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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7微生物学学科$""4年受理与资助项目介绍及分析

闫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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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8"! 文献标识码7 文章编号 222$1#%2"（$"""）2#129#!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微生物学学科$""4年共受理面上项目!%2项（包括自由申请%33项，青

年基金3$项，地区基金!9项），重点项目申请%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类9人、;类!人；经

评审批准资助面上项目9"项（自由申请3#项，青年基金<项，地区基金#项），重点项目$项，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两类各$人。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申请又有一些可喜的变化。值得说明的是，杰出青

年基金:类申请只有华中农业大学周秀芬教授一人获得资助，尚有取得突出成绩的申请人未能得到该

项基金的支持。

! 结果分析

$""4年申请项目中，有以下几方面的可喜现象。

!"! 在菌物系统学研究上进一步引入分子生物学方法

众所周知，在我国微生物学基础研究范围内，菌物系统学研究领域的工作有较深厚的积累。一批很

有造诣的中老年科学家依据我国的菌物资源，在系统学研究方面不断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了一些

国际水平乃至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工作，多数是以较经典的形态分类学方法进行的，而

用形态分类难以解决的系统学问题则涉及不多。在今年的申请项目中，有不少课题采用了分子生物学

分类指标和研究方法，使分类学研究向前迈进一步，从而使我国在该领域的工作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 工业微生物基础领域的申请项目注意增加基础研究的分量

与往年相比，在工业微生物基础领域的申请课题，注意增加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分子遗传学的研究

内容。提出的项目不仅仅是停留在只重视结果，而更加重视过程，从理论水平上更向前迈了一步，使微

生物的应用更具有理论依据。因此，今年该分支学科获资助项目较多，近年来首次达到本学科的平均资

表! !$$%年本学科资助&’项自由申

请项目主持人年龄分布

主持人年龄 项目数 占批准数的百分数（=）

!9岁以下 $< !<>2
!#!39岁 4 $<>3
3#!99岁 4 $<>3
9#岁以上 $! %4>!

合计 3# $22>2

助率。

!"( 获资助项目的主持人继续以中青年学者为主

继前两年资助项目的主持人逐步年轻化以来，今

年资助课题的主持人依旧是以中青年为主，这反映了

我国从事微生物学基础性研究的科研人员已逐步实现

新老交替。项目主持人年龄分布见表$。

# 讨论

创新不足仍然是今年申请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许多申请书反映出申请人几乎不查阅国外文献，甚至连国内文献掌握得也不够全面。这样的申请课题



显然不符合基础性研究对创新的要求，也肯定不能获得评审专家的支持。下面就如何创新的问题谈几

点粗浅的看法。

!"# 瞄准学科新的生长点

和许多科学家的接触中均发现，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时刻关注着国际学科发展动态，以不同

方式及时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因此，他们能够抓住学科新的生长点，在高起点上提出中国科学家能够

有所作为的研究课题。可以想像，如果申请人均能掌握国际同类研究的进展情况，申请项目的质量将会

大有改观。

!"! 注意多学科的交叉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越来越多，生命科学的许多问题已越来越多地依赖化

学、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的思路和方法。在项目的跟踪管理上总能看到许多进展良好

的研究课题常常是有头无尾，因项目组成员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不了了之，不能联合不同专业领域的

科研人员携手攻关，使本来大有前途的项目半途而废。因此，建议在组织申请项目时，注意与不同专业

研究背景人员的合作。

!"$ 注意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或对已有的方法进行改造

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对现有的方法进行改进或引入新的方法，往往能产生创新效果。!"#技

术的发明人获得诺贝尔奖足以说明研究方法的巨大作用。

!"% 选择有特色的研究材料

基础性研究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选择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材料也不失为一种创新。

$ $%%&年各类资助项目一览表（表’）

表!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表

()*+,! -./010234536,7088944350,:*1;)0.3<)+;)095)+-7.,<7,=39<:)0.3<3>"?.<)

