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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代表一个单位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水平，已经成为评价承担单位科研实力及学术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1]。因此，
抓好科学基金项目的过程管理，保证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是科研管理人员的重要任务。本文总结本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过程管
理经验，提出切实强化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的措施，以期对科研管理人员管理基金项目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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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基金”）鼓励自由探

索，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在基础研究和科学体
系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基金资助的项目数及完成情
况已成为衡量科研机构、高校及附属医院科研水平的重要指
标。因此，抓好科学基金项目的过程管理，保证项目保质保
量地完成，是科研管理人员的重要任务。通过科学的过程控
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
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

本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一些措
施切实强化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现总结如下，希望对科研管
理人员管理基金项目有所帮助。 

1   完善科研项目过程管理制度，促进科研项目顺
利实施

随着科学基金规模的不断增长和管理政策的调整优化，
项目过程管理的工作内容和任务量逐年增多。为满足项目
管理的需要，本院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管理
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结合资助项目计划书的任务，编制印发
了《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对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进
行了规范，重点涉及研究进展过程、资金预算执行与调整、结
题管理、结余资金使用、间接费用核算、绩效考核与发放等管
理内容 [3-5]。这些规定起到了很好的督促作用。例如，针对
科研项目结题制定了严格的程序及奖惩措施，促使项目负责
人认真对待，避免出现只注重申报，消极对待科研过程的情
况。另外，针对项目的绩效奖励，设立多个系数，如参与系数、
完成系数等，完不成研究任务则降低奖励数量，达到全过程
的监管 [6]。

2   利用院内外实验平台，促进基础实验开展
对本院 2014 年 -2017 年中标国家自然项目的分析发现，

有一半以上的中标项目来自于临床医生。自然基金项目绝
大多数涉及到基础实验，临床科室没有专业实验室、专业仪
器设备、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科研项目怎么完成呢？原有
的模式是：青年医生拿到自然基金后，会寻找从事基础研究
的科研人员进行合作，请后者协助完成研究任务。但这种模
式存在很多问题：（1）不一定与基础研究人员熟识，往往需要
层层介绍；（2）一个基础研究实验室的设备和技术不一定满
足其研究需求 [7]；（3）每个实验室都有自身的研究任务，并
没有充足的人力对其进行指导；（4）仪器设备开放维护费用、
服务收费与院内经费转账、仪器设备开放专人操作培训等问
题。这些都影响了自然基金研究工作的开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院充分利用现有的儿科研究所实
验平台，在项目申报时就开始为项目负责人和研究所牵线搭
桥，开展预实验，为项目申报提供研究基础，更为项目立项后

的研究工作开展奠定基础。同时，研究所的平台资源不可能
满足所有项目研究的支撑需求，为此，本院还积极联系其他
科研院所、高校，通过组织学术交流、专业人员互访等活动，
为项目负责人或申报人寻找合作对象，从而使院外平台也能
为我所用，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学科交叉，提升了学术水平
[8]。

3   开展科研项目中期检查
自然基金项目的中期检查是整个管理过程的重要环节。

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为了确保科
研项目按计划实施，强化科研课题的过程管理，促进医院科
研工作的有序开展，本院对已获立项的国家自然项目每年组
织一次年中进展情况检查，第一时间了解项目进度执行情况
和经费执行情况，监督项目负责人科学规范执行项目。检查
的内容包括项目执行情况、实验原始记录、考核指标完成情
况（论文发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开展学术会议等）、经费
使用情况等，以此来敦促科研人员按时按质地完成项目既定
研究内容及节点目标。年中检查工作具体过程如下：（1）检
查前请专家对学术道德、科研实验记录规范、研究成果标注、
年中检查的要求等问题进行宣讲。（2）召开年中检查汇报会，
项目负责人填写《科研课题年中进展自查报告》，进行现场汇
报，并携带实验记录本，评审专家根据汇报及实验记录进行
等级评定 [9，10]。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发现中期检查能做到及时发现
问题并解决问题。比如，发现研究过程中实验记录不规范、
经费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会要求项目负责人及时整改；对于
因客观原因影响项目进度的，可帮助项目负责人尽早采取措
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对于研究内容需要做较大调整的，
特别是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及时组织
相关专家论证，为其提供解决方案或找出新的研究点。

综上所述，自然基金的过程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
握好管理的平衡点，放羊式管理将导致研究任务不能保质保
量的完成，影响医院和项目负责人的声誉 [11]；而过分干预既
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项目团队的
研究工作，走向事物的反面。本院立足实际，以项目过程管
理作为切入点，从制定相应的政策、充分利用研究平台、加
强项目中期管理三个方面入手，既营造良好科研学术气氛，
进一步释放科研人员活力，又使本院的科研水平迈上一个更
新、更高的台阶 [12]。

参考文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Z/
OL].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05/nfo50064.htm.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7 年项目指南 [EB/
O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7xmzn/index.html, 2017.

