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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学领域肠道微生态

相关研究申请及资助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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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清5

$毕明刚3

摘要$$肠道微生态作为近些年来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之一"其在宿主中的重要作

用及其与宿主共代谢的作用机制已得到证实#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医学者致力于中医药与肠道微生态的

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本文总结了
!"#4

$

!"#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学领域肠道微

生态研究的申请%资助情况&分析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肠道微生态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探讨了肠道微生态在该学科的前沿科学方向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肠道微生态& 中医学& 项目受理与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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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微生态是寄生在宿主肠道内的微生物总和! 人体肠道微生态包括
#5" _ !""

种常见细菌和大约

#"""

种不常见细菌!总数超过
#"

#!

%

#"

#4个!肠道微

生态所含的基因总量是人类基因组的
#5"

倍甚至更

多!被认为是人类'第二大基因组()'被遗忘的器官(!

在维持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

"

4

+

, 随着后基因组学时代的到来!宏转录组学)

代谢组学等研究技术的不断革新!肠道微生态相关研

究已日益成为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其与肥胖)炎症性肠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心血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 %$

!

,-

!

##

管疾病)神经精神等多系统疾病的相关性已得到证

实*

5

"

3

+

, 肠道微生态研究的潮流为中医证候研究与中

药复方作用机制阐明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方法!亦可能

是中医现代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的切入点, 本文系统

总结了
!"#4

-

!"#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H;-?:1 ,:HPJ:1 OB;7?B7 N-P?I:H;-? -A &K;?:

!

,ON&

%中医学领域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的申请和资

助概况!分析和展望了该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趋势与

存在的问题,

#

$肠道微生态研究在中医学科的申请与资助

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内鼓励自由探索!支持基

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中医学是其独立的一级学科!主

要受理和资助中医学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项目, 该学科以中医药相关科学问题为导向!分

设了涵盖脏腑气血津液体质)病因病机)证候基础)治

则与治法)中医方剂)中医诊断)经络与腧穴)中医内)

外)妇)儿)眼)耳鼻喉)口腔)老年病)养生与康复等
!#

个二级代码!本文总结的肠道微生态的有关研究涵盖

了
R!2

下的所有代码,

!"#4

-

!"#6

年度中医学领域与肠道微生态相关

研究的面上)青年)地区基金申请与资助数量总体均呈

递增趋势, 近
5

年来!中医学三类项目共计申请

#$ 5!!

项! 申请总数增长近
!

倍! 年增长率为

$

!

6$` _!4

!

#$`

!年平均增长率为
#5

!

"2`

$图

#L

%, 其中!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共计申请
52!

项!占

中医学科申请总数的
!

!

$%`

!年增长率为
45

!

45` _

$#

!

32`

!年平均增长率为
32

!

6$`

, 肠道微生态相

关研究申请增速远高于中医学总体申请增速!其中

!"#3

年增速高达
$#

!

32`

$图
#X

%,

!"#4

-

!"#6

年度中医学科资助面上)青年)地区

基金共计
! $36

项!其资助项目数呈现稳步上升的趋

势!从
!"#4

年的
535

项增长到
!"#6

年
343

项!年资

助率为
#!

!

4!` _ #6

!

$4`

!平均资助率为
#5

!

34`

$图
#&

%, 其中!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共计资助
#%"

项!年资助项目
#5 _ 43

项!年资助率为
#2

!

$2` _

45

!

45`

!平均资助率为
!3

!

23`

$图
#C

%, 肠道微生

态相关研究资助项目占中医学科资助总数的
4

!

%6`

&

资助占比$

4

!

%6`

%较申请占比$

!

!

$%`

%略高!且年

平均资助率高于中医学科平均资助率$图
#8

)

N

%,

从图
#

可见!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申请数及资助数

在中医学科中的占比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且肠道微生态

年资助率高于本学科平均资助率!尤其是
!"#3

年以来!

