"获得资助项目超过

#"

项的依托单位有
!"

家"这些依托单位
&

年间共获

得
==9

项
L!" $#<

万元资助"分别占中西医结合学科

资助项目总数和总经费的
<"

!

!_

和
<"

!

$_

"主要集

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与科技发达地区&获得资助项目

数少于
&

项的依托单位有
9#

家"这些依托单位
&

年间

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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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项目

超过
#"

项的依托单位

序号 依托单位
资助

项目数

资助经费

$万元%

#

上海中医药大学
<! ! 9&&

!

天津中医药大学
:" # 999

&

北京中医药大学
&9 ! "$=

=

广州中医药大学
&9 # <"&

: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 # #%&

<

华中科技大学
!= # "<$

$

首都医科大学
!" %=$

9

复旦大学
!" # #=&

%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 %$!

#"

南方医科大学
#$ 9%9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 <"<

#!

南京中医药大学
#< $$#

#&

福建中医药大学
#: <%<

#=

河南中医药大学
#= <&<

#:

新疆医科大学
#& :<:

#<

广西中医药大学
#& :#=

#$

浙江中医药大学
#& <=!

#9

中日友好医院
#! $#!

#%

大连医科大学
#! :$$

!"

湖南中医药大学
## &$%

合计
==9 !" $#<

共获得
%=

项
L= "$:

万元资助"分别占中西医结合学

科资助项目总数和总经费的
#!

!

<_

和
##

!

%_

*

#

!

&

!

!

#各类型依托单位资助项目分布$表
=

%

高等院校是主体"部分研究型医院依托高等院校申报"

增加了高等院校的占比*

表
=

$

!"#&

'

!"#:

年各依托单位资助项目分布

依托单位

类型

依托单位

(个$

_

%)

资助项目

(项$

_

%)

资助经费

(万元$

_

%)

高等院校
%!

$

<:

%

$#

%

<"!

$

9"

%

%

%

!$ <##

$

9"

%

9<

%

科研院所
!:

$

#$

%

9<

%

:&

$

$

%

#

%

! #"!

$

<

%

#<

%

医院
!&

$

#<

%

=&

%

9%

$

#!

%

"

%

= =&#

$

#!

%

%9

%

总计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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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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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等院校资助项目分布$表
:

%#在

获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的高等院校中"中医药院校虽

然数量不多$仅占依托单位总数的
!!

!

9_

%"但从事中

西医结合研究的队伍相对集中"获得资助项目的数量

和经费均达到高校获资助项目总数
L

总经费的一半以

上"分别为
:<

!

9_

和
:<

!

!_

*

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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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类型等院校资助项目分布

高等院校

类型

依托单位

(个$

_

%)

资助项目

(项$

_

%)

资助经费

(万元$

_

%)

综合院校
=9

$

:!

%

!

%

#&:

$

!!

%

=

%

< &#&

$

!!

%

%

%

医科
L

药科院校
!&

$

!:

%

"

%

#!:

$

!"

%

9

%

: $%=

$

!#

%

"

%

中医药院校
!#

$

!!

%

9

%

&=!

$

:<

%

9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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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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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疾病领域分布$图
#

%#在
!"#&

'

!"#:

年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的
$==

个研究类项目

中"有
<:!

项研究明确表述了现代医学的疾病对象"

占资助项目总数的
9$

!

<_

* 该类研究项目主要集中

在肿瘤 (

#!#

项 $

#9

!

<_

%)+心血管疾病 (

#""

项

$

#:

!

&_

%)+消化系统疾病(

9#

项$

#!

!

=_

%)+内分泌

和代谢疾病(

$%

项$

#!

!

#_

%)+神经系统疾病 (

<9

项

$

#"

!

=_

%)等中医药临床疗效较为显著的重大疾病

领域*

#

!

:

#资助项目所用药物等干预手段分析$图
!

