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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等级参考标准

优---优先资助

创新性强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或应用前景

研究目标明确，研究
内容恰当，总体研究
方案合理可行

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和条件

良---可资助

立意新颖

有较重要的科学意义
或应用前景

研究内容和总体研究
方案较好

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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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等级参考标准

中

创新性未提及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
价值或应用前景

研究内容和总体研究
方案尚可，但需修改

研究基础未提及。

差

某些关键方面有明显
不足。

创性是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灵魂



创新性是灵魂

没有创新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
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
意有三层含义。

第一更新；第二改变；第三创造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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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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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医学的新靶点和知识，来观察
中药复方（单味药）或中医治则作用机制和
信号通路。 最常用套路

利用现代医学知识和思路，探讨解决
从未研究过的问题

原始创新—新理论、新方法、揭示中医药的
科学内涵，让中医的思路引领现代医学的
发展

自然基金创新
常见三种形式



创新性是灵魂

利用现代医学的新靶点、理论和
知识，来观察中药复方
（单味药医治则作用机制和信号
通路。常用套路

动脉粥样硬化： 脂质浸润—炎症学说
纤维化：MMPs-TIMPs-TGF-β 1-SMAD途径
血管AF活化迁移和分泌参与血管重构-中医

外科创伤修复

1.利用现代医学的新靶点和知识，来观察中药复方
（单味药）或中医治则的作用机制和信号通路。

最常用套路

 动脉粥样硬化： 脂质浸润/炎症学说—炎症因子—NF-κ 途径
纤维化（肝/肾/肺）： 胶原-MMPs-TIMPs-TGF-β 1-SMAD途径
肾纤维化：对足细胞及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
再狭窄：血管AF活化迁移和分泌胶原-参与血管重构-中医外科创伤

修复（腺病毒转染技术）

 问题：很多治则和大量的方子均对同一个病理环节起作用，让人难
以置信。研究思路和方法过于雷同。



原始创新—新理论、新方法、揭示中医药的
科学内涵，让中医的思路引领现代医学的发
展

创新性是灵魂

3.原始创新—新理论、新方法、揭示中医药的科
学内涵，让中医的思路引领现代医学的发展



芪参益气滴丸：黄芪 丹参 三七 降香

气：能量 ATP/ADP、内
皮细胞紧密连接破坏，

血：微循环障碍，过氧
化物产生

黄芪甲苷-改善ATP合成酶，
使能量产生增加-补气；能
减少骨架蛋白破坏，减少内
皮紧密连接破坏-国摄

丹参素：与呼吸链特异性
酶结合，减少过氧化物产
生-活血

三七甲苷：改善内皮细胞
的紧密连接，防治津液外
漏-固摄

降香：没有直接作用，但
可调节细胞膜转运蛋白，
增加药物的渗入-引经作
用

创新性举例 理论和中药研究

阐明复方中药的现代科学内涵，阐明中医气血理论



中医药是创新性的源泉

中医的寒热温凉：人能感受到冷热是冷受体和热受体的
激活。中医的热证/寒证、中医的热药/寒药是否激活了
冷受体和热受体相关呢？
肺与大肠相表里：肠道黏膜的免疫影响肺的免疫系统
肠道菌群和疾病：脾为后天之本
中医三焦：科学内涵？与水通道蛋白的关系？
肝主疏泄：科学内涵？肝脏与人的情绪之间有无关系？
中医治法：不同的中医治则，其治疗疾病的时间窗和治
疗特点有什么区别？各药之间如何配伍？
中药药对：为什么2个药要一起用，其机制是什么？



如何培养创新性思维

 有敏锐的观察力，观察临床现象，发现问题和现象

 经常阅读中文和外文文献，了解学科最新进展-新靶点

 善于思考、将二者结合起来、做些前期验证性的工作、提
炼形成科学假说。

思 路

 科研是从个性中寻找共性的过程

 从共性中寻找个性也是很常用的，当不清楚如何研究时，
先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疾病从特效中寻找规律，再反过来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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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的选题

