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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 年物理科学一处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倪培根! ! 张守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一处! 北京! ’%%%#4）

! ! 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支持下，$%%#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各项评审工作顺利完成，现将物理科学一处全年的评审

资助情况做一总结分析，希望加深科技工作者对物理科学一

处工作的了解- 同时，文章对 $%%# 年评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

新情况进行分析，以便对下一年度拟在本学科申请的申请者

提供一些参考- 物理科学一处借《 物理》期刊向所有关心和

支持我们工作的广大科研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 年度基金受理及资助总体概况

$%%# 年度物理科学一处共受理各类项目 ’45# 项，比

$%%6 年增加 $## 项，增 幅 为 $$- &7 ；总 共 资 助 5$$ 项，比

$%%6 年增加 ’%’ 项- 总资助经费达 ’68#’ 万元，其中重点项

目 "’#% 万元，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 万元- $%%# 年物理科

学一处受理项目无论申请数量还是资助项目数，资助经费均

比去年有较大幅度提高- 表 ’ 给出了 $%%# 年度各类基金项

目的受理、批准及经费总体情况-
表 ’! $%%# 年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资助及经费情况简表

项目类别 面上 青年 地区 重点
重大国
际合作

杰出
青年

海外
港澳

群体 仪器

申请项数 &"& 5"& "8 46 $ 4% & $ ’5
批准项数 $45 ’"$ & ’4 ’ 8 $ ’ $

批准经费9 万元 &5%6 $68" $5’ "’#% ’%% ’$%% 5% 4%% $4%
批准率 9 7 $6 "%- ’ $4 $8- " 4% ’$ $$ 4% ’5-"

$! 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目情况

$%%# 年面上、青年、地区基金申请项目总数为 ’5’5 项，共资

助 "&4 项，总资助经费 ’$5’’ 万元- 面上项目申请量比 $%%6 年增

长了 ’6- 47；资助项目数 $45 项，比 $%%6 年增长了 $#- "7；资助

率为$67，比$%%6 年上升$- $7 - 青年基金申请量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由 $%%6 年的 "%% 项增加到 $%%# 年的 5"& 项，增长了

58- "7，连续两年超过 547的增长率- $%%# 年与 $%%6 年资助具

体情况对比见表 $-
表 " 显示了 $%%# 年及 $%%6 年物理科学一处对面上项目中

理论和实验类项目的具体资助情况- 从表 " 可以看出，经过科学

处几年的大力倡导，通过广大科学家的呼吁和努力，实验项目在

资助项目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加- 在 $%%# 年面上项目中，实验项

目所占比例为 8’7，比 $%%6 年的 48- 87增加近 4 个百分点- 在

$%%# 年青年基金项目中，实验项目所占比例为 867，比 $%%6 年

的 4’7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面上项目中实验类项目经费基本满

足申请者的需求，理论类项目接近申请者要求- $%%# 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要求青年基金资助率不

超过 "%7，平均资助强度不超过 $% 万-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含外籍）项目

情况

! ! $%%# 年共收到 4% 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含外籍）

申请- 经同行评议，初评会议推荐 ’% 位申请者参加答辩，最

终有 8 位青年学者获得资助，资助经费 $%% 万元 9 项- 从总体

情况来看，$%%# 年杰出青年基金的申请量比去年的 4& 项有

所减少，获资助数与去年持平- $%%#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

助项目情况见表 5-
在杰出青年基金的评审过程中，评审专家除了关注申请者

发表论文质量外，还关注论文被他人的引用情况，以及申请者在

有关研究领域的影响和贡献，提倡理论工作密切联系实验，另外

还重点考虑申请者独立工作的能力和独立选题的能力-

表 $! $%%6 年和 $%%# 年面上、青年、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情况比较

类
别年

份

面上 青年 地区

申请 批准 资助率 申请 批准 资助率 申请 批准 资助率

经费
9 万元

$%%6 年 6&& ’&# $5- #7 "%% &% "%7 $6 8 $$- $7 &’"’
$%%# 年 &"& $45 $67 5"& ’"$ "%- ’7 "8 & $47 ’$5’’

表 "! 基金资助项目实验和理论分类及资助强度统计

年份 项目类别
实验项目

数 9 项
理论项目

数 9 项
实验平均资助强度

9（万元 9 项）
理论平均资助强度

9（万元 9 项）
平均资助强度
9（万元 9 项）

总经费 9 万元

$%%6
面上 ’’$ #8 "#- ’5 "$- %# "4- 4 6%"’
青年 58 55 $5- & ’& $$ ’&#%

$%%#
面上 ’44 && "#- & "5- ’ "6 &5%6
青年 #& 5" $$- & ’8- # $%-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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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011/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情况

批准号 申请人 出生年份 依托单位 项目名称 性质

31/05435 王- 兵 3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单分子、量子点等小尺度系统量子现象和量子效应 实验

31/05436 张向东 3267 北京师范大学 波在光子晶体及负折射材料中传播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理论 8 实验

31/05437 吴- 飙 327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超冷原子气体在光晶格中的超流性和输运性质 理论

31/0543/ 金奎娟 326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氧化物人工结构设计与光电物理研究 理论 8 实验

31/05432 韩晓东 326/ 北京工业大学
应力 9 应变场作用下一维纳米单体材料显微结构
与力学等物理性能相关性原位电子显微学研究

实验

31///413 高世武 32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表面和纳米系统的光电激发和量子动力学过程 理论

4-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情况

为充分发挥海外及港澳科技资源优势，吸引海外及港澳

优秀人才为国（内地）服务，基金委从 011/ 年起将原海外及

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与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中

的两个基地项目合并，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该基金资助海外及港澳 51 岁以下学者与国内（ 内地）合作