!536,70
项目名称

!,583<.<7?)5@,
主持人

A5@)<.B)0.3<
单位

自由申请项目（%&项）!536,708>53C=5,,D44+.7)0.3<（=35018./.0,C8）

#D!E技术在拟茎点霉属真菌分类上的应用研究

"+)88.>.7)0.3<3>!"#$#%&’&F8.<@#D!ED<)+18.8

姜子德

G.)<@H.:,

华南农业大学

I9)<)<D@5.79+095)+F<.J,58.01
线粒体在酵母菌耐高浓度酒精中的作用

#3+,3>K.037?3<:5.).<I.@?L0?)<3+(3+,5)<7,*1M,)808

池振明

"?.B?,<C.<@

山东大学

-?)<:3<@F<.J,58.01
纤维堆囊菌载体系统的构建及对L430?.+.<,合成的分析

"3<805970.3<3>)N,7035-180,C>35-35)<@.9C",++9+389C

)<:D88)1030?,O.381<0?,8,83>L430?.+3<,

李越中

P.M9,B?3<@

山东大学

-?)<:3<@F<.J,58.01

可高效降解木素的“漆酶Q中间体”系统的建立

"3<805970.3<3>“P)77)8,QK,:.)0.35Q-180,C”R?.7?")<E,Q

@5)P.@<.<L>>,70.J,+1

方 靖

=)<@G.<@

山东大学

-?)<:3<@F<.J,58.01

光合细菌#?3:3*)70,5-4?),53.:,8吸氢酶调节基因的研究

-09:.,83<(?,#,@9+)0351S,<,83>I1:53@,<Q940)T,I1:53Q

@,<)8,.<!?30381<0?,0.7O)70,59C#?3:3*)70,5-4?),53.:,8

吴永强

R9M3<@U.)<@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V<80.090,3>!+)<0!?18.3+3@1，

"?.<,8,D7):,C13>-7.,<7,8
杆状病毒增强蛋白功能基团的分析和利用研究

D<)+18.8)<:D44+.7)0.3<3>=9<70.3<)+K30.>83>O)79+3J.598

L<?)<7.<

钟 江

H?3<@G.)<@

复旦大学

=9:)<F<.J,58.01

双歧杆菌表面分子粘附及体外抗肿瘤的机理

(?,L>>,703>O.>.:3*)70,5.)+-95>)7,-0597095,83<V08D:?,Q

8.3<)<:D<0.Q09C35=9<70.3<’()’*+#

胡 宏

I9I3<@

重庆医科大学

"?3<@U.<@K,:.7)+F<.J,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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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毒力型马立克病病毒分子鉴别的探索

!"#$%&’()*%++&,-)"%.-"%()+(,*%++&,&)"/-"0("12&’(+3-,&4’

’*%’&-’&5%,#’&’

崔治中

6#%70%70()8

扬州大学

9-)870(#:)%;&,’%"1

乙肝病毒感染对<=>6表达的影响及其免疫学意义

?0&@++&A"’(+BC5D)+&A"%()()<=>6@E2,&’’%()-)$D"’

DF2.%A-"%()

熊思东

G%()8!%$()8

上海医科大学

!0-)80-%3&$%A-.:)%;&,’%"1

丙型肝炎病毒>H=多聚酶的蛋白质联系图谱分析

=/,("&%)<%)4-8&3-2(+B65>H=I$&2&)$&)">H=/(.1I

F&,-’&

袁正宏

9#-)J0&)80()8

上海医科大学

!0-)80-%3&$%A-.:)%;&,’%"1

国内常见深部真菌的耐药机理研究

!"#$1(+3&A0-)%’F(+>&’%’"-)A&"(=)"%+#)8-.-8&)"’%)*(I

F&’"%A6(FF().1*&&2K#)8%

张永信

J0-)89()8E%)