新颖的题目

概括和简明的摘要

充分的立题依据

科学严谨的设计方案

坚实的工作基础

匹配的研究团队

用良好的文笔和清晰的思维说服专家

写作激情，思路连贯、易懂（非本研究方向的老师能看懂）

如何脱而出4-5/14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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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题目-摘要-研究意义—创新点

 2 研究目标-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技术路线
 3 其他内容

若1和2很好，3没有大问题，同意资助。
若1和2一般，无大问题但又无特色，则3中错误是
不资助理由。

若1和2有问题，不再往下看，直接不资助。

 写作要有重点，重点内容反复推敲，非重点内容
无大的纰漏。

专家审标书的重点及我们的写作策略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立项依据建议按五部分写：
(1)开头,***是临床治疗棘手疾病----***治疗本病
有独特优势---前期研究结果提示----引出问题--
点明学术意义和临床价值。
(2)该病现代医学主要病理机制-----对比着写，重
点突出。指标通路。
(3)中医病机--中医分析，与上述病理机制的联系，
临床治疗的优势
（4）前期临床确切疗效、与西医的联系
（5）本研究的科学假说—主要研究内容—点明研
究意义及前景。



立项依据常见问题：

 开头过于繁杂，很多文字后未见正题

 现代医学进展是教科书，重点不突出。

 新治疗原则，与新靶点之间缺少必然联系，生拉硬拽

 无前期基础，连基本药效都没有，无文章，无数据

 缺少近5年的外文文献（应大于总文献量的1/3或1/4）

 未见研究团队相关文章

 写作不能打动专家，吸引专家目光，有激情。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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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400字，寸字寸金。虽不在专家的具体打分范围之

内，但可让评审专家对标书及申请者的能力有个总
的印象。所以应浓缩标书所有的精华：提出问题、
前期基础、主要研究手段、研究内容、研究目标、
科学假说、创新性及意义。

常见问题

1 大段文字说必要性和意义

2  创新性表达不明

3  研究内容和假说不明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研究目标：1-2个为宜。建议集中勿过于分散

研究内容：
面上项目一般包括2部分：动物--细胞、 临床-动物、

临床--细胞、 动物-器官
内容包括：1.采用什么动物模型或细胞模型 2.如何分

组给药方法和疗程 3. 疗效指标 4.机理指标等

关键科学问题：应是通过该研究解决的科学问题，应是目
标基础上的提高。

三部分应匹配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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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书写作的基本规范和常见问题研究方案：要细化的研究内容，写出方法的关键步骤，关

键动物和细胞造模方法应附参考文献。特别是特殊的方法
应重点写。无菌 P3实验室等。

技术路线：应包括分组及疗程，细胞实验 动物实验分开写。
体现思路

可行性分析：一般包括理论可行，研究基础深厚、人员分
组合理、实验条件具备四方面。

年度计划：一般以半年划分。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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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过于分散，2条为宜

研究内容：与资助金额不成正比，内容缺项

关键科学问题：同目标或是技术问题

研究方案问题：无细化方法，分层过多、无重要参考文献

技术路线：无分组及疗程，不能体现思路

可行性分析：写无关内容或缺项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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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基础: 概述研究主要结果，并附与该研究
相关的主要文章、图表、数据

人员组成：主持人+主要人员能力，工作分工与文
章和课题相匹配。

实验室条件：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常见问题

1 研究基础针对性不强；无研究基础；研究结论不足
以支持本申请。

2研究人员的简历不支持研究内容（临床文章做细胞
实验

3特殊技术没有说明可行性。

标书撰写的技巧和常见问题



21

选题和创新性常见问题

西医出现一个新理论，新指标，别人用A药，我用B
药copy相同的方案

研究靶点已非常明确，又没有新的假说和学术思想
的提出，只是一些一般指标的集合。

新技术的集成，高射炮打蚊子，新技术与研究内容
的相关性不好。

创新点过多，洋洋洒洒，重点不突出。

标书写作的基本规范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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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最后写

题目包含：包含关键的主题词，含研究对象、作用
环节

好题目: 画龙点睛、凸显亮点、言简意赅

禁忌：过大、过空、过于陈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