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新闻热线：010—58884048

■责编 申 明 管晶晶 2015 年 1 月 15 日 星期四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JIAN SHE QUAN GUO KE JI CHUANG XIN ZHONG XIN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赋予北京的新的战略定位，为新时期“科技北京”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北京市科委的指导下，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

科技前沿进行前瞻部署，一批基金资助项目取得了

原创性突破、占据了国际学术前沿、争取了国际话语

权，为提升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PTEN蛋
白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致病机制

北京协和医院张烜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担的北

京市基金项目“系统性红斑狼疮 CD200/CD200R1 调

控免疫耐受机制研究”，针对高致残率和致死率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在国际上首次

发现 PTEN 蛋白（同源性磷酸酶—张力蛋白）在系统

性红斑狼疮中的致病机制，研究证明通过调控微核

糖核酸纠正 PTEN 缺陷，可恢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

者细胞的表达和功能，缓解病情，为治疗这种疾病提

供了新的潜在靶点。目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主

要使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不理想，国际上

现在仅有一种针对另一靶点的药物在美国 FDA 获批

上市，远未满足该病临床治疗的需求。张烜教授研

究团队针对该病新靶点的药物研究将可能使系统性

红斑狼疮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Science Transla-

tional Medicine》（《科学·转化医学》，影响因子 14.4）

杂志将该研究作为封面文章刊登，主编评述“研究数

据支持微核糖核酸和 PTEN 可作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治疗靶点”。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抗癌新策
略并在动物模型中验证

北京大学医学部尹玉新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承

担的北京市基金项目“应用动物模型研究抑癌基因

网络并评价其在 化 疗 中 的 作 用 ”，在 国 际 上 首 次 发

现 并 在 体 内 证 实 PTEN 基 因（一 种 重 要 的 抑 癌 基

因）通过维持机体基因组稳定性发挥抑癌作用。尹

玉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中组部“千人

计划”学者，早在 2002 年即已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抗

癌基因 P53 的相关抗癌机制。近期，尹玉新研究团

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PTEN 基因突变后会丧失抑制

肿瘤细胞生长的功能，转化成为促进肿瘤发生的癌

基因，并在北京市基金项目资助下通过动物模型在

体内证实该发现。在此基础上，尹玉新研究团队提

出了“利用基因药物定向杀死 PTEN 基因发生突变

的肿瘤细胞”这一新型的抗肿瘤策略。该研究成果

更新了以往研究人员对于 PTEN 主要在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识，是对抗癌机理研究

的新突破，为进一步制定更可靠的抗癌策略提供理

论 基 础 和 科 学 依 据 。 该 研 究 成 果 已 被 国 际 同 行 广

泛认可，相应成果发表于《Cell》子刊及 Cancer Re-

search（《癌 症 研 究》）等 国 际 知 名 杂 志 。 同 时 Na-

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自 然·综 述

分子细胞生物学》，影响因子 37.2)在线刊发述评指

出：“该研究发现可能会更新人们对肿瘤发生、发展

的认识，并为 PTEN 在肿瘤靶向个体化治疗的选择

与应用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先天性脊柱
侧凸的特异致病位点及致病模式

北京协和医院青年医师吴南承担的北京市基金青

年基金项目“基于比较基因组芯片杂交技术的先天性

脊柱侧凸拷贝数变异研究”，探寻了先天性脊柱侧凸患

者的基因变异情况，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导致先天性

脊柱侧凸这一疾病的重要基因组变异及主要致病位

点，并证实了特异的致病性位点和特异基因变异关联

的致病模式，是国际上对先天性脊柱侧凸遗传学机理

的原创性重大突破。该研究成果在世界顶级医学刊物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影响因子 54.42）发表，同时已申

请专利保护，将进一步开发形成快速检测试剂盒，为先

天性脊柱侧凸的早期检测和临床早期干预提供新的方

式。北京市基金设立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为首都地

区 35 岁（含）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起步提供“第一

桶金”，28岁的年轻医师吴南独立承担首个科研项目即

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令人振奋。

随着首都地区基础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首都地

区 基 础 研 究 水 平 和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 2013 年 ，首 都

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约占首都

GDP 的 6%，首 都 地 区 基 础 研 究 经 费 投 入 约 占 首 都

R&D 投入的 12%，居全国首位，首都地区基础研究人

员全时当量为 3.59 万人年，占全国基础研究人员的

16.31%，同样全国居首，首都北京正在建设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的进程中快速前进，首都 SCI 论文总量稳步