上海医科大学

!0-)80-%3&$%A-.:)%;&,’%"1

钙调蛋白基因定点突变对白念珠菌菌丝态形成的影响

@++&A"()B120-.K(,F-"%()%)!"#$%$""&’%("#)L13#"-I
"%()(+6-.F($#.%)I&)A($%)8M&)&

姚志荣

9-(J0%,()8

第二军医大学

?0&!&A()$3%.%"-,13&$%A-.:)%;&,’%"1

虫霉目真菌的分子系统研究

3(.&A#.-,’1’"&F-"%A!"#$%&’(+@)"(F(20"0(,-.&’

李增智

<%J&)870%

安徽农业大学

=)0#%=8,%A#."#,-.:)%;&,’%"1

极端噬盐古细菌的系统发育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

>&’&-,A0()/01.(8&)1-)$@;(.#"%()-,1C%(.(81(+B-.(20%.%A

=,A0-&-

周培瑾

J0(#/&%N%)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D)’"%"#"&(+3%A,(L%(.(81，

60%)&’&-A-$&F1(+!A%&)A&’
参与黑曲霉糖化酶基因表达的调控蛋白及其靶*H=序列

>&8#.-"(,1/,("&%)-)$D"’?-,8&"*H=!&2#&)A&D);(.;&$%)

"0&6()",(.(+@E2,&’’%()(+*+#%,-.M.#A(-F1.-’&M&)&

唐国敏

?-)8M#(F%)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D)’"%"#"&(+3%A,(L%(.(81，

60%)&’&=A-$&F1(+!A%&)A&’

小球藻病毒/C65I!特异性溶壁酶的研究

!"#$%&’()<1’%)@)A($&$L160.(,&..’-5%,#’!",-%)/C65I!

叶 寅

9&9%)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D)’"%"#"&(+3%A,(L%(.(81，

60%)&’&=A-$&F1(+!A%&)A&’

南极长城站地区微型地衣研究

!"#$%&’()3%A,(.%A0&)’%)M,&-"O-..!"-"%()=,&-，=)"-,A"%A

陈健斌

60&)P%-)L%)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D)’"%"#"&(+3%A,(L%(.(81，

60%)&’&=A-$&F1(+!A%&)A&’
小单孢菌中庆大霉的分泌机制及其调节

?0&@EA,&"%()3&A0-)%’F(+M&)"-F%A%)-)$D"’>&8#.-"%()

%)/%(.010#0)20."!2&A%&’

储 炬

60#P#

华东理工大学

@-’"60%)-:)%;&,’%"1(+!A%&)A&

-)$?&A0)(.(81
西藏地区新分离虫媒病毒的鉴定及生物学性状研究

!"#$%&’()L%.(.8%A-.60-,-A"&,%7-"%()-)$D$&)"%+%A-"%()(+?0&

5%,#’&’D’(.-"&$%)?%L&"，60%)-

黄祥瑞

B#-)8G%-)8,#%

军事医学科学院

=A-$&F1(+3%.%"-,13&$%A-.!A%&)A&’

深黄被孢霉!"—脱氢酶基因的定位、克隆和表达

<(A-"%)8，6.()%)8-)$@E2,&’’%()(+-!"I*&’-"#,-’&M&)&

+,(F/0.3%-.-&&"%)"’-&&%#"

邢来君

G%)8<-%N#)

南开大学

H-)4-%:)%;&,’%"1

人细小病毒C!#中国株基因变异的研究

=!"#$1()M&)&"%A5-,%-"%()(+B#F-)/-,;(;%,#’C!#

D’(.-"&$%)60%)-

张国成

J0-)8M#(A0&)8

第四军医大学

?0&K(#,"03%.%"-,13&$%A-.:)%;&,’%"1

小双节>H=病毒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1()!",#A"#,&-)$K#)A"%()(+/%A(L%,)-;%,#’M&)(F&