·综述·

( 下转第 40 页 )



World Latest Medic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Version) 2018 Vo1.18 No.71 40

投稿邮箱 ：sjzxyx88@126.com

IL-13 的蛋白质与 mRNA 在血液、痰液和支气管中存在的水
平是比较高的，其表达水平上升会使患者的哮喘症状不断加
重。IL-13 有促进 B 细胞发生活化、增生的作用，通过一系列
的作用造成气道炎症反应出现。IL-13 对 Th1 其向 Th2 细
胞进行分化发挥较强的诱导作用，并能够抑制 Th1 细胞分泌
IL-12 等细胞因子，造成 Thl/Th2 发生失衡，使患者气道反应
程度不断增加。IL-13 能够通过对中性粒细胞的活化作用而
导致杯状细胞的增生和活化，进而使患者产生气道粘液高分
泌，使得肺产生纤维化。

2   Th17/Treg 相关炎性因子与哮喘
2.1   IL-17

IL-17 最早是由 Rouvier 等发现的，其名称为 CTLA-8。
从发现到现在为止，发现 IL-17 有 IL-17A-F6 个家族成员组
成。其均是通过不同的作用方式与哮喘产生较大的联系，在
哮喘的发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IL-17 属 于 一 种 前 炎 症 因 子，其 主 要 是 通 过 对 Th2 的
诱导及对 Th1 细胞因子产生抑制作用而产生的，导致 Th1/
Th2 细胞因子发生失衡从而哮喘疾病产生。IL-17 对 CCL4、
CXCL1、GM-CSF 等细胞因子的表达能够产生较高的诱导
作用，进而能够加速炎性细胞的激活和炎症细胞向气道逐
渐浸润的作用，而且 IL-17 能够参与炎症细胞因子、介质放
大级联炎症反应的过程，由此患者的哮喘症状会不断加重。
IL-17 在哮喘气道炎症与重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王莉
等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哮喘患者实施研究分析，发现 IL-17A
和 NEU 的水平在非过敏性哮喘患者诱导痰中的表达水平要
比过敏性哮喘高出很多。
2.2   IL-10

在 1981 年 IL-10 被 Mosmannand 等首次发现，其被称为细
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主要产生于辅助性 T 细胞等多种细胞，
其生物学特性是十分广泛的。IL-10 主要包括如下成员：IL-
10、IL-19、IL-20 等等，这些家族成员主要与 IL-10 在氨基酸序
列上的同源性达 20%-83%，它们的生物学活性是不同的。

IL-10 能够对炎症反应进行抑制，防止组织受损，其所具有
的双向免疫调节作用非常强。IL-10 是一种抗炎因子，其所产
生的主要作用为抑制单核 - 巨噬细胞促炎因子的产生，从而对
炎症反应进行抑制。在哮喘的发生过程中，IL-10 具有重要的
作用。IL-10 能够促进 IL-1ra 的产生，从而对免疫无反应性进
行诱导。IL-10 由 Treg 细胞分泌产生并可进一步促进 Treg 细
胞的增殖分化，使得抑制炎症的效果显著增加。临床上相关的
研究显示，检测哮喘患者血清中 IL-10 的浓度，会随着哮喘病情
的不断严重呈递减的状态。

3   总结
哮喘属于一种慢性疾病，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哮喘患者通过治疗症状能够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此病反复

率较高，即使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也可能会复发。这就
给治疗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损伤患者的身体健康，影响患者
的正常生活与工作，严重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哮喘的慢性炎症与细胞 - 细胞因子构成的复杂网络之间是
具有紧密的联系的，其中 Th1/Th2 失衡和 Th17/Treg 失衡是
重要内容，这是到目前为止大家比较认可的与哮喘发病有
关的免疫学说 [12]，但是近年来更加受到关注的是有关 Th17/
Treg 失衡和其相关炎症细胞因子的问题。随着人们对哮喘
的不断深入研究与探索，人们对细胞因子在哮喘发病中的作
用了解地更加深入，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例如：细胞、细胞因
子及其与受体、信号传导通路等相互之间的联系及作用关系
等等。我们从来没有放松对哮喘疾病有关的研究，目的就是
要明确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因素，找到疾病产生
的机制，从而找出治疗哮喘更加有效、便捷的方法，为广大患
者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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