者开展高水平的合作研究& 对于获得该项基金资助的项目，

采取 0 8 4 的资助模式，先给予 01 万元 9 0 年资助，0 年期结

束时进行评估，对其中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确实与合作者

开展实质性合作并有明显发展潜力的项目，经申请、答辩、评

审等程序，按照不超过先期资助总数的 05: 的比例，给予 4
年 /1—301 万元的延续资助&

011/ 年度物理科学一处共受理 2 份海外及港澳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申请，其中 0 位获得资助& 资助项目见表 5，专家

在该类项目的评审中比较重视双方合作的基础，进行合作的

必要性和对国内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

表 5- 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情况

批准号 申请人 单位 9 职位 国内合作单位 9 合作人 主要研究领域 性质

31/0/417 仲冬平 ;!< =!)> ?"*"< @,)A<BC)"D 9 *CC>+)*"< #B>E& 北京大学 9 龚旗煌 超快光学与生物光子学 实验

31/0/41/ 区泽宇
F,G)*,* @,)A<BC)"D H’BG’< I @,)A<BC)"D

F,G)*,*#>()C（@?J）9 #B>E& 华东师范大学 9 张卫平 量子光学与原子物理 实验

5- 重点类项目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011/ 年学科评审专家组选出了物理科学一处“ 十一五”

优先发展领域中的 34 个领域作为重点项目指南公布，共收

到 57 份重点基金申请书，其中有 . 份申请因项目参加人超

项而不予受理& 受理项目经同行评议和学部工作会议讨论，

共推荐 31 个领域的 32 位申请人参加答辩，另外 4 个领域因

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不佳，或根本就没有申请项目而没有参

加答辩& 经过评审专家组投票，最终有 35 项获得资助，总资

助经费为 .3/1 万元，平均每项资助强度为 030 万元 9 4 年&

本年度共收到 34 份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项申请项目，根据

同行评议，科学部推荐其中 . 项参加基金委计划局组织的答辩，

有 0 项获得资助& 011/ 年受理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0 项，其中 0 项

同行评议较好，均入围答辩& 经专家评审组投票，3 项获得资助&
重点、仪器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资助详细情况见表 6&

重点类项目近几年的竞争尤为激烈，申请者必须组织好

研究课题，有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有很好的研究基础才

可能通过答辩，获得资助& 对承担过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的申请者，上一个重点基金完成情况也作为新申请项目评审

的参考&

表 6- 011/ 年重点类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 资助金额 9 万元

31/.4113 金晓峰 异质外延磁结构的制备与物理特性研究 复旦大学 051
31/.4110 王- 炜 辅助因子调控的蛋白质折叠、聚集与功能运动 南京大学 371
31/.411. 王亚愚 关联电子系统中的新奇量子态及量子相变 清华大学 041
31/.4114 程国胜 准一维限域体系的量子输运特性研究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011
31/.4115 杜江峰 基于掺杂富勒烯的固态量子计算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41

31/.4116 张家骅
基于给体受体间能量传递机制的

高效发光材料物理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001

31/.4117 张首刚 星载 H=H 铷原子钟物理与技术研究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321
31/.411/ 沈百飞 强场激光加速产生高性能粒子束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041
31/.4112 王小民 粘接界面特性和超声定量评价方法深入研究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 041

31/.4131 何世堂
采用粘弹性敏感膜的声表面波气体传感器

敏感机理与性能优化研究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 371

31/.4133 高鸿钧 功能分子和 KB*#!<,< 纳米结构的组装及其物性研究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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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宏武 量子人工结构的表面调制效应与相关器件研究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

’%#"4%’" 王楠林
极端条件下关联过渡金属化合物中多种量子

序的竞争与合作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

’%#"4%’4 王鹏业 利用单分子和荧光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的动力学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
’%#"4%’5 汪! 力 太赫兹波与结构材料和凝聚态体系相互作用研究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

’%#$64%"
仪器项目

商广义 纳米显微光学检测方法和成像系统的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64%4
仪器项目

詹明生 ’%7 喷泉式高精度原子干涉仪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5%

’%#$%’%’%4&
重大国际合作

靳常青 高压新物质态及压力调控的量子序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

! ! $%%& 年将公布 ’4 个领域作为重点项目指南，拟资助

’$—’4 个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 万元左右- 这 ’4 个研

究领域如下（具体情况以基金委项目指南发布为准）：

（’）太阳能、氢能和其他新能源中的物理问题（与信息学部交

叉）

（$）新功能材料物理

!铁电、热电、半导体等新型功能材料及物理特性；

"新型电致电阻材料及其物理机理；

#新磁性功能材料及其异质结构的物理特性-
（"）受限体系的自旋量子现象

（4）关联电子系统中的新现象

（5）物质结构和性质的计算与模拟

!新型功能材料的计算设计和物性预测；

"材料设计和物性计算新方法-
（8）冷原子分子物理及应用（与信息学部交叉）

!冷原子分子体系的物性；

"光与冷原子分子相互作用及应用；

#原子光学与原子干涉；

$微腔量子电动力学-
（6）原子分子体系的复杂相互作用

!特殊环境下的原子分子性质及碰撞动力学；

"分子中的关联作用、激发态动力学及量子多体过程；

#光与原子、分子相互作用-
（#）微纳尺度的光子学

!光子晶体及微结构光功能材料；

"光子晶体中的腔量子电动力学现象；

#表面等离激元物理-
（&）量子信息物理（与信息学部交叉）

!量子信息的存储、传输、克隆、识别及测量的物理问题；

"量子比特的物理实现，量子纠缠的产生与度量，量子中

继的原理与方法；

#量子计算的新原理、新方法；

$单光子发射、探测的物理问题-
（’%）新型光源的物理（与信息学部交叉）

!频率转换的新原理和新技术；

"新型激光原理探索；

#光场调控的新原理、新方法-
（’’）噪声的产生、传播与控制

!流 9 固耦合系统的噪声与振动控制理论；

"智能声学材料、低频吸声和隔声材料与结构；

#流体动力噪声的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
（’$）新型声学换能器及其阵列（与信息学部交叉）