增长趋势更为明显!这与近年来肠道微生态的研究被广

泛关注有关, 随着现代医学对肠道微生态研究的不断

深入和多组学技术的联合运用!大量实验数据的发表使

得肠道微生态在多个系统疾病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印证!

故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中医证候研究与中药复方作用机

制研究的项目逐渐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与青睐!故该类

项目资助率自该年度起出现跳跃式增长,

$$注#

L

为总申请项目数&

X

为肠道微生态申请数&

&

为总资

助项目数&

C

为肠道微生态资助数&

8

为项目申请占比&

N

为项目

资助占比

图
#

%

!"#4

-

!"#6

年度中医学与肠道微生态研究

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此外! '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作为

!"#6

年度
,ON&

中医学领域的重点项目资助方向!

吸引了国内多个高水平研究团队申报, 共有
!%

名申

请人参加了该项目的角逐!最终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

4

所科研院所的
5

位学者进入二审答辩环节, 值得一

提的是!

5

位申请人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湿热证与

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性研究(这一重点项目的资助!累

计资助金额
# 42"

万元, 上述
5

位申请人在肠道微生

态研究领域均积累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和人才储备!而

重点项目的资助可为其深化现有研究提供助力,

!

$肠道微生态研究在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

基金中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总体分析近
5

年中医学领域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肠道微生态研究在该三类项目的申请量均逐年递增!

但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的申请量明显高于地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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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面上与青年项目申请量在
!"#3

年呈现大幅度增

长!尤以青年项目增长最为显著, 肠道微生态研究在

青年项目及面上项目中的资助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其

中
!"#3

年面上项目资助量与
!"#5

年相较!增长近

%

倍&而与肠道微生态相关的青年项目则在
!"#2

年出

现较大幅度增长$见图
!

%, 近
5

年来!肠道微生态在面

上)青年)地区项目中的资助率均明显高于中医学相应

项目的总体资助率$见图
%

%!尤以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最为显著, 基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肠道微生态研究已

经成为近些年来中医学领域的热点, 然而!部分科研工

作者缺乏肠道微生态相关的研究背景!未能跟踪本领域

的最新学术前沿!因此未能得到函审专家的青睐与认

可!这种现象在地区项目中反映尤为突出!肠道微生态

研究在
!"#5

年地区基金中出现了零项目中标,

$$注#

L

为项目申请数&

X

为项目资助数#

&

为项目资助率

图
!

%

!"#4

-

!"#6

年度中医学与肠道微生态研究面上)

青年)地区项目申请与资助比较

$$注#

L

为面上项目&

X

青年项目&

&

为地区项目

图
%

%

!"#4

-

!"#6

年度中医学与肠道微生态研究面上)

青年)地区项目资助率比较

$$

%

$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涉及的中医学代码情况

肠道微生态作用广泛!其相关研究涉及中医学领

域众多科学问题, 中医学科代码下有关肠道微生态研

究申请与资助的情况见图
4

与表
#

, 其中!申请数目

排在前五位的代码分别是
R!2"6

$中医内科%)

R!2#6

$中医针灸%)

R!2"$

$中医外科%)

R!2"4

$治则与治

法%)

R!2#!

$中医儿科%!资助数目排在前五位的代码

分别是
R!2"6

$中医内科%)

R!2#6

$中医针灸%)

R!2"$

$中医外科%)

R!2#!

$中医儿科%)

R!2"4

$治则

与治法%, 资助率排在前五位的代码分别是
R!2#6

$中医针灸%)

R!2#!

$中医儿科%)

R!2"!

$病因病

机%)

R!2"$

$中医外科%及
R!2"3

$中医诊断%, 申请

前五位与资助前五位代码大致一致!但在资助率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提示不同代码之间申请书总体质量存

在一定差异,

图
4

%中医学科申请代码下肠道微生态研究

申请与资助项目数分布

表
#

%

!"#4

-

!"#6

年度中医学科申请代码下肠道

微生态研究申请与资助项目数分布

申请代码 名称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率$

`

%

R!2"!