%

在中西医结合学科受理和资助的项目中"绝大多数项

目涉及到中药或非药物疗法的干预*

!"#&

'

!"#:

年

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项目中"有
:$#

个项目的主要研

究内容涉及到药物干预"其中以复方为研究对象的项

目占
<$_

"有效部位及其组合+有效成分及其组合为

研究对象的项目则分别占
#!_

和
#&_

* 另外"中西

药联合应用已成为临床普遍的用药方式"中西药联合

应用可能出现的药物相互作用逐渐受到关注* 例如项

目,应用整合医学调控肝药酶和
'J="L'J="W

信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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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项目

疾病领域分布

络防治冠脉血栓形成-重点探讨脑心通胶囊和氯吡格

雷联合是否通过调控肝药酶和
'J="L'J="W

信号网

络"发挥增效作用"防治冠脉血栓形成* 尽管临床中西

药联合应用较为普遍"但特定中西药联合应用是增效

解毒还是有增加毒副作用尚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对

于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远未满足临床需求*

采用非药物疗法作为干预手段的项目有
="

项"

其中针刺相关的研究
&!

项"占
9"_

"其他干预手段

尚有穴位疗法+灸法+外治法+手术等* 这些项目主

要探讨了非药物疗法在保护缺血心肌+减轻脑缺血

损伤+减少化疗不良反应等方面的作用机制以及针

刺原理+穴位的生物学特性等内容* 如项目,基于调

节神经干细胞增生分化的针刺抗小鼠放射性脑损伤

机制研究-采用放射性脑损伤动物模型"分别给予不

同时间电针穴位刺激"探讨了针刺穴位抗放射性脑

损伤作用及其机制*

图
!

$

!"#&

'

!"#:

年中西医结合学科不同中药

干预类型的总体资助情况

#

!

<

#资助项目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情

况分析#在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项目中"新技术+新方

法的应用十分广泛"也有部分项目重点开展了新技术+

新方法的研究* 其中"

V!%"&

申请代码下资助的项目

多以建立适用于中医药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为主

要目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医
L

中西医结合临床评

价+适用于中医药研究的数据挖掘或信息学分析+中药

及复方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等几大类*

中医
L

中西医结合临床评价的新技术与新方法多

通过引进循证医学的研究策略和数据挖掘等技术方

法"构建突出中医药特色且符合现代医学规范的中医
L

中西医结合的诊断+临床疗效评价+远程医疗等新技术

与新方法* 如项目,基于计算机自适应测试和条目反

应理论分析的功能性胃肠病$

ERCH0@5C?6 D?G035@C0.G

"

0@C?6 S@G.?G.G

"

QT)JG

%辨证诊断模型的方法学研

究-拟建立
QT)JG

中医辨证诊断的数学模型及其网络

智能测评程序的方法学"创新临床适用的中医临床辨

证诊断方法"实现中医辨证诊断的网络信息智能化辨

证诊断平台&项目,中医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

'K-

"

*',

%构建方法研究-以稳定性心绞痛
'K-

"

*',

研

究为载体"拟构建
'K-

"

*',

形成规范和方法学体系"

从而引导各个专科病种能规范+高效地建立中医临床

试验核心结局指标*

适用于中医药研究的数据挖掘或信息学分析技术

与方法"以中药的多靶点作用+证候的多维度判别模式

等中医药复杂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引进数据挖掘+人

工智能+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

先进算法"探讨其在中医药领域的适用性或对这类算

法加以改造"使其更适用于中医药问题的研究* 如项

目,基于比较效果研究$

H51/?3?0@I. .EE.H0@I.C.GG

3.G.?3HB

"

'>[

%模式的中医真实世界数据挖掘关键

技术研究- 遵循实效
'>[

设计策略"探索了基于机器

学习理论的中医和中西结合医学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分

析共性技术规范*

中药及复方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涵盖了中药资

源+制剂+药效物质+药代动力学+药理+毒理+药性理论

等领域* 如项目,基于多层次结构化网络整体分析技

术的生脉方药效成分群虚拟筛选与实验验证研究-拟

构建,成分'靶点'通路'基因'疾病-多层次结构

化网络并建立网络整体影响力分析等关键技术"定量

评价中药成分对疾病网络的作用强度和成分间相互作

用关系"建立中药药效成分群快速虚拟筛选技术*

!

#讨论分析#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列入了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

!"!"

年%

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

!""<

'

!"!"