!新型声学换能材料与宽带、大功率声学换能器；

":;:<、光纤等新型声学换能器；

#声表面波物理、化学、生物传感器-
（’"）复杂介质中声的传播及其应用

!大气、地层与生物介质中的声传播特性及其应用；

"复杂介质中的非线性声学现象-
（’4）高精密物理测量技术原理和关键设备

8! $%%# 年获资助较多单位项目情况

$%%# 年在物理一处获资助项目的注册单位 ’"5 个，其中

获得项目较多的单位情况见表 6-
表 6! 获资助项目数较多单位

单位 面上青年重点仪器杰出
海外
港澳
合作

重大
国际
合作

合计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 4 5 " ’ 45 = ’!

南京大学 $4 # ’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 ’ ’ ’&

北京大学 ’’ " ’ ’5
上海交通大学 ’’ ’ ’$

复旦大学 & " ’ ’"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 8 " $ ’’

中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5 8 ’’
浙江大学 6 $ &
南开大学 4 4 #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 $ ’ 8

武汉大学 5 " #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所 $ 4 ’ 6

!! 指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6! 其他

（’）数理学部物理科学一处为保持有些领域的可持续发

展，加强宏观调控，对一些特殊领域给予倾斜支持，以促进这

些方面的发展，其中与物理科学一处有关的领域有：新能源中

的物理问题；具有创新课题思想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与

发展- 希望申请该类项目的申请者务必注意在申请书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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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栏中填写上相对应的领域，否则将作为一般面上项目申

请处理&
（0）基金委在每年的项目指南中对限项规定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了，请申请者关注，对于不明白的，及时咨询贵单位科

研管理人员，不能凭经验而行& 每年因不符合限项规定而不予

受理的项目逐年增加，浪费了申请者及基金管理人员的大量

时间& 同时希望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该问题进一步关注& 申

请书手续的完备性也需引起申请者的注意，如合作单位盖章

（注册法人章）、申请者及参加者签字、在职学生申请所需推

荐信、导师同意函等等，不能因一时疏忽而丢掉一次机会&
（.）原子分子物理、声学两个学科近几年的申请项目数量

有所增加，但与其他学科相比仍较为缓慢& 这两个学科的申请

队伍平均年龄偏大，在今后几年的资助中，将进一步关注年轻

人才的发展，保持学科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同时鼓励有条件、

有能力的年轻人积极申请&
（4）经过近几年物理学家的大力倡导，今年面上及青年基

金资助项目实验类所占比例有较大增加，学科评审组在今后

的评审中将进一步关注，鼓励理论密切联系实验，进一步提高

实验类项目资助比例&
（5）经过广大专家和基金管理工作者的几年努力，“ 单量

子态的探测及相互作用”作为重大研究计划得以立项，0112
年将启动，该计划将在今后 / 年内投入 3& 5 亿元经费，以期利

用我国在该领域的基础，凝聚优势力量，明确有限目标，重点

突破，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使我国在单粒子量子态的探

测及相互作用的研究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6）同行评议是基金评审的基础，同行评议意见在整个基

金评审程序中作用重大& 近两年我们发现有个别专家的同行评

议意见过于简单、过于笼统，同行评议反馈给申请人后难以让

人信服，希望专家在撰写同行评议意见时能够给出具体和针对

性的意见& 我们也发现有专家在收到多份要评议的申请书时，

将评议意见张冠李戴地粘贴错误，希望专家在评议给予关注

##############################################

&

·书评和书讯·

探索高等科教书店物理类书目推荐

作者 书 名 定价 作者 书 名 定价

7& 8& 9+!:;<=;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表征技术 22& / 杨力 现代光学制造工程 /6& 1

夏建白 半导体自旋电子学 6/& 1 侯伯元 路径积分与量子物理导引 > 现代高等量子力学初步 5/& 1

朱力行 非参数蒙特卡罗检验及其应用 .6& 1 夏道行 无限维空间上的测度和积分（第二版） 5/& 1

余先伦 固态 ?@A 激光器技术 02& / 谢德馨 工程电磁场数值分析与综合 40& 1

康健 岩石热破裂的研究及应用 ./& 1 张建文 流体流动与传热过程的数值模拟基础与应用 ./& 1

7*,)=( B& C*"")< 磁性物理（影印） 22& 1 单建 趣味结构力学 04& 6

D:!, E& 7:,:F!’= 标准模型动力学（影印） 2/& 1 朗道 物理动理学（第二版）中文版 55& 1

加来道雄 平行宇宙 .2& / 朗道 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第六版 中文版 /5& 1

王永久 经典黑洞和量子黑洞 6/& 1 朗道 统计物理学 GG（凝聚态理论）第四版 中文版 54& 1

屠振密 电沉积纳米晶材料技术 .6& 1 D& D& 9*H’;*) 高等量子力学（影印） .2& 1

B& I:J=(() 量子引力（影印） K6& 1 王正行 量子力学原理（第二版） .1& 1

D*L=< M& N*;"(= 引力（影印） /2& 1 高汉宾 核磁共振原理与实验方法 25& 1

9+:"" 7:O=(<:, 现代宇宙学（影印） 55& 1 李桂春 风洞试验光学测量方法 6.& 1

@& @("(*,O 凝聚态场论（影印） 22& 1 D& B& 9)L: 计算非弹性（影印） 52& 1

9& P:H:;<H) 规范场理论 第 0 版（影印） 22& 1 刘恩科 半导体物理学（第 K 版） .2& 5

7& P& Q*,O*’ 统计物理中的蒙特卡洛方法 第 0 版（影印） K2& 1 裴素华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5& 1