方肇寅

K-)8J0-(1%)

中国预防医科院病毒学研究所

D)’"%"#"&(+5%,(.(81，60%)&’&=A-$&F1
(+/,&;&)"%;&3&$%A%)&

海洋放线菌J!!!$环二肽的生物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

C%(’1)"0&’%’-)$C%(-A"%;%"1(+A1A.%A*%2&2"%$&’+,(F"0&3-I

,%)&=A"%)(F1A&"&!",-FJ!!!$

周世宁

J0(#!0%)%)8

中山大学

J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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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生物漂白用漆酶高产菌的选育及产酶条件优化和调控

!"#$$%&%’()*+%’&,&-./01$#21#(3+"-&(%45""56$5%371-&2

8+89(%3&-&(%():%;08$<#(3+"-&(%)(#-.$!$"(%3=$%$#52

-&(%>&(?@$5".&%’<#("$66

余惠生

A+/+&6.$%’

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

=+5%’;.(+B%6-&-+-$()9.$8&6-#’，

9.&%$6$C"$3$80()!"&$%"$6

海尔曼螺杆菌长期感染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其应用

:6-5?@&6.8$%-()4(%’2-$#8B%)$"-$3D(+6$D(3$@,&-.!"#
$%&’()&*"+,"%$-)..%%5%3B-6C11@&"5-&(%&% /$@&"(?5"-$#
6-+30

陈 烨

9.$%A$

第一军医大学

E.$*&#6-D&@&-5#0D$3&"5@F%&G$#6&-0

肺炎链球菌侵袭人肺上皮细胞的作用机制

E.$D$".5%&68()/*+"0*’&’&&120."1-’.%)"B%G56&(%-(
/+85%（-01$!）<%$8("0-$6

周东耀

H.(+I(%’05(

第一军医大学

E.$*&#6-D&@&-5#0D$3&"5@F%&G$#6&-0

克隆幽门螺杆菌感染致胃癌相关基因的实验研究

:J1$#&8$%-5@!-+30(%-.$C66("&5-$3=$%$()!"$%&’("&*"+

03$’+%B%)$"-&(%K$6+@-$3&%=56-#&"95#"&%(85?09@(%&%’
E$".%&L+$

陈洁平

9.$%M&$1&%’

第三军医大学

E.$E.&#3D&@&-5#0D$3&"5@F%&G$#6&-0

苜蓿中华根瘤菌!"#>宿主专一性基因的克隆与功能分析

E.$9@(%&%’()/(6-!1$"&)&"=$%$6()/4-"$%$’*%5%3C%5@02
6&6()B-6*+%"-&(%

张海予

H.5%’/5&0+

中国农业大学

9.&%5C’#&"+@-+#5@F%&G$#6&-0

鸡油菌目5).*,)+"$$)$"2及其相关类群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3&$6(%-.$D(@$"+@5#<.0@(’$%0()5).*,)+"$$)$"25%3B-6
K$@5-$3E5J5

李泰辉

4&E5&.+&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5%’3(%’B%6-&-+-$()D&"#(?&(@(’0

类黄酮诱导根瘤菌在油菜上结瘤的研究

C K$6$5#".)(#E.$N(3+@5-&(%()K.&;(?&5B%3+"$3?0
*@5G(%(&36(%-.$K((-6()K51$6$$36

胡小加

/+O&5(P&5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7&@2?$5#&%’9#(16B%6-&-+-$()9CC!

我国蜱传埃立克体的分离和鉴定

B6(@5-&(%5%3B3$%-&)&"5-&(%():.#@&".&5@!-#5&%695##&$3?0
E&"Q6&%9.&%5

温博海

R$%>(.5&

第三军医大学

E.$E.&#3D&@&-5#0D$3&"5@F%&G$#6&-0

导致棉铃虫液化死亡的杆状病毒相关基因及作用机理研究

!-+30(%-.$K$@5-$3=$%$6)#(8/5N<SC66("&5-$3,&-.

