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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白内障研
究的资助情况ꎬ探讨近期白内障基础研究的发展重点ꎬ为
白内障领域科研人员了解专业基础研究的进展和申请资
助提供参考信息ꎮ
方法:统计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白内障领
域研究的资助项目ꎬ对获得资助的项目类别、项目名称、经
费数额、申请单位和地区、批准年度及关键词等进行统计
和分析ꎮ
结果:近十年来ꎬ白内障研究的项目数及受助金额分别占
眼科学总数的 ９.３５％和 ９.７２％ꎮ 眼科学和白内障研究的
项目数量及受助金额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ꎮ 立项项目
中的关键词逐渐增多ꎬ且愈发倾向于机制研究ꎮ 计算机辅
助技术、ＴＡＬＥＮ 技术和全外显子测序技术等的发展ꎬ使得
白内障研究整体呈现出医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趋势ꎮ 华
东地区ꎬ尤其上海市项目数量及受助经费位居各省市首
位ꎮ 各项目类别中ꎬ数量及经费均为面上项目最多ꎬ近几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强势崛起ꎬ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
面上项目ꎮ
结论: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白内障研究的热点趋向于多样化ꎬ多
学科的融合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显著特点ꎮ 资助
力度和研究水平呈现地区发展不平衡ꎮ
关键词:白内障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ꎻ研究热点ꎻ项目资助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２.６.２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Ｘｉａｏ－Ｐａｎ Ｍａ１ꎬ２ꎬ Ｘｉ Ｃｈｅｎ１ꎬ２ꎬ Ｈｏｎｇ Ｙａｎ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８１８７３６７４ꎬ ８２０７０９４７)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２０２１ＺＤＬＳＦ０２－０８)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Ｘ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Ｘｉａ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Ｘｉａ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０４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Ｈｏｎｇ Ｙａｎ. Ｘ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 Ｘｉａ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ꎻ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Ｘｉａ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０４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２１２８ｔｓ＠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２１－１１－０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２２－０５－０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９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９ ｗｅ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ｉｔｌｅꎬ ｆｕ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９. ３５％ ａｎｄ ９. ７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ｉ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ｗａｖｙ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ｔｕｐ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ＴＡＬ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ｒａｎｋ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ｈａｓ ｒｉｓｅｎ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１０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第 ２２ 卷　 第 ６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ꎻ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 ＸＰꎬ Ｃｈｅｎ Ｘꎬ Ｙａｎ 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２ꎻ２２(６):１０１０－１０１５