A& M& @;RH=, 物理学家用的数学方法 第 6 版（影印） 3/2& 1 刘辽 狭义相对论（第二版） 40& 1

冯康、秦孟兆 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 6/& 1 C& M& A;==, 超炫理论 第 3、0 卷（影印） 305& 1

9& 7:,)*+! 固态物理学家用的格林函数（影印） 42& 1 S& 9J=(": 激光原理 第 4 版（影印） 22& 1

- - 我店以经营科技专著为特色，以为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欢迎广大读者来店指导或来电查询&
电话：131 > /0/K0660、60556/K6、/2360/4/ 网址：!""# T T %%%& =U#(:;=;V::H& +:L
电子邮箱：=U#(:;=;V::HW J)#& 36.& +:L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 号 .3. 北京探索高等科教书店

邮政编码：3111/1- - 联系人：徐亮、秦运良

·!"·

科学基金



! 物理·"#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 年度物理科学二处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蒲! 钔! ! 李会红! ! 彭光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学部物理科学二处! 北京! ’%%%#4）

! ! 物理科学二处主要资助基础物理、粒子物理、核物理、

核技术与应用、加速器物理与探测器技术、等离子体物理、同

步辐射方法与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现将 $%%# 年物理科

学二处基金项目受理、评审情况作一简要综述，使广大科研

人员及科研管理部门对资助领域和项目管理的总体状况有

所了解，并希望能为 $%%& 年度申报科学基金项目的专家提

供参考-

’! $%%# 年度基金项目概况

$%%# 年度物理科学二处共受理各类基金项目 ’$45 项-
表 ’、表 $ 和表 " 分别给出 $%%# 年度和 $%%5 年各类基金项

目受理与批准的总体情况、批准项目在各领域的资助情况以

及理论与实验项目的对比情况-

表 ’! $%%# 和 $%%5 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比较

项目类型
$%%# 年度 $%%5 年度

申请项数 批准项数 资助率 6 7 申请项数 批准项数 资助率 6 7
面上 458 ’5# "’- % 49" ’#5 ""- $
青年 $44 #$ "$- $ ’9& 49 ""- ’
地区 $’ 9 $#- 9 ’9 8 $4- %
重点 $& ’’ "5- & $4 ’% 8%- %

杰出青年 4$ 4 &- 9 84 9 ’"- "
杰出青年（外籍） $ ’ 4%- % $ % %

海外港澳 " ’ ""- " $ ’ 4%- %
群体 $ ’ 4%- % $ ’ 4%- %

科学仪器 $ ’ 4%- % 9 $ ""- "
科普 % % % ’ ’ ’%%- %

重大国际合作 8 ’ $4- % 8 ’ $4- %
:;<= 联合基金 ’%" 89 88- 5 &’ 8’ 84- ’
理论物理专款 $’% 55 "9- 5 ’#" 5’ "#- #

合计 ’$45 8’% ’’%& "#’

表 $! $%%# 年度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在各领域的资助情况

申请项数 批准项数 资助金额 6 万元 资助率 6 7
基础物理 ’45 89 ’$#& $&- "7
粒子物理 5’ "8 ’%9% 85- &7

核物理 &4 "4 ’%8# "9- #7
核技术 ’#8 4" ’5"’ $#- #7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实验设备 ’"% "8 ’’&# $9- $7
等离子体物理 ’8# 8" ’"9& $&- ’7

同步辐射 88 ’4 8&4 "8- ’7
小计 #$& $9% #’&% "’- 87

表 "! $%%# 年度批准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理论与实验对比情况

面 上 申 请 青 年 基 金 地 区 基 金

项数 经费 6 万元 强度 6（万元 6 项） 项数 经费 6 万元 强度 6（万元 6 项） 项数 经费 6 万元 强度 6（万元 6 项）

理论 59 $8’9 "’- # $& 4$$ ’#- % 9 ’98 $5- "
实验 ’%$ 8%4$ "&- 5 4" ’$%% $$- 8 % % %
总计 ’5# 989# "9- " #$ ’5$$ $’- % 9 ’98 $5- "

! ! 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的总体情况：

（’）申请量：$%%# 年度受理的各类项目总数比 $%%5 年

增加 ’8# 项，增幅为 ’"7 ，其中面上项目增加 ’’ 项，增幅

$7 ，青年基金增加 #9 项，增幅 4’7 ，地区基金增加 4 项，增

幅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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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资助率：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的资助率比上年略有

下降，地区基金的资助率略有增加&
（.）理论实验分布：理论的资助项目数占总资助项目数

的 405 ，比上年度略有增加&
（4）资助强度：面上平均资助强度 .6& . 万元 7 项，比上年

度增加 335 ；地区基金平均资助强度08& .万元 7 项，比上年

度增加 .85 ；青年基金平均资助强度 03 万元 7 项，与上年度

持平&

0- 各类项目的情况分析

!& "# 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

物理 99 学科在“ 择优、合理”原则下注重基础研究领域

的整体布局和均衡协调发展& 面上项目资助数量相对平稳，

资助强度比以往有所增加&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属于人才资

助系列，注重人才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
对以下方面的申请项目给予关注和适当倾斜：国内现有

基础薄弱的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和方向；从国家长远发

展看需要维持，但目前处于滑坡、消退状况的学科方向；考虑

学科领域的均衡布局（地域、高等学校和研究所）&

!& !# 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科学仪器项目

重点项目资助的基本原则：注重科学前沿和基础问题，

关注具有应用前景的应用基础问题，特别是与国家需求相关

的基础研究和关键点的突破；加强学科的重点方向研讨和科

学问题的凝练，注重创新和扎实的研究基础，培育新的学科

生长点，促进各领域的全面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积极推动

和鼓励跨学部之间和学部内学科间实质性的交叉& 011/ 年

重点项目总体竞争程度比历年都高，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验的

结合、科学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和实际关键问题的解决&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主要关注在国际合作中项目依托单