年%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在推进中医药

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中国所具有的中医+西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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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共同发展的历史积累和独特经

验"要促进中西医药学的优势互补及相互融合* 中西

医结合学科正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交叉+融合+优势

互补的重要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西医结合学

科项目资助经历了
!""%

'

!"#!

年的快速增长期(

!

)

后"资助数量和资助经费趋于稳定"这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整体资助情况的发展趋势一致*

!"#&

'

!"#:

年

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项目与
!"#&

年之前资助项目的

申请代码分布基本一致* 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队伍成

长迅速"但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仍显不足"高水平人才

梯队的建设亟待加强*

!"#&

'

!"#:

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中西医结合学科的资助项目从研究内容上主要

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

!

#

#研究内容多聚焦重大疾病领域"但总体理

论创新不足#在
!"#&

'

!"#:

年中西医结合学科资助

项目中
9$

!

<_

的项目涉及到疾病对象"主要集中在中

医药临床疗效较为显著的重大疾病领域"体现了中西医

结合学科基金项目对国家重大需求的关注以及对重大

疾病领域的聚焦"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临床意义* 这

些项目反映了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领域"中医,辨证

论治-的理论框架与现代疾病体系有机整合$即,病证

结合-%的研究策略应用广泛* 但,病证结合-的强度和

研究的侧重点在不同的项目中有所不同* 一部分研究

将病证结合的策略作为核心"开展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

研究+病证结合的生物学基础研究+病证结合的治则治

法研究等"突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特点与优势"如项目,基

于.痰瘀致病/理论的精神分裂症.病证结合/模型的构

建及方药干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提出精神分裂症,痰

凝血瘀-中医辨治核心病机理论"建立精神分裂症痰凝

血瘀证,病证结合-实验模型+分析其病证规律及其内在

演化本质&项目,从
1@[8N

角度探讨胰腺癌不同中医

证型的分子基础研究-通过胰腺癌不同中医,证-动物

模型结合胰腺癌患者中医证型研究"明确胰腺癌不同中

医证型与
1@[8N

之间的相关性"揭示胰腺癌中医证型

的分子基础&项目,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表观遗传学分

子修饰探讨乌头汤对寒湿痹阻证型类风湿关节炎的治

疗机理-以寒湿痹阻型和非寒湿痹阻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患者的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为研究对象"从表观遗传学的

不同层面"比较两种证型的表观遗传特征及乌头汤对其

作用效果的优劣"以阐释病证结合治疗模式的优势和机

理* 但也有项目仅在阐释中药或复方的治则时提到了

病证结合的特点"主体的研究内容则以疾病为核心"中

西医结合的特点和优势体现得不够充分*

总体来看"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中医药干预某

个病$证%的效应机制研究-"研究结果未能从理论传

承与创新的角度进行升华* 对于病证结合+中西药联

合应用等富有中西医结合学科特色的研究领域"研究

队伍相对较少*

中西医结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单的,中

医
`

西医-的研究模式不能达到,

# `# a!

-的效果"比

较和借鉴中西医的优势与特色"取长补短"通过两种思

维模式的碰撞"突破固有的思维禁锢"在更高层面上逐

步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理论构架"才能推动学科的

跨越式发展*

!

!

!

#适用于中医药研究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亟待

突破#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

维体系的碰撞与交融"简单照搬现代医学的研究设计

理念和规范"很难反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 从目前的

资助项目来看"在实验方法和技术层面引进和吸收现

代医学和其他现代科学的新的研究手段已经成为常

态"但缺乏更深层面的思考与结合* 中医临床评价的

关键技术和中药复方研究的关键技术等方面"研究者

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仍未能引起领域内的共鸣"形成

专家共识意见* 寻找既能反映中医药特色+体现中医

药原创思维"又能合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

究路径和方法仍然是中西医结合学科亟待解决和突破

的关键问题*

&

#结语#本文对
!"#&

'

!"#:

年中西医结合学

科项目资助情况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并结合这些项目

简要分析了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中呈现的新特点和新

问题"希望本文能对本学科领域基金申请者和科研工

作者有所帮助"以提高今后的申请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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