０引言
白内障是指晶状体透明度降低或颜色改变所导致的

光学质量下降的退行性病变[１]ꎬ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

病[２]ꎮ 后发性白内障是白内障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ꎬ在成
人发生率为 １２％~６７％ꎬ儿童则高达 １００％ [３]ꎬ严重妨碍患
者术后视觉质量并造成一定社会心理问题ꎮ 尽管白内障
手术的施行极大程度地改善了患者视觉质量ꎬ但随着人口
老龄化加剧和平均寿命的延长ꎬ白内障及后发性白内障相
关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问题也将越发突出[４]ꎮ 因此ꎬ对白
内障及其并发症的研究进行支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ꎮ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ＮＳＦＣ)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ꎬ极大推
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ꎬ促进了各学科的均衡协调发
展[５]ꎬ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原创能力、推进创
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ꎮ ＮＳＦＣ 资助格局中
项目类别共有 １８ 种ꎬ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等ꎮ 了解 ＮＳＦＣ 对白内障领域的资助格局ꎬ探讨白内障研
究的发展重点ꎬ对白内障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有一定参考
意义ꎮ 本文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白内障各类项目的
资助进行归纳和分析总结ꎬ为白内障研究乃至眼科工作人
员提供客观科学的参考依据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立项项目选题检索与统计　 登录科学网(ｈｔｔｐ: / / ｆｕ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 / )“基金栏目”ꎬ点击“关键词查询”ꎬ学科分
类选择“医学科学部(Ｈ) －眼科学(Ｈ１２) －晶状体与白内
障(Ｈ１２０２)”ꎬ年份设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ꎬ下方输入关键词
“白内障”ꎬ点击查询项目ꎬ共出现 １２２ 条查询结果ꎮ 由于
２０１９ 年以后的结果未在系统中出现ꎬ因此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结果中的项目进行汇总ꎬ收集项目类别、项目名称、项目
负责人、经费数额、申请单位、批准年度以及关键词等信
息ꎮ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系统中未检测到项目关键词ꎬ因此
根据项目名称和研究摘要进行人工赋词ꎬ并请眼科专家对
所有关键词进行复核和规范ꎮ
１.２ ＮＳＦＣ对白内障研究资助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将收集
到的所有信息ꎬ从多个方面展开分析ꎬ总结各类白内障研
究的立项数目及资助总额、各地区白内障研究的立项数目
以及受助金额、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每年白内障研究的 ＮＳＦＣ 立
项数目及资助金额、各省市白内障研究的立项数目及受助
总额ꎬ以及不同种类白内障各项目类别中的立项数目及受
助总额ꎬ并对其中一些变化进行分析ꎮ 将时间分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两个时间段ꎬ对期间所有关键词
进行聚类分析ꎮ
２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眼科学各类疾病研究的资助
情况 　 科学网学科分类 “医学科学部 ( Ｈ) － 眼科学

(Ｈ１２)”栏目中分有 １１ 种眼科疾病ꎬ每种疾病有其各自的
代码(Ｈ１２０１－Ｈ１２１１)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眼科学在 ＮＳＦＣ 总
共立项 １３０５ 项ꎬ总受助金额 ５４３０８ 万元ꎮ 其中视网膜、脉
络膜及玻璃体相关疾病(Ｈ１２０５)立项数目最多ꎬ占眼科学
总数 ３６.５５％ꎬ其次是角膜及眼表疾病(Ｈ１２０１)以及青光
眼、视神经及视路相关疾病(Ｈ１２０４)ꎬ见图 １ꎮ ＮＳＦＣ 对各
类眼科疾病的资助经费与以上顺序略有不同ꎬ视网膜、脉
络膜及玻璃体相关疾病(Ｈ１２０５)资助金额最高ꎬ占眼科学
总额 ３３. ３９％ꎬ其次是青光眼、视神经及视路相关疾病
(Ｈ１２０４)以及角膜及眼表疾病(Ｈ１２０１)ꎬ其余各领域经费
数额与立项数目高度相关ꎮ 晶状体与白内障(Ｈ１２０２)在
眼科学立项占比及经费占比分别为 １２. ７２％、１３. ４２％ꎬ
见图 ２ꎮ 在 Ｈ１２０２(晶状体与白内障)代码下ꎬ单独对于白
内障的基础研究项目数量及资助金额分别为 １２２ 项、５２８０
万元ꎬ对应占眼科学总数的 ９.３５％、９.７２％ꎮ
２.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白内障领域研究的热点　 将时间划分
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两个时间段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ꎬＮＳＦＣ 资助下的白内障基础研究项目中高频关键
词首先是“白内障”ꎬ其次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先天性
白内障”ꎬ然后有“晶状体”“晶状体上皮细胞”及“氧化应
激”ꎬ还有“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等(图 ３)ꎻ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期
间ꎬ“白内障”依旧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ꎬ然后为“年
龄相关性白内障”“后发性白内障”及“先天性白内障”ꎬ还
有“晶状体”“ＤＮＡ 甲基化”“氧化损伤” “分子机制”以及
“基因”等(图 ４)ꎮ 关键词内容越来越丰富ꎬ且近年来开始
结合一些其他先进技术手段ꎬ如计算机辅助技术等ꎬ使白
内障基础研究更为便捷与科学ꎮ
２.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各地区各省市白内障研究的 ＮＳＦＣ 立
项情况
２.３.１各地区立项数目　 中国分为华东、华南、华中、华北、
西北、西南、东北及台港澳八大地区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年期间ꎬ
华东地区白内障研究的 ＮＳＦＣ 立项数目最多ꎬ达 ５４ 项ꎬ受
助总额达 ２２７０ 万元ꎮ 华中地区立项数目少于华北、西北ꎬ
受助金额却居于两者之上ꎬ主要原因是其面上项目居多ꎬ
见图 ５、６ꎮ
２.３.２各地区受资助金额　 这十年中ꎬ全国共有 １８ 个省和
直辖市在白内障研究方面获得 ＮＳＦＣ 资助ꎬ其中华东地区
上海市立项最多ꎬ达 ２４ 项ꎬ接着有广东省、浙江省ꎬ立项均
在 １０ 项以上ꎬ江苏省、陕西省、北京市、辽宁省、黑龙江省、
河南省、山东省立项均在 ５ 项及以上ꎬ重庆市、广西省、天
津市分别为 ３、３、２ 项ꎬ吉林省、四川省、湖北省、福建省、云
南省均为 １ 项ꎮ 海南、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西
藏等省份或自治区尚无白内障基础研究项目立项ꎮ 受助
经费与以上顺序有所不同ꎬ广东省受助金额最高ꎬ达 １０６７
万元ꎬ其中广东省中山大学刘奕志教授在 ２０１３ 年获得一
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ꎬ经费 ２８０ 万元ꎮ 中山大学
林浩添教授于 ２０１８ 年在研究先天性白内障与晶状体干细
胞再生方面获得一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ꎬ受助 １３０ 万
元ꎮ 其次是上海市、浙江省ꎬ分别受助 ９４４ 万元和 ６４１ 万
元ꎬ江苏省、陕西省、辽宁省、河南省受助金额均在 ３００ 万
元以上ꎬ然后北京市、山东省、黑龙江省均在 ２００ 万元以
上ꎬ广西省、重庆市分别获得 １３４ 万元和 １３３ 万元ꎬ天津
市、湖北省、吉林省、云南省、福建省、四川省均获得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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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眼科学各研究领域立项数目占比ꎮ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眼科学各研究领域资助金额占比ꎮ 　