位的国内外条件能否优势互补，并对国内某些学科领域有实

质性的促进作用&
科学仪器专款用于资助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所急需的重

要科学仪器的创新性研制或改进，优先资助推动基础研究有

重要作用的科学仪器的研究以及创新性科学仪器研制当中的

基础性科学问题的研究&

!& $#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和海外港澳青年学

者合作项目

这类项目属于人才资助系列，注重人才的研究能力、创

新潜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011/ 年这类项目竞争仍然极为激

烈，总体上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验的均衡与协调，更加关注科

学基础性问题和实际关键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 %# :;<= 基金

:;<= 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共同设立的联合基金，目的是促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源头创新能力的提升，吸引和调动全

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发现新现象、新规律，推动

相关领域的发展，培养国防高科技人才& 今年 :;<= 基金申

请与资助均稳定在近两年的平均水平，申请项目数 31. 项，

资助 46 项，资助经费 3611 多万元& 今后 > 年 :;<= 基金将继

续稳定支持全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与国家安全相

关的基础性研究&

!& &# 理论物理专款

理论物理专款自 322. 年设立以来，为促进理论物理发

展和培养理论物理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学术带头人方面作出

了贡献& 从 011. 年起，理论物理专款设立“东西部合作项目”

和“博士人员启动项目”，对于促进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和研

究所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物理研究教学水平的提高，以及青年

理论物理人才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和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了

积极作用& 011/ 年资助“ 东西部合作项目”> 项（ 申 请 0/
项），“博士人员启动项目”68 项（ 申请 388 项），与往年比竞

争性更强了&
011/ 年主要获资助单位见表 4&

表 4- 011/ 年主要获资助单位（按总经费排列）

单位 面上 青年 重点 杰青 群体 海外 仪器、科普 重大国际合作 :;<= 理论专款总项目数 总经费 7 万元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6 / 0 3 08 3>3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2 4 3 0 06 33.8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 / 0 3 3 38 33.1
北京大学 / 0 0 3 3. 2.2
清华大学 33 . 4 3 32 83>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 3 . 8 64/
华中师范大学 4 3 3 3 3 / >62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6 6 3 3. >68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 0 3 3 2 4>4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6 8 3.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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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说明

物理 44 学科是涉及研究物质结构、性质和相互作用的

最基础、最前沿领域的学科，担负着探索自然界中最基本规

律的重要任务- 因此，该学科基本特点是：理论性强，对大科

学装置的依赖性强，学科交叉性强及国际合作性强- 该学科

密切联系着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应用，它直接关系

到国家安全的需求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对基础物理领域的资助，重点是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物理

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项目；注重当前物理学研究的前

沿，尤其对与实验紧密结合、通过科学实践所提出的重要前

沿性及学科交叉领域的理论物理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对粒子物理、核物理和聚变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的资助，

重点将放在国内正在运行和即将建成的大型实验装置相关

的物理问题研究上，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重视新型

诊断手段的探索性研究工作以及计算机模拟与实验的研究-
同时，在这些年中有一批国际合作的大型实验装置将陆续建

成并投入使用，为了配合对围绕大型科学设备的国际合作项

目的支持，将有选择、有重点地资助与此相关的物理研究-
对核技术、加速器与探测器、低温等离子体以及同步辐

射这几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希望通过学科前沿发展、国家需

求和学科交叉的牵引，凝炼出既能深化对客观规律认识、促

进本领域自身发展，又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课题，

特别要注重关键技术、方法学的创新和新的学科交叉点-
希望通过科学基金的引导作用，将国内的研究工作逐步

凝聚到与最新物理实验结果相关、对重要物理规律认识的研

究方向上，鼓励全国的科研工作者充分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

开展科学研究，重视科学研究环境和创新能力的建设，鼓励

有自主创新的高分辨率诊断、探测方法和对加速器、探测器

等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实验课题，促进新的物理思想和新的物

理实验产生，使各领域中的研究工作逐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

良性循环-

$%%5 年 6 月 ’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正式颁布实

施以来，科学基金的管理日臻完善和规范，新的基金管理办

法将会逐步修订出台- 科学基金管理部门、项目的评审专家、

项目申请者和依托单位都应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和科学基金的整体构架把握科学基金的定位，以及各学科领

域的特点，全面了解科学基金现有的资助类型和侧重点-
针对 $%%& 年度科学基金的申请，建议申请者和依托单

位重视以下几点：

（’）必须使用 $%%& 年新版本（以前版本均不接收）-
（$）应当选择与申请项目内容或领域符合的申请代码，

认真分析研究工作学科领域的特点，正确定位申请书的投

向-
（"）申请书的规范形式和信息准确，包括个人信息、财

务信息、管理以及签字等信息-
（6）目前基金项目类型较多，注意全面了解《 项目指

南》，特别是“申请须知”和“ 限项规定”，以免遗漏相关的重

要信息-
（7）基金委对重点项目立项更加注重以专家研讨凝练

的“十一五”学科优先资助领域为构架，以全局设计为基础，

统筹安排和布局，以利于有效用好有限资源，促进学科领域

均衡协调的发展- 目前在《 项目指南》中均以学科方向来引

导重点项目的申请，因此申请者要针对《 项目指南》发布的

重点项目立项方向，通过对科学问题的凝练提出申请-
（8）平时留意基金委网站和所在单位网页上有关科学

基金相关的通知、通告，掌握申报和提交材料的时间节点-
（5）$%%& 年度理论物理专款的申请信息将在 $%%& 年 8

月份发布，请关注基金委网站-
（#）基金委与中国科学院将共同设立“大科学装置科学

研究联合基金”，计划 $%%& 年启动，请关注基金委网站-

6! 各类项目资助清单（见表 7，8，5，#，

&，’%）

表 7! $%%#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创新群体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研究性质