病因病机
#! 4 %%

&

%%

R!2"4

治则与治法
%5 6 !!

&

63

R!2"3

中医诊断
#" % %"

&

""

R!2"6

中医内科
!4# 5# !%

&

6%

R!2"$

中医外科
%5 ## %#

&

4%

R!2#!

中医儿科
%% ## %%

&

%%

R!2#6

中医针灸
5% #6 %%

&

$3

4

$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涉及的研究领域

!"#4

-

!"#6

年度中医学科代码下有关肠道微生

态研究涉及的领域分布详见图
5

, 其中!肠道微生态

相关研究申请)资助项目排在前三位的均为消化)内分

泌及神经)精神类疾病研究领域!这与现代医学对肠道

微生态研究的热点解读相一致, 进一步对上述三个领

域的研究病种进行细化发现!以肠道微生态为切入点

的消化系统病种多围绕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

展开&内分泌系统病种多围绕
!

型糖尿病展开&而神经

系统疾病多围绕抑郁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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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医学科申请代码下肠道微生态研究

申请与资助领域分布

5

$肠道微生态在中医学科中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对肠道微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入!其

在宿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宿主共代谢的作用机制已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
!"#!

年起!关于肠道微生

态的研究论文呈直线上升趋势,

!"#6

年!全球肠道微

生态领域的研究又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其中影响因

子超过
#5

的接近
2""

篇!来自
&711

)

,:HPJ7

)

OB;

#

7?B7

的文章将近
#5"

篇!来自
'L+L

)

,8'+

)

T:?

#

B7H

的文章有将近
#""

篇, 现有数据表明*

2

+

!现代医

学解析肠道微生物组的功能!一般在深入分析不同健

康或疾病状态下的人体微生物组特征的同时!将人体

视为一个'超级生物体(进行系统生物学分析和研究!

通过对粪便中微生物的结构功能进行宏基因组学分

析)对尿液或血液的代谢物进行代谢组学分析)对血液

和各组织中的免疫因子进行免疫组学分析!同时结合

人体生理生化数据对人体健康进行完整和精准地测

量, 通过多组学的关联分析!鉴定与特定疾病或代谢

途径密切相关的关键微生物类型, 自从我国微生态学

创始人魏曦教授提出'微生态学很可能成为打开中医

奥妙大门的一把钥匙(后!不断有学者对肠道微生态

与中医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论述*

6

!

$

+

, 以肠道微生态

为切入点!一方面将传统中医学与微生态学相结合!为

传统证候找到客观的)微观的)动态的微生物学基础!

为辨证提供客观化)规范化的新指标&另一方面!基于

肠道微生态及其与宿主共代谢的组学变化研究中药复

方的作用靶标可能是中药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重要

依据, 近
5

年来中医学科代码下肠道微生态的申请及

立项情况有如下特点#

$

#

%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的申请与资助项目均逐

年递增!尤以
!"#3

年后最为显著!这与目前基础科研

领域的大环境相一致, 从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到

'十三五(战略规划!

,ON&

中医学科始终坚持以解决

临床科学问题为导向!申报项目不仅有数量上的大幅

度提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技术手段也得到了显

著的提升*

$

+

, 肠道微生态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

口!近
5

年来在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及地区项目中的资

助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分别

在
!"#3

年)

