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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现状ꎬ为康复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

考ꎮ 方法　 以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为数据来源ꎬ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项目进

行汇总ꎬ从资助项目的数量及金额、地区分布、负责人、研究方向、项目成果五个方面分析其特征ꎮ 结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共有 ３４８ 名研究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ꎬ累计资助项目 ４２１ 项ꎬ资助

金额达 １６８５４.１０ 万元ꎬ取得成果 １３９５ 项ꎬ资助项目数量、金额以及成果数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ꎮ 在资助项目

研究内容方面ꎬ以神经康复相关研究数量最多ꎬ骨科康复次之ꎬ心肺康复、疼痛康复等数量较少ꎮ 结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期间我国康复医学快速发展ꎬ相关研究数量不断提高、内容不断深入ꎬ但存在各研究方向发展不

平衡等问题ꎮ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ꎻ　 康复医学ꎻ　 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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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医学以针对病、伤、残者功能障碍的预防、
评定和治疗为主要任务ꎬ以改善病、伤、残者的功
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促其重返社
会为目的ꎮ 我国康复医学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初
期以物理治疗为特色ꎬ随后疗养医学、运动医学等
均有快速发展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引进现代康
复概念以来ꎬ康复基础研究及临床研究均取得长足

进步 [１￣２] 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ＮＳＦＣ)自 １９８６ 年成立以来ꎬ

始终坚持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主线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ꎬ
形成了包括探索、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组成的资
助格局ꎬ为全面培育我国源头创新能力作出了重要贡
献ꎬ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ꎮ 为支持和引导康
复医学基础研究的发展ꎬ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的医学科
学部专门设立一级代码 Ｈ１７ 管理康复医学领域的项
目受理及资助[３￣４]ꎮ 本文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康复医
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现状进行分析ꎬ以期为
后续康复医学领域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提供帮助及
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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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 为资助项目数量逐年变化情况ꎻＢ 为资助金额逐年变化情况

图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项目数量及金额分析

资料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资助项目数据来自于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科技

成果信息系统)ꎮ 在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资助项目检
索页面进行数据检索ꎬ检索条件为申请代码 Ｈ１７ 及其
子代码 Ｈ１７０１(２００９ 年代码为 Ｃ１６１３)ꎬ批准年度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ꎬ资助类别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
大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等
１８ 项ꎮ

二、方法
采集项目名称、批准号、项目类别、项目负责人、批

准年度、资助经费、依托单位、起止年月、关键词、研究
成果等信息ꎬ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从资助项目数量及金额、
地区分布、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项目成果等方面进
行分析ꎬ展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
复医学领域资助情况及发展趋势ꎮ

结　 　 果

一、资助项目数量及金额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康复医学领域共有 ４２１ 个项

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ꎬ累计资助金额达
１６８５４.１０万元ꎬ主要集中在面上项目(共 ２１１ 项ꎬ占
５０.１２％ꎻ资助金额 １１８６９ 万元ꎬ占 ７０.４２％)、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共 １６８ 项ꎬ占 ３９.９０％ꎻ资助金额３４４７.５０
万元ꎬ占２０.４５％)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 ３５ 项ꎬ占
８.３１％ꎻ资助金额 １３８１ 万元ꎬ占 ８.１９％)ꎻ此外还有少
量其他类别项目获得资助ꎬ包括重大研究计划 ２ 项、
国家(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２ 项、应急管理项目 ２
项和专项基金项目 １ 项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

每年资助的项目数量及金额整体呈上升趋势ꎬ年资助
项目数量从 １２ 项(２００９ 年)增至 ６９ 项(２０１８ 年)ꎬ年
资助金额从 ３１１ 万元(２００９ 年)增至 ２５７６ 万元(２０１８
年)ꎬ具体情况见图 １ꎮ

二、资助项目地区分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共有 ２７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ꎬ获资助数量位居前三
的分别是上海(共 ７５ 项ꎬ占 １７.８１％)、广东(共 ６７ 项ꎬ
占 １５.９１％)和浙江(共 ４０ 项ꎬ占 ９.５０％)ꎬ具体情况见
图 ２ꎮ

三、资助项目负责人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累计有 ４２１ 人次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ꎬ涉及 ３４８ 名研究者ꎬ具体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研究者获资助情况

获资助次数 人数 百分比(％)

１ 次 ２９６ ８５.０６
２ 次 ３４ ９.７７
３ 次 １５ ４.３１
４ 次 ３ ０.８６
合计 ３４８ １００.００

四、资助项目研究方向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神经康复、骨科康复、心肺康
复、疼痛康复等ꎬ具体情况见图 ３ꎬ以神经康复研究数
量最多ꎬ其中涉及脑卒中病理过程、干预措施等的机
制研究约占 ５０％ꎬ脊髓损伤相关研究数量次之ꎻ骨科
康复相关研究数量位居第二ꎬ主要涉及骨关节炎、骨
质疏松等疾病ꎮ 冠心病相关研究在心肺康复中数量
最多ꎬ疼痛康复主要针对神经病理性疼痛和肌筋膜
疼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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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项目地区分布