提升，已由 2010 年的 7 万余篇增长到 2013 年的 11 万篇

以上，成为全球 SCI 论文产出最多的城市。有研究表

明，首都地区论文相对影响力指数呈现快速上升趋

势，已从 2000 年的 0.33 提升至近年的 0.63，增长近一

倍，这种上升态势标志着首都的科研水平正在实现由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将继续以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首都基础研

究发展，为首都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构建“高精

尖”产业结构做出贡献。

基金资助项目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工作时

强调，要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为新时期科

技北京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科技创新是国家发

展的关键，而基础研究则是“创新之源”，在北京市科

委的推动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对接首都战略发展需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

动首都基础研究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再添活力。

坚持需求导向，服务首都发展战略

2014 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北京

市 基 金 ”）共 受 理 285 家 依 托 单 位 的 各 类 项 目 申 请

5182 项。经形式审查、通讯评审、学科组会议评审、

全委会审定及北京市科委核准后，共有 617 个项目获

得北京市基金资助，资助总经费近一亿元。资助项

目紧密围绕首都战略发展需求，在基础科学前沿、城

市建设和民生保障、战略新兴产业、区域协同创新等

方面进行前瞻部署，为首都实现跨越发展提供源头

创新支撑。

坚持问题导向，对接首都需求。北京市基金以首

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为目标导

向，前瞻部署了一系列基础研究项目。在能源领域，

从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生物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切

入，形成项目群，围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能源的

转化利用、熔盐蓄热及空气储能等储能新技术开展

研究，将为探索新能源及能源的高效转化利用提供

理论基础；在环境与健康方面，资助项目围绕大气污

染 物 的 生 成 机 制 、鉴 定 分 析 及 防 治 技 术 ，特 别 是

PM2.5 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次有机气溶胶转化特征

等开展研究，并率先针对大气污染对于人体健康的

风险研究部署项目；在传染病及肿瘤等重大疾病领

域，针对易造成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的甲型流感、禽流

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研究资助了一批项目，将

为有效防治重大传染病疫情发挥积极作用，针对严重

损害民众身体健康的白血病、肿瘤等重大疾病资助了

一批项目，将进一步促进对肿瘤发病机制、调控机制

及预后影响的研究。

探索科学前沿，关注学科交叉。北京市基金围绕

科学前沿和交叉学科进行前瞻部署，在表观遗传、干细

胞等基础科学前沿领域，3D打印技术、生物医用纳米材

料等交叉学科领域部署了一系列项目。例如：在纳米

科技领域，围绕生物医用纳米材料研究等方向资助了

一批项目，这些项目将纳米科技领域的新技术应用到

生命科学及医学领域，探索疾病治疗的关键核心技术，

将为纳米科技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奠定基础；在 3D 打

印技术方面，围绕 3D 打印技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

部署一批项目，探索应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活细胞及组

织器官的研究，同时超前部署了用于复杂组织器官制

造的 3D 打印设备的研究，将为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 3D 打印设备的研发奠定基础；同时围绕人类重大遗

传疾病研究，在 DNA 甲基化水平、基因表达异常与疾

病的关系等方向资助了一批表观遗传学项目，将为神

经精神系统、免疫系统、生殖发育系统疾病的预防与治

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落实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发展。北京市基金落

实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资助项目

以京津冀三地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功能城市为

研究内容，资助了京津冀地区水足迹、水资源调控等

方向的研究项目，为京津冀地区实施水资源管理制

度和保障区域水安全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京津冀区

域协同创新。

拓展联合资助，引导基础研
究多元投入

北京市基金继 2013 年启动与北科院联合资助试

点后，又于 2014 年 11 月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三元联合资助试点，支持首都地区科研