!"#2

年呈现跳跃式增长!但由于申请基

数的不断扩大!导致相应资助率却未呈等比例上升,

此外!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在地区项目中的申请数及

资助数均明显低于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甚至在

!"#5

年出现了零项目中标,

虽然肠道微生态领域在
,ON&

资助下取得了一

系列优秀成果!但申请项目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表现

为#缺乏针对肠道微生态作用机制的创新性设计!申请

书研究内容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大部分是通过

#3@G,L

测定某一疾病与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差异及

中药复方干预后差异菌群的改变!但并未筛选出该类

疾病特异的菌群结构及中药复方干预的关键靶标&有

一部分申请书缺乏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预实验不足

以支持科学假说&有一部分研究者仅仅是跟踪研究热

点!移植国内外已经发表的文章!研究方案缺乏逻辑

性)可行性, 同时!由于科研实力的差异及优势科研资

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大部分来自偏远地区的科研工作

者缺乏肠道微生态相关的研究背景!甚至不熟悉该领

域的一些基本知识与技术!未能跟踪本领域的最新学

术前沿!这也是地区基金中肠道微生态相关项目未获

得函审专家认可和青睐的原因,

$

!

%目前中医药调控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主要以

阐明中医经典证候与开展中医临床病证结合肠道微生

态研究为切入点, 证候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揭示证候

的生物学基础一直是中医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证候

与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代谢组学)转录

组学)宏基因组学等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广泛开展和应

用!为证候解明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中医学科

!"#3

年将'经典方剂方证相关的生物学基础(列为重点

项目资助方向!

!"#6

年又再次将'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

的相关性研究(列为重点项目资助方向!体现出业界对

肠道微生态研究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认可及对后续高

质量研究成果的期待, 目前!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将'脾

虚证候与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性研究(及'湿热证与肠道

微生态的相关性研究(列为重点研究方向!旨在筛选特

定证候的生物标记物!现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

#"

"

#!

+

, 进一步分析近
5

年来中医药调控肠道微生态

的热门领域!分别为消化病领域)神经与精神类疾病领

域及内分泌疾病领域!其中消化病领域申请占比达到

!2

!

4`

!资助占比为
%%

!

#`

!涉及病种主要为肠易激综

合征及溃疡性结肠炎, 肠易激综合征与溃疡性结肠炎

作为消化系统常见病与难治病!是目前公认的与肠道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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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联系最为密切的两种疾病!以此为突破口解析中药

复方)提取物)单体及针灸的作用靶标!对阐明中医药防

治疾病的物质基础是有意义的探索和创新, '脑"肠"

菌群轴(及'菌群 "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亦是近

些年来开展肠道微生态研究的热点, 此外!近些年围绕

!

型糖尿病开展的葛根芩连汤)黄连素等与肠道微生态

的相关性研究成果已得到国外主流杂志的认可*

#"

!

##

+

,

3

$结$语

在
,ON&

资助下!中医学者在肠道微生态领域积累

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和人才储备!并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

成果!在国内外研究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 但现有研究

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现有研究的样本量相对都还比较

小!与国际主流的微生态研究样本量和规范化程度还有

差距!特别是基于循证医学基础上开展的证候-菌群对

应关系)中医证候关联度菌群及其分子标志物方面研究

有待深入, 希望未来研究人员能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

临床实践为基础!立足于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规律!微

观和宏观相结合!运用微生物分子生态学)宏基因组学)

多变量统计学分析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等方法手段!针对

中医临床优势病种开展病证结合的微生态学研究!确立

不同证候相关的肠道菌群图谱!筛选)鉴定特征标记物!

建立中医辨证分型与肠道微生态之间的客观联系!促进

对中医证候生物学本质的认识!探索适用于国际国际共

识的中医证候新语境!为中医优势病种和重大疾病诊断

和治疗提供更具代表性的标准和模式, 其次!从不同中

医证型与肠道菌群结构差异出发!探究其与全身及局部

免疫)代谢和神经内分泌功能的相关性!结合代谢组学)

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和表观遗传学等技术手段!研究肠

道菌群通过分泌炎性因子)细胞因子)代谢分子等调控

全身脏器状态和功能的机制!建立肠道与全身其他脏腑

之间的信息关联!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探究常见中医证候

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基础!为基于肠道微生态的中医疾病

诊疗策略提供现代生物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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