图 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研究方向分析

五、资助项目成果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

学领域共资助研究 ４２１ 项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有
２１１ 项已结题ꎬ２１０ 项未结题ꎮ 在已结题的 ２１１ 项
研究中ꎬ有 ４８ 项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结题项目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尚未公布其结题
成果情况ꎻ其余 １６３ 项研究共取得成果 １３９５ 项ꎮ
具体情况见表 ２ꎮ

表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年结题项目

及成果数量分析

时间
(年)

结题项目数
(项)

总成果数
(项)

平均成果数量
(项)

２０１０ １ ０ ０
２０１２ １０ ４８ ４.８０
２０１３ ２２ １２９ ５.８６
２０１４ １５ ７４ ４.９３
２０１５ ３１ ２８５ ９.１９
２０１６ ４１ ３０３ ７.３９
２０１７ ４３ ５５６ １２.９３
合计 １６３ １３９５ ８.５６

成果涵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科研奖励、学术专
著、专利、人才培养等类型ꎬ以期刊论文数量最多(共
９５２ 项ꎬ占 ６８.２４％)ꎬ会议论文(共 ２０６ 项ꎬ占１４.７７％)、
人才培养(共 １１９ 项ꎬ占 ８.５３％)分列第二、三位ꎬ具体
情况见图 ４ꎮ

注:Ａ 为各类型成果占比ꎻＢ 为历年项目成果构成

图 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项目成果分析

讨　 　 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医学科学部成立并使用一级代码
Ｈ１７ 管理康复医学领域的项目受理及资助ꎮ 此后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资助数量及资助金额均
明显提升ꎬ研究方向逐步拓展ꎬ取得成果数量不断上
升、成果类型不断丰富ꎬ实现了康复医学的快速发展ꎮ

一、资助项目数量及金额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康复医学领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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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不断增多ꎬ２０１８ 年资助数量及资助金额分别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４７５％和 ７２８％ꎬ这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密
切相关[５￣６]ꎮ ２０１３ 年康复医学领域总资助数量及金额
较 ２０１２ 年均有明显下降ꎬ这可能与 ＮＳＦＣ ２０１３ 年度出
台的“限项申请规定”有关[７]ꎮ 受此规定影响ꎬ当年面
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均有下降ꎬ而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未受影响ꎬ所获资助数量仍稳中有升ꎮ 十
年间ꎬ其他类别项目中仅重大研究计划、国家(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应急管理项目和专项基金项目曾获
少量资助ꎬ尚无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获批ꎬ这可能是由于
康复医学仍属新兴学科ꎬ其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
究内容的创新性与延续性不足ꎮ

二、资助项目地区及负责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ꎬ康复医学领域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较多的地区总体上是我国经济发展较
好的省区ꎬ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的相关政策支持以及
高校等研究机构的雄厚科研实力[８￣１１] ꎮ 在获得资助
项目数量前十的地区中ꎬ云南所获资助均为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ꎬ这与目前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特定
地区研究者的资助特点有关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获
得 ２ 次及 ２ 次以上资助的研究者仅占约 １５％ꎬ分析
其原因可能包括:①科研思路存在欠缺ꎬ无法进行系
统性、延续性研究ꎻ②研究预期结果不理想ꎬ无法开
展进一步研究ꎻ③研究项目尚未结题ꎬ未进行后续基
金申报工作等ꎮ

三、资助项目研究方向
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ꎬ恶性肿瘤、心脏

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已成为我国
城乡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１２]ꎬ这些疾病的存活者往往
遗留有不同程度功能障碍ꎬ其功能障碍的改善需要康
复医学介入ꎮ 本研究显示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包括脑
血管病、脊髓损伤在内的神经康复始终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康复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ꎻ骨科及心肺康复有
关问题虽有研究涉及ꎬ但整体数量较少ꎮ 因此ꎬ未来一
方面应在关注神经康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加强骨科、
心肺及其他方向的研究ꎬ另一方面应鼓励康复医学工
程、计算机辅助技术等应用新技术的开发ꎬ推动康复干
预手段的现代化及智能化ꎮ

四、资助项目成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期间资助项目成果数量不断增多ꎬ

成果类型不断丰富ꎮ ２０１２ 年结题项目平均成果数量
仅为 ４.８０ 项ꎬ至 ２０１７ 年已达到 １２.９３ 项ꎮ 期刊论文和

会议论文是主要的成果呈现形式ꎬ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学
术专著、专利、人才培养等形式成果先后涌现ꎮ 上述资
助项目成果数量的增加及成果类型的丰富与研究者对
成果的重视以及近年政策调整有关[１３]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ꎬ如未
与其他专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进行比较ꎬ未
与其他国家康复医学领域科学研究情况进行比较ꎬ后
续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分析ꎬ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
我国康复医学领域研究现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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