图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ＮＳＦＣ 白内障领域项目关键词聚类
分析ꎮ　

元不等的资助经费ꎮ 可以看出ꎬ我国白内障基础研究呈现
出地域发展不平衡的态势ꎬ以上海、广州以及东南沿海为
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数量和经费的比例较高ꎮ
２.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白内障研究 ＮＳＦＣ 立项数目及受助金
额在眼科学中的占比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ꎬ每年白内障基
础研究在眼科学中的项目数量占比及受助金额占比均有
起伏ꎬ但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ꎮ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ꎬ项目数
量占比每年大约增长 ３ 个百分点ꎬ２０１３ 年到达顶峰ꎬ自此

图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白内障领域项目关键词聚类
分析ꎮ　

至 ２０１５ 年有所下降ꎬ从 ２０１５ 年又开始回升直至 ２０１８ 年
到另一个占比顶峰ꎬ２０１９ 年骤降ꎮ 经费占比趋势大体与
项目数量占比相似ꎬ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到达两个顶
峰ꎬ２０１９ 年骤降ꎬ见图 ７、８ꎮ
２.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常见类型白内障及后发性白
内障的资助情况 　 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中可以看出ꎬ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后发性白内障、并发性
白内障、糖尿病性白内障、激素性白内障是白内障基础研
究热点ꎮ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是主要的研究热点ꎬ十年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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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各地区白内障研究 ＮＳＦＣ立项数目ꎮ 　

图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各地区白内障研究 ＮＳＦＣ资助总额ꎮ 　

图 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白内障研究立项数目在眼科学中
的占比变化(斜线为总体趋势)ꎮ 　