人员围绕母婴健康和乳品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首农集团联合资助试点工作的

成功启动是企业资金支持地区基础研究“零”的突

破，开创了社会资金和政府资金共同投入基础研究

的新局面。

联合资助扩充了首都基础研究资金规模。北京市

基金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资助项目年均资助经

费约 1500 万元；北京市自然基金委—北京市科研院

联合资助试点工作，由北京市基金与北京市科研院

按 1∶5 的比例共同出资，三年共出资 1080 万元；此次

北京市基金与首农集团合作，双方按照 1∶4 的比例共

同出资，合作期总经费约 900 万元。目前，北京市基

金除北京市财政每年近一亿元的资金投入外，年均

来自外部投入的资金已超过 2000 万元，达到财政投

入经费的五分之一。

产业前瞻需求成为基础研究的指挥棒。企业是

产业和市场需求的风向标，而基础研究要通过对接

产业需求，才能实现产、学、研、用结合，从而推动行

业的创新发展。北京市基金和首农集团此次合作，

将深度聚焦母婴健康和乳品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

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凝聚专家队伍，聚集科技资源，

攻克行业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目前，我国在母婴

健康和乳品领域基础研究薄弱，对母乳成分、婴幼儿

营养健康评价、肠道微生态对孕产妇及婴幼儿的健

康影响等缺乏系统性研究，制约了该领域的发展。

因此，此次联合资助工作将充分依据母婴健康和乳

品行业前瞻发展的需求，以解决制约我国母婴健康与

乳品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为出发点，资助医药、农业、

食品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围绕中国母乳成分研究、母乳

模拟、母婴营养健康与婴幼儿乳品安全等方面开展基

础研究。首农集团负责人表示，联合资助将有助于实

现外部智力和科技资源对行业的科技支撑，促进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形成一批行业前沿技术储备，带动整体

行业科研体系发展，实现产业技术创新突破。

企业向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不断迈进。强化企业在

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让企业

真正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更好释放科技创新潜力，是北

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

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是北京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内在需求。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也是推

动 科 技 进 步 和 经 济 社 会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 和 后

盾。目前，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城市）的基础研究经

费占 R&D 总经费的比例大多在 10%—20%之间，企业

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一

般在 15%—30%之间。2012 年，首都地区基础研究经

费投入占首都 R&D 投入的比例已达到 12%，但首都地

区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投入占首都全部基础研究投

入比例仅为 1.66%。企业对促进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的

关键作用还亟待提升。

首农集团领行业之先，将企业利润投入科技创新，

转变对短期经济效益的追求，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储备

一批前沿项目，充分表明了首农集团依靠科技创新提

升企业竞争力的远见和坚定自主创新，走研发、技术、

应用一体化发展路线的决心，也体现了首都现代农业

对基础研究的强烈需求。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标志着

企业向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又迈进一步。

重视青年基金，助力首都科
研人才培养

2014 年度北京市基金首次试行设立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为首都 35 岁（含）以下青

年科技人员提供“第一桶金”。2014年度和 2015年度基

金项目申请人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约占项目申

请总量的 31%。两年度资助的青年基金项目均为 190

项，占资助项目总数的 30.8%；每年度均有来自 90 余家

依托单位的青年科技人员获得资助，年均总资助金额

约 1500 万元，占资助经费总额的 15%。经过两年试行，

青年基金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受到了首都科技界特别

是青年科技人员的一致认可。

青年基金促使北京市基金成为凝聚青年人才的主

要渠道。自青年基金增设以来，2014 和 2015 年度基金

项目申请人中，35 岁（含）以下青年科技人员第一次

成为市基金项目申报主体，申请人数量约占到市基

金申请人总数量的 44.9%，这远高于以前 30%左右的

平均水平。2014 年度资助项目中，35 岁（含）以下青

年科技人员承担的项目数量比 2013 年度增加 52 项，

增幅达 21.85%。说明自 2014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增设

以来，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基础研究工

作，对于促进青年科技人员尽早独立开展科研工作起

到积极作用。

青年基金为青年科技人才独立主持科研项目提供

了重要机会。为了解青年基金的作用和运行情况，对

2014 年度第一批青年基金项目 190 位负责人进行了

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为 156 份，调查结果显示，

73.1%的青年科技人员申请青年基金项目最主要的

动机是“获得了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机会”。其次，

“学术水平得到肯定”、“获得第一桶金”、“创新想法更

易实现”等都是科研人员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重

要动机。

青年基金为青年人才后续科研工作提供了坚实基

础。2014 年度 190 个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中，有 39 位

后续获得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占 20.5%，

其中 3 人获面上项目支持，36 人获青年基金项目支持。

调查结果显示，95.5%的获资助者认为，青年基金锻炼

了获资助者的研究组织能力，为其以后的科学研究积

累了经验。

在今后的工作中，北京市基金将进一步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整合首都资源，聚焦首都战略需求，加强重

点领域的前瞻部署，促进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为构建北

京“高精尖”经济结构，促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做

出应有贡献。

拓创新之源 为创新加速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再添活力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风采

编者按
北京市于 1990年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自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学科领域的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其相关的环境条件促进活动。由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在北

京市科委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北京市基金委的日常工作，负责市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工作的具体实施和管理。二十多年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需求为己任，致力于

推动首都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在促进首都学科发展，加快首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营造首都创新氛围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首都地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现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风采”专

栏，陆续刊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杰出科技人才和管理改革举措，希望以此弘

扬科学精神，活跃创新氛围，发挥基础研究对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促进作用。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五届七次全体委员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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