-.$4&L+$)5"-&(%()!"$%’*,%2)+-%6"+)5%3E.$&#K$5"-&(%
D$".5%&68

齐义鹏

T&A&1$%’

武汉大学

R+.5%F%&G$#6&-0

<LLC基因多定点突变对新辅基吡咯喹啉醌合成的影响

:))$"-&(%()D+@-&21(&%-!&-$261$"&)&"D+-5’$%$6&6(%!0%-.$2

6&6()5N(G$@<#(6-.$-&"=#(+1<0##(@(L+&%(@&%$T+&%(%$

赵永芳

H.5(A(%’)5%’

武汉大学

R+.5%F%&G$#6&-0

宿主肌动蛋白在棉铃虫核多角体病毒复制中的作用机理

!-+3&$6(%C"-&%()!"$%’*,%27")&%K$@5-&(%-(/5N<S
K$1@&"5-&(%

余泽华

A+H$.+5

华中师范大学

/+5;.(%’N(#85@F%&G$#6&-0

应用CKIKC（C81@&)&$3K&?(6(85@INCK$6-#&"-&(%C%5@02

6&6）技术鉴定*#5%Q&5及其生物多样

B3$%-&)&"5-&(%5%3>&(3&G$#6&-0()8+).9%) F6&%’CKIKC
E$".%&L+$

张忠泽

H.5%’H.(%’;$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05%’B%6-&-+-$()C11@&$3

:"(@(P’0，9.&%$6$C"53$80()

!"&$%"$6
马桑8+).:)%分离菌株的分子分类

D(@$"+@5#E5J(%(80()8+).:%)!-#5&%6B6(@5-$3)#(8K((-
N(3+@$6()5’+%)+%)."0)$".2%2

胡传炯

/+9.+5%P&(%’

华中农业大学

/+5;.(%’C’#&"+@-+#5@F%&G$#6&-0

苏云金芽胞杆菌细胞表面!2层与伴胞晶体的共存关系

E.$7""+##&%’K$@5-&(%6.&1>$-,$$%-.$9#06-5@@&%$<#(-$&%52

"$(+6!2@50$#65%3<5#561(#5@9#06-5@>(30&% ;)&%$$12
*,1+%.6%".2%2

孙 明

!+%D&%’

华中农业大学

/+5;.(%’C’#&"+@-+#5@F+&G$#6&-0

UUV 微 生 物 学 报 WX卷



环状芽胞杆菌基因表达调控序列的研究

!"#$%&’()"*&+&)&,&-#./"(01!&2#&)3&(4!"#$%%&’#$(#&)
%"*’

张义正

5*/)-6%7*&)-

四川联合大学

!%3*#/)8)%()8)%9&0’%"1

阴沟肠杆菌对植物的抗病和促生生物学研究

:%.(-(4+*,-(./"#,-(#%."#"-();./)"<%’&/’&,&’%’"/)"/)$
+0(="*&>?@0(9&?&)"

陈卫良

A*&)B&%.%/)-

浙江农业大学

5*&C%/)-D-0%3#."#0/.8)%9&0’%"1

促进水稻田中甲烷微生物学氧化减少甲烷排放的研究

!"#$%&’()!"%?#./"%()(4E&"*/)&E%30(F%/.GH%$/"%()/)$

,&$#3"%()(4E&"*/)&I?%’’%()%);/$$1!(%.’