图 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白内障研究的资助经费在眼科

学的占比变化(斜线为总体趋势)ꎮ 　

项 ３９ 项ꎬ总受助金额为 １６６０ 万元ꎬ先天性白内障与后发
性白内障均立项 １８ 项ꎬ受助金额分别为 ９３８ 万元和 ８０６
万元ꎬ并发性白内障、糖尿病性白内障均为 ５ 项ꎬ分别受助
３１３ 万元和 １７２ 万元ꎬ激素性白内障 ２ 项ꎬ受助 ４３ 万元ꎮ
每种类型获得的项目类别均为面上项目居多ꎬ其次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ꎮ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与后发性白内障均获
得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ꎬ先天性白内障还分别获得了 １ 项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应急
管理项目、专项基金项目ꎮ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是我国最多
见的原发性白内障ꎬ好发于老年人以及患有原发性全身疾
病者ꎬ是临床的诊疗热点[６]ꎬ见图９、１０ꎮ
２.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白内障研究各项目类别的资
助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期间ꎬ白内障研究资助共有 ９ 种项

目类别ꎬ其中面上项目最常见ꎬ共 ６２ 项ꎬ总受助金额为
３５６２ 万元ꎻ其次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ꎬ有 ４９ 项ꎬ总受助
１０１２ 万元ꎻ然后有 ５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ꎬ共获经费 ２２０
万元ꎮ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１ 项ꎬ获 ２８０ 万元经费ꎻ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项ꎬ获 １３０ 万元ꎻ其余四种ꎬ包括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专项基金项目以及应急管理项目各有 １ 项ꎬ经费均在 ４０
万元以下ꎬ见图 １１、１２ꎮ
２.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白内障研究团队受 ＮＳＦＣ 连续资助情
况　 若某项目负责人在不同年度的申请项目中出现相同
关键词ꎬ则将此视为 ＮＳＦＣ 对该项目负责人团队研究方向
的连续资助ꎬ或视为该团队之前项目研究的延续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共有 ９４ 人在白内障研究领域向 ＮＳＦＣ 提出申请ꎬ
但获得 ３ 次及以上次数资助者ꎬ仅有 ６ 人ꎬ约占总申请人
数 ６.４％(图 １３)ꎮ 我们课题组近 １０ａ 共获得 ５ 项白内障相
关研究领域的面上项目ꎬ作为较为持续和稳定的白内障领
域研究团队之一ꎮ
３讨论
３.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白内障研究得以发展　 近十年来ꎬ白内
障研究立项数目及资助经费均呈波浪式增长趋势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项目数量从 ６ 项增加至 １１ 项ꎬ资助经费从
１６８ 万元增至 ４５３ 万元ꎮ 立项占比从 ７.２３％至 ８.２１％ꎬ经
费占比从 ６.２３％至 ８.６９％ꎬ可见 ＮＳＦＣ 对于白内障基础研
究的重视有所加强ꎬ但占比增加程度不高ꎬ从一方面反映
出申请 ＮＳＦＣ 项目的竞争激烈性ꎮ 从近十年项目看白内
障研究的热点变化ꎬ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
各个关键词的频次减少ꎬ但内容倾向于多样化ꎬ出现多学
科的融合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ꎬ例如计算机辅助技
术、ＴＡＬＥＮ 技术和全外显子测序技术等ꎮ 这些技术的发
展有助于阐明各类疾病的发病机制ꎬ解决临床存在的难
题[７]ꎮ 从白内障基础研究现状来看ꎬ目前 ＮＳＦＣ 资助的白
内障研究主要聚焦于发病机制、信号通路及药物治疗等ꎮ
本课题组获批项目致力于氧化应激对白内障的影响、后发
性白内障发生机制以及白内障预防等研究ꎮ 综上ꎬ由
ＮＳＦＣ 资助项目数量、资助金额与研究现状等综合提示白
内障领域研究得以发展ꎮ
３.２研究力量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八大地区ꎬ获得
ＮＳＦＣ 资助较多的单位多集中在华东与华南ꎬ这两大地区
的项目数量与受助金额相加均达总数的 ６０％以上ꎮ 海南、
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等省份或自治区不仅
尚无有关白内障的研究立项ꎬ而且在眼科学也尚未有立
项[８]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我国有关白内障研究力量总体呈
现出东强西弱的状态ꎬ这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及文化教育
水平密切相关ꎮ 目前从项目类别来看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设立相应的项
目类别ꎬ经过不断优化调整ꎬ已形成了结构合理、功能完备
的资助体系ꎮ 例如地区科学基金项目ꎬ此项目类别支持内
蒙古等自治区、甘肃等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等自治州、陕
西省延安等市的部分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
金资助范围内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ꎬ培养和扶植这些地
区的科学技术人员ꎬ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ꎬ为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ꎮ 因此ꎬ研究力量的地区不
平衡性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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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常见类型白内障及后发性白内障 ＮＳＦＣ立项数目ꎮ 　