’%#$77$% 方海平 理论物理和生物交叉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理论

’%#$77$’ 王占山 等离子体诊断 同济大学 实验

’%#$77$$ 周小红 超重核合成及质子滴线附近镧系核素的奇异衰变谱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实验

’%#$77$" 王恩科 9:4; 和 <:; 上高能核物理中的高横动量现象理论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理论

’%#$77$6 苑长征 粒子物理实验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实验

’%###7%$
（外籍）

程! 旭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嬗变系统器堆耦合的基础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实验

’%#$’7%6
（创新群体）

吴岳良 物质深层结构和宇宙极早期演化的理论研究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

表 8! $%%# 年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研究领域 海外单位 = 职称 国内合作者 = 单位 研究性质

’%#$#7%& 任! 闯 强电流在等离子体中驱动不稳定性的非线性演化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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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011/ 年重点、重大国际合作和科学仪器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31/.5113 冒亚军 标量和赝标量非常规介子态的寻找与研究 北京大学

31/.5110 刘- 川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的大规模数值模拟研究 北京大学

31/.511. 贺贤土 强激光驱动高能粒子产生、加速、输运及能量沉积研究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31/.5116 张- 菁 常压脉冲射频辉光等离子体中的物理机理与稳定控制研究 东华大学

31/.5115 吴元芳 高温强作用物质的性质及其临界点物理的动力学理论与 789: 实验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31/.511; 叶邦角 慢正电子束技术发展及薄膜材料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5114 曹- 臻 利用羊八井宇宙线实验开展粒子天体物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511/ 吴忠华 同步辐射小角 < 射线散射先进技术研究及若干应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5112 肖炳甲 托卡马克的启动与等离子体成形控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31/.5131 王志光 强粒子辐照引起材料结构和性能演化机理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5133 张- 红 重离子束辐射治疗癌症的应用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01313151
（重大国际合作）

蔡晓红 基于重离子冷却储存环的高精度分子谱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04515
（科学仪器）

葛愉成 放射性核束实验前向多中子关联谱仪研制 北京大学

表 /- 011/ 年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依托单位

31/45113 郑汉青 北京大学

31/45110 李湘庆 北京大学

31/4511. 高春媛 北京大学

31/45116 姚淑德 北京大学

31/45115 邹宇斌 北京大学

31/4511; 张国辉 北京大学

31/45114 杜红林 北京大学

31/4511/ 谢大弢 北京大学

31/45112 黄永畅 北京工业大学

31/45131 欧阳吉庭 北京理工大学

31/45133 郑志刚 北京师范大学

31/45130 朱建阳 北京师范大学

31/4513. 包景东 北京师范大学

31/45136 韩德俊 北京师范大学

31/45135 谢柏松 北京师范大学

31/4513; 杨显俊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31/45134 刘- 玲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31/4513/ 田贵花 北京邮电大学

31/45132 孙- 冰 大连海事大学

31/45101 宋鹤山 大连理工大学

31/45103 梅显秀 大连理工大学

31/45100 孙继忠 大连理工大学

31/4510. 丁洪斌 大连理工大学

31/45106 刘金远 大连理工大学

31/45105 刘东平 大连民族学院

31/4510; 薛- 康 东北师范大学

31/45104 罗家融 东华大学

31/4510/ 施- 郁 复旦大学

31/45102 吴嘉达 复旦大学

31/451.1 许- 宁 复旦大学

31/451.3 王- 宁 广西师范大学

31/451.0 王国利 哈尔滨工业大学

31/451.. 王浪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

31/451.6 曹- 勇 哈尔滨工业大学

31/451.5 李- 康 杭州师范大学

31/451.; 张连水 河北大学

31/451.4 孙爱萍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31/451./ 童洪辉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31/451.2 海文华 湖南师范大学

31/45161 荆继良 湖南师范大学

31/45163 陈松柏 湖南师范大学

31/45160 陈义学 华北电力大学

31/4516. 程红波 华东理工大学

31/45166 阮建红 华东师范大学

31/45165 胡忠坤 华中科技大学

31/4516; 郑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

31/45164 刘- 谦 华中科技大学

31/4516/ 卢新培 华中科技大学

31/45162 贾- 亚 华中师范大学

31/45151 陈继胜 华中师范大学

31/45153 周代翠 华中师范大学

31/45150 张汉中 华中师范大学

31/4515. 吕海江 黄山学院

31/45156 张小东 兰州大学

31/45155 刘魁勇 辽宁大学

31/4515; 吴亚波 辽宁师范大学

31/45154 凌- 意 南昌大学

31/4515/ 张小兵 南开大学

31/45152 赵- 柳 南开大学

31/451;1 岳瑞宏 宁波大学

31/451;3 李大法 清华大学

31/451;0 陈少敏 清华大学

31/451;. 毕楷杰 清华大学

31/451;6 邝宇平 清华大学

31/451;5 王- 青 清华大学

31/451;; 张- 丽 清华大学

31/451;4 刘海生 清华大学

31/451;/ 吴志芳 清华大学

31/451;2 曾- 实 清华大学

31/45141 黄文会 清华大学

31/45143 岳- 骞 清华大学

31/45140 仝殿民 山东大学

31/4514. 司宗国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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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6 王守宇 山东大学

’%#45%45 陈! 峰 山东大学

’%#45%47 屈世显 陕西师范大学

’%#45%44 孙! 扬 上海交通大学

’%#45%4# 俞! 军 绍兴文理学院

’%#45%4& 齐陈泽 绍兴文理学院

’%#45%#% 刘进元 深圳大学

’%#45%#’ 费少明 首都师范大学

’%#45%#$ 陈相松 四川大学

’%#45%#" 何! 捷 四川大学

’%#45%#6 陆! 敏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45%#5 顾! 牡 同济大学