闵 航

E%)J/)-

浙江农业大学

5*&C%/)-D-0%3#."#0/.8)%9&0’%"1

胃癌相关幽门螺杆菌菌型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1()"*&0-%$#./"#,-(12%.($D’’(3%/"&$=%"*+/’"0%3
A/)3&0

张建中

5*/)-
K%/)7*()-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

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4I@%$&?%(.(-1/)$E%30(F%(.(-1，

A*%)&’&D3/$&?1(4;0&9&)"%9&E&$%3%)&
霍乱弧菌噬菌体ALM!及其特殊形式的基因结构功能的研

究

!"0#3"#0&’/)$N#)3"%()’(4:/3"&0%(@*/-&ALM!+&)(?&

/)$>"’O(9&.4(0?%)3$/($.#4.%-("-

阚 飙

P/):%/(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

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4I@%$&?%(.(-1/)$E%30(F%(.(-1，

A*%)&’&D3/$&?1(4;0&9&)"%9&E&$%3%)&

微生物来源的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

!"#$14(0 D.$(’& ,&$#3"/’&>)*%F%"(0’40(? E%30(F%/.

E&"/F(.%3;0($#3"

余利岩

6#Q%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4E%$%3/.:%("&3*)(.(-1，

A*%)&’&D3/$&?1(4E&$%3/.!3.&)3&’

烯二炔类抗肿瘤抗生素生物合成基因的研究

!"#$1(4:%(’1)"*&’%’+&)&(4I)&$%1)&D)"%F%("%3’

李 元

Q%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4E&$.%3/.:%3"&3*)(.(-1，

A*%)&’&D3/$&?1(4E&$%3/.!3%&)3&’

小麦黄花叶病毒!"R<蛋白在系统侵染过程中的功能分析

N#)3"%()D)/.1’%’(4!"R<;0("&%)I)3($&$F1B*&/"6&..(=

E(’/%3S%0#’%)!1’"&?%3>)4&3"%()

韩成贵

J/)A*&)--#%

中国农业大学

A*%)/D-0%3#."#0/.8)%9&0’%"1

水稻矮缩病毒（,<S）细胞间运动蛋白的作用机理研究

E/3*/)%’?’(4"*&A&..T"(T3&..E(9&?&)";0("&%)(4,%3&

<=/04S%0#’（,<S）

李 毅

Q%6%

北京大学

;&R%)-8)%9&0’%"1

青年基金（#项）N#)$4(06(#)-!3%&)"%’"%’（!&9&)%"&?’）

植物病毒协生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E&3*/)%’?(4;./)"S%0/.!1)&0-%’?

鲁瑞芳

Q#,#%4/)-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4E%30(F%(.(-1，

A*%)&’&D3/$&?1(4!3%&)3&’
石蕊科地衣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1()E(.&3#./0!1’"&?/"%3’(4"*&Q%3*&)N/?%.1A./$(T

)%/3&/&

郭守玉

+#(!*(#1#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4E%30(F%(.(-1，

A*%)&’&D3/$&?1(4!3%&)3&’
利用+N;对根瘤菌识别和侵染5-1,&*$"的分子机制研究

8’&(4+N;"(!"#$1"*&,*%7(F%/.,&3(-)%"%()/)$>)9/’%()

(45-1,&*$"!@&3%&’

王文军

B/)-B&)C#)

中山大学

5*()-’*/)8)%9&0’%"1

参与烟草花叶病毒胞间转运的寄主因子基因的克隆

+&)&A.()%)-(4J(’"N/3"(0’>)9(.9&$%)A&..T"(T3&..E(9&T

?&)"(4L(F/33(E(’/%3S%0#’

凌建群

Q%)-K%/)2#)

浙江农业大学

5*&C%/)-D-0%3#."#0/.8)%9&0’%"1

微生物降解褐煤产生黄腐酸的研究

:%($&-0/$/"%()(4Q%-)%"&"(;0($#3&N#.9%3D3%$

袁红莉

6#/)J()-.%

中国农业大学

A*%)/D-0%3#."#0/.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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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疫病菌!"#$#%#&基因的致病功能域研究

’()*)$%!*#+)%#,&,-.)%(,/!&#$01&$%#,&)"2,3)#&,-4"#$#%#&

5!&!#&!"#$%&"$"%’()%*"+*’,(*

王源超

6)&/71)&$(),

浙江农业大学

8(!9#)&/:/*#$1"%1*)";&#<!*=#%>

中国鹅膏菌科真菌分类与系统研究

?)@,&,3#$)&AB>=%!3)%#$B%1A#!=,-?(!’(#&!=!BC!$#!=,-

:3)&#%)$!)!