图 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对常见类型白内障及后发性白内障资助金额ꎮ 　

图 １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白内障研究中各类别立项
数目ꎮ 　

３.３基础研究多立足于治疗优势病种和聚焦临床诊疗
热点　 白内障及其并发症严重影响个人生活质量ꎬ并对医
疗保健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ꎮ 适当的饮食和保健有助于
保护晶状体ꎬ延缓白内障的形成ꎬ但随着年龄增长ꎬ最终无
法避免白内障的发生[２]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Ｈ１２０２(晶状体
与白内障)代码下申请和获批项目紧紧围绕白内障领域
临床常见类型、多发类型(如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及先天性
白内障)ꎬ聚焦白内障领域研究前沿热点和临床丞待解决
的关键科学问题(如白内障发病机制、防治方法及药物靶
点等)ꎮ 同时也提示广大申请者在临床实践中善于发现
和总结ꎬ以临床科学问题为基础ꎬ注意选题的创新性和潜
在临床价值ꎮ
３.４ ＮＳＦＣ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相对重视　 科学基金是

图 １２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白内障研究各项目类别资助
总额ꎮ 　

发现、培养科技工作者以及科技人才的重要举措ꎬ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类别的创立ꎬ旨在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
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ꎬ激励青年科学技术
人员的创新思维ꎬ培养基础研究后继人才[９]ꎮ ＮＳＦＣ 自创
立以来ꎬ项目资助类别主要为面上项目ꎬ十年来ꎬ白内障领
域面上项目占比以华中地区为最高ꎬ达 ７５.０％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后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快速增长ꎬ成为第二大项
目类别ꎬ甚至在某些领域赶超面上项目[１０]ꎮ 白内障研究
领域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占比最高者为西北地区ꎬ达
５５.５６％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涌现ꎬ说明我国具备一定
的青年科技人才储备ꎬ更说明国家对青年人才科研能力的
重视ꎬ这为培养青年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资金的支
持ꎬ也充分调动了青年人才的积极性ꎬ激发了他们的潜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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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白内障研究团队连续资助
情况ꎮ 　

青年临床医生不仅需要具备临床实践能力ꎬ科研能力也同
样重要ꎬ两者相辅相成[１１]ꎮ
３.５研究成果缺乏延续性和连贯性　 ＮＳＦＣ 对某领域的连
续资助是衡量研究成果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之一[１０]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获得 ３ 次及以上次数的资助ꎬ并且每个项目
以之前项目成果为延续的研究者甚少ꎮ 此连续性“滚雪
球”式科研现象少见的原因:(１)可能是统计的时间跨度
相对较短ꎻ(２)可能是有些项目尚未结题ꎬ无法就其成果
继续申报ꎮ 另一方面也提示部分课题研究成果价值有限ꎬ
无进一步探索的前景ꎮ
４小结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及筛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年 ＮＳＦＣ 对白
内障研究的资助项目ꎬ分析了十年来 ＮＳＦＣ 资助白内障研
究的总体情况ꎬ横向分析各项目类别的资助差异、地域分

布的差异等情况ꎬ纵向了解有关白内障研究的占比变化、
研究热点变化等ꎬ为白内障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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