’%#45%#7 林振权 温州大学

’%#45%#4 揭泉林 武汉大学

’%#45%## 陈志权 武汉大学

’%#45%#& 王! 波 武汉大学

’%#45%&% 付德君 武汉大学

’%#45%&’ 刘传胜 武汉大学

’%#45%&$ 全! 红 武汉大学

’%#45%&" 马志斌 武汉工程大学

’%#45%&6 吴宏春 西安交通大学

’%#45%&5 冯玉军 西安交通大学

’%#45%&7 陈! 伟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45%&4 屠! 荆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45%&# 段文山 西北师范大学

’%#45%&& 李智慧 西南科技大学

’%#45’%% 陈金灿 厦门大学

’%#45’%’ 蔡淑惠 厦门大学

’%#45’%$ 郑! 波 浙江大学

’%#45’%" 罗民兴 浙江大学

’%#45’%6 冯! 波 浙江大学

’%#45’%5 岑兆丰 浙江大学

’%#45’%7 林! 机 浙江师范大学

’%#45’%4 陈镇平 郑州轻工业学院

’%#45’%# 姚仁太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45’%& 张继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45’’% 周幸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陈增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马文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赵政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6 韩! 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5 张子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7 尚! 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4 孙葆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徐宏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刘树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孙勇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马锦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王少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李! 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6 俞昌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5 刘! 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7 刘付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4 李为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徐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常! 哲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 贾! 宇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 邢志忠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 卢! 红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 邹冰松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 黄! 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5 邢更妹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7 张智勇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4 冯松林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 何康林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 陈锦晖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 衡月昆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 毛泽普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 刘! 景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 胡天斗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6 姜晓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5’65 陈红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45’67 胡纯栋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45’64 李亚东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45’6# 罗广南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45’6& 丁伯江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45’5% 曹李刚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45’5’ 左! 维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45’5$ 甘再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45’5" 李文建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45’56 毛瑞士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45’55 张肇西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45’57 陈裕启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45’54 周善贵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45’5# 雷安乐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5’5& 蔡翔舟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5’7% 田文栋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5’7’ 朱智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5’7$ 漆玉金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5’7" 张! 岚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5’76 李景烨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45’75 熊宏伟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45’77 孙! 刚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45’74 冯春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45’7# 陈朝阳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45’7& 王昌燧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45’4% 张! 芳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45’4’ 倪维斗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45’4$ 张焕乔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4" 王友宝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46 李笑梅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45 柳卫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47 何! 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44 姜! 山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4# 邵元智 中山大学

’%#%5%%’ 石建平 安徽师范大学

’%#%5%%$ 张玉洁 北京大学

’%#%5%%" 朱! 昆 北京大学

’%#%5%%6 任军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5 王问宇 北京科技大学

’%#%5%%7 马海强 北京邮电大学

’%#%5%%4 于长水 大连理工大学

’%#%5%%# 徐! 翔 大连理工大学

’%#%5%%& 周海清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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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131 管永精 广西大学

31/14133 郭- % 哈尔滨工程大学

31/14130 林- 辉 合肥工业大学

31/1413. 李雪辰 河北大学

31/14135 孙俊峰 河南师范大学

31/14134 肖维文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31/14136 李- 伟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31/14137 曾- 浩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31/1413/ 吴小红 华东理工大学

31/14132 何克晶 华南理工大学

31/14101 张新定 华南师范大学

31/14103 涂良成 华中科技大学

31/14100 徐- 涛 华中科技大学

31/1410. 金- 猛 华中师范大学

31/14105 吴- & 南昌大学

31/14104 邱- 天 南昌航空大学

31/14106 许- 昌 南京大学

31/14107 杨- 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1/1410/ 王- 琦 南京师范大学

31/14102 潘孝胤 宁波大学

31/141.1 李岩松 清华大学

31/141.3 杜应超 清华大学

31/141.0 谈春明 清华大学

31/141.. 许新建 上海大学

31/141.5 温珍英 四川大学

31/141.4 王玉华 武汉科技大学

31/141.6 张- 勇 厦门大学

31/141.7 李- 营 烟台大学

31/141./ 王新刚 浙江大学

31/141.2 丁兴成 浙江大学

31/14151 王华磊 郑州大学

31/14153 王- 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31/14150 贾向红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31/1415. 杨- 东 中国计量学院

31/14155 刘乃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14154 赵- 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14156 张一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14157 张李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1415/ 刘言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52 章志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1 李祖豪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3 张- 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0 江晓山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 杨洪勋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5 钟- 俊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4 储旺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31/14146 臧- 庆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31/14147 王- 茂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31/1414/ 郑- 勇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42 张雪荧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1 李- 琛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3 冯兆庆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0 段敬来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 王瑜玉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5 王燕玲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4 卢荣春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31/14166 孟- 显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31/14167 郭- 威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1/1416/ 吴胜伟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1/14162 张国欣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1/14171 李林繁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1/14173 邓- 彪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1/14170 王- 晓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31/1417. 李- 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31/14175 贾传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1/14174 冯- 晶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76 贾- 飞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77 黄东辉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7/ 隋- 丽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72 左（走翼）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1 姚红娟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3 颜胜权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1/141/0 吴兴刚 重庆大学