杨祝良

7)&/8(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D1&3#&/E&=%#%1%!,-F,%)&>，

’(#&!=!:$)A!3>,-B$#!&$!=

地区基金（!项）G!/#,&)"01&A（B#@#%!3=）

慢生型大豆根瘤菌结瘤效率基因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H,"!$1")*5!&!%#$B%1A>,-I,A1"!0,*3)%#,&4--#$#!&$>
5!&!,--’(.#’"/,%),0+1(&%2,30+

武 波

61F,

广西大学

51)&/@#;&#<!*=#%>

新疆天山西部地衣植物的调查研究

E&<!*%#/)%#,&#&%,J#$(!&=#&%(!6!=%!*&?#)&=()&H%K

,-L#&9#)&/

阿不都拉·阿巴斯

:MA1"")·:MM)=

新疆大学

L#&9#)&/;&#<!*=#%>

分枝杆菌F’5做预防和治疗性2I:载体的基础研究

B%1A#!=,&F’5)=N!$%,*=-,*G!$,3M#&)&%N)$$#&!)&A

5!&!?(!*)C>

达 来

2)J)#

内蒙古大学

E&%!*H,&/,"#);&#<!*=#%>

螺旋藻混合营养生长的研究

B%1A>,&%(!H#@,%*,C(#$5*,O%(!,-4&,’05,2(&5($*26,6

张义明

8()&/7#3#&/

贵州工业大学

51#+(,1E&A1=%*#)";&#<!*=#%>
云南三种药用植物内生真菌的研究

B%1A#!=,-%(!4&A,C(>%#$01&/#:==,$#)%!AO#%(?(*!!H!A#P

$)".")&%=#&71&&)&.*,<K

张玲琪

8()&/J#&/Q#

云南大学

71&&)&;&#<!*=#%>

食线虫丝孢菌无性型与有性型的关系及其系统学研究

?(! ?!"!3,*C( )&A :&)3,*C( ’,&&!$%#,&= ,- I!P

3)%,C()/,1=R>C(,3>$!%!)&AE%=B>=%3)%#$?)@,&,3>

张克勤

8()&/D!Q#&

贵州大学

51#+(,1;&#<!*=#%>

重点项目（"项）D!>.*,/*)3=（S&!#%!3）

原核生物发育与分化

2!<!",C3!&%)&A2#--!*!&%#)%#,&,-.*,T)*>,%!

谭华荣

?)&R1)*,&/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E&=%#%1%!,-H#$*,M#,",/>，

’(#&!=!:$)A!3>,-B$#!&$!=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类）I)%#,&)"B$#!&$!01&A-,*2#=%#&/1#=(!A7,1&/B$(,")*=（:）（S&!#%!3）

微生物学

H#$*,M#,",/>

周秀芬

8(,1L#1-!&

华中农业大学

R1)+(,&/:/*#$1"%1*)";&#<!*=#%>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F类）I)%#,&)"B$#!&$!01&A-,*2#=%#&/1#=(!A7,1&/B$(,")*=（F）（S&!#%!3）

微生物学

H#$*,M#,",/>

吴 瑛

617#&/

上海医科大学

B()&/()#H!A#$)";&#<!*=#%>

#$%&’()*%#’$+$(+$+,-.#.’/0&’12*%.&2*2#32(+$(
.)00’&%2(#$(#3#.#’$’/4#*&’5#’,’6-$./*#$"778

7)&8()&/$)#
（7($,%2(57($0’(543,*23*8%02.($,%2%9:",2(，-*,1,2;"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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