31/64113 薛- 郁 广西大学

31/64110 杨永栩 广西师范大学

31/6411. 隆正文 贵州大学

31/64115 支启军 贵州师范大学

31/64114 石雁祥 伊犁师范学院

31/64116 梅冬成 云南大学

表 2- 011/ 年 89:; 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依托单位

31/76113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31/76110 胡长文 北京理工大学

31/7611. 王- 锋 北京理工大学

31/76115 罗运军 北京理工大学

31/76114 黄- 桃 电子科技大学

31/76116 贺知明 电子科技大学

31/76117 杨- 峰 电子科技大学

31/7611/ 孙久勋 电子科技大学

31/76112 彭- 波 复旦大学

31/76131 王可嘉 华中科技大学

31/76133 袁- 孝 华中科技大学

31/76130 路松峰 华中科技大学

31/7613. 朱卫华 南京理工大学

31/76135 王永刚 宁波大学

31/76134 韩征和 清华大学

31/76136 王建龙 清华大学

31/76137 凌云汉 清华大学

31/7613/ 程- 诚 清华大学

31/76132 石剑虹 上海交通大学

31/76101 陈- 星 四川大学

31/76103 苏显渝 四川大学

31/76100 欧群飞 四川大学

31/7610. 徐- 敬 同济大学

31/76105 成永红 西安交通大学

31/76104 徐- 鸣 西安理工大学

31/76106 施- 卫 西安理工大学

31/76107 徐- 超 西北工业大学

31/7610/ 董晨钟 西北师范大学

31/76102 冯全源 西南交通大学

31/761.1 冷永祥 西南交通大学

31/761.3 彭汝芳 西南科技大学

·!"·

科学基金



! 物理·"#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45%"$ 王! 兵 西南科技大学

’%#45%"" 周元林 西南科技大学

’%#45%"6 赵登峰 西南科技大学

’%#45%"7 姚远程 西南科技大学

’%#45%"5 解利军 浙江大学

’%#45%"4 刘! 崇 浙江大学

’%#45%"# 许立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王晓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6% 王菲鹿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45%6’ 郑嘹赢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45%6$ 戴! 希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45%6" 屈一至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45%66 张流强 重庆大学

’%#45%67 王敬丰 重庆大学

’%#45’%%! 莫! 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 为重点项目，执行期为 6 年，正常项目执行期为 " 年）

表 ’%! $%%# 年理论物理专款项目资助情况

批准号 负责人 依托单位

’%#64%%’ 李政道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64%%$ 杨振宁 清华大学

’%#64%%" 吕连忠 广西大学

’%#64%%6 刘! 敏 广西师范大学

’%#64%%7 宫! 箭 内蒙古大学

’%#64%%5 谢征微 四川师范大学

’%#64%%4 符彦飙 西北师范大学

’%#64’%’ 王春阳 曲阜师范大学

’%#64’%$ 吴绍锋 上海大学

’%#64’%" 肖思国 湘潭大学

’%#64’%6 李! 刚 安徽大学

’%#64’%7 郝亚江 北京科技大学

’%#64’%5 桑海波 北京师范大学

’%#64’%4 胡! 杰 大连海事大学

’%#64’%# 王林成 大连理工大学

’%#64’%& 公卫江 东北大学

’%#64’’% 岳丽娟 东北师范大学

’%#64’’’ 段! 鹤 广东工业大学

’%#64’’$ 李! 华 哈尔滨师范大学

’%#64’’" 李! 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4’’6 周如龙 合肥工业大学

’%#64’’7 杨友文 合肥工业大学

’%#64’’5 关! 丽 河北大学

’%#64’’4 赵树民 河北大学

’%#64’’# 韩英荣 河北工业大学

’%#64’’& 崔文元 河北师范大学

’%#64’$% 许文娜 河南师范大学

’%#64’$’ 舒维星 湖南大学

’%#64’$$ 郭朝晖 湖南科技大学

’%#64’$" 谢琼涛 湖南师范大学

’%#64’$6 潘启沅 湖南师范大学

’%#64’$7 张佳林 湖南师范大学

’%#64’$5 王光辉 华南师范大学

’%#64’$4 雷卫华 华中科技大学

’%#64’$# 邹明清 华中科技大学

’%#64’$& 陈! 颖 华中科技大学

’%#64’"% 刘! 泉 华中农业大学

’%#64’"’ 许明梅 华中师范大学

’%#64’"$ 郁华玲 淮阴师范学院

’%#64’"" 彭! 菊 淮阴师范学院

’%#64’"6 张昌文 济南大学

’%#64’"7 蓝! 郁 暨南大学

’%#64’"5 卞宝安 江南大学

’%#64’"4 吴良凯 江苏大学

’%#64’"# 胡强林 井冈山大学

’%#64’"& 聂林如 昆明理工大学

’%#64’6% 李延龙 兰州理工大学

’%#64’6’ 张宪民 辽宁大学

’%#64’6$ 左亚兵 辽宁师范大学

’%#64’6" 文灵华 聊城大学

’%#64’66 张! 丹 内蒙古大学

’%#64’67 牛志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4’65 黄德财 南京理工大学

’%#64’64 顾! 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64’6# 张珠峰 宁波大学

’%#64’6& 董! 辉 山东大学

’%#64’7% 陈! 兵 山东科技大学

’%#64’7’ 胡贵超 山东师范大学

’%#64’7$ 温新建 山西大学

’%#64’7" 奚! 萍 上海师范大学

’%#64’76 吴江文 石家庄铁道学院

’%#64’77 郭怀明 首都师范大学

’%#64’75 吴! 丹 苏州大学

’%#64’74 余先桥 西南大学

’%#64’7# 陈元平 湘潭大学

’%#64’7& 谢聚军 郑州大学

’%#64’5% 王! 飞 郑州大学

’%#64’5’ 沈月龙 中国海洋大学

’%#64’5$ 王贤龙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64’5" 郭万磊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64’56 韩惠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64’57 黎! 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64’55 方恒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64’54 黄钢明 中山大学

’%#64$%’ 李! 淼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64$%$ 杨永栩 广西师范大学

’%#64$%" 吴岳良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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