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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香蕉相关研究的情况

徐　亚，杨　振，李琼亮，李新国
（海南大学 园艺学院，海口 570228）

摘    要： 通过查找 2009—2018 年基于香蕉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

结果表明:近 10 年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香蕉研究项目有 122 项，资助经费为 5 602 万元；资助项

目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部，有 102 项，共 4 668 万元；项目负责人获得资助项目数最多的是陆旺金、张喜瑞各

3 项；从依托单位来看，排名前三位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28 项）、华南农业大学（21 项）、海南大学

（16 项）；在资助项目类别中，面上项目（40 项）占比 33%、青年科学基金（52 项）占比 42%、地区科学基金

（26 项）占比 21%。同时，笔者还探讨了香蕉研究项目获资助的变化趋势，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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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Musa spp.）作为芭蕉属的典型代表植物，是世界重要的水果作物，被称为第四大粮食作物，也是

世界贸易第一大宗水果，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1 − 3]。香蕉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海南、云南、广东、广西、福

建等地[4]，现已成为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农业的支柱产业，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5]。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体现依托

单位和科研人员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的重要标志[7]。目前，人们已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医学科学部肿

瘤学项目[8]、口腔医学领域项目[9] 及农业信息学领域的资助情况[10] 等进行过分析，但有关香蕉研究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情况的分析尚未见报道。因此，笔者对有关香蕉研究（2009—2018 年）获国家科

学基金资助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了有关香蕉研究和相关学科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并就香蕉的资助情

况等提出了相关的看法和建议，旨在了解当前我国香蕉研究的进展，同时，也为以后香蕉的项目申报提供

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中的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 (http://
output.nsfc.gov.cn) 和 letpub 最新科学基金结果查询系统（http://www.letpub.com.cn）。笔者通过资助项

目、资助类别、项目名称、依托单位等进行检索，查询所需要的数据。

1.2    数据处理    将获取的不相关数据和统计结果筛除后，用 EXCEL 进行处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香蕉不同研究领域获得资助的情况    2009—2018 年，有关香蕉研究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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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项，资助金额 5 602 万元。从表 1 可知，生命科

学部获 102 项资助，平均每项 45.8 万元，共 4
668 万元。数理科学部获 3 项资助，平均每项 46 万

元，共 138 万元。化学科学部获 2 项资助，平均每

项 34 万元，共 68 万元。地球科学部获 9 项资助，

平均每项 29.1 万元，共 262 万元。工程与材料学部

获 5 项资助，平均每项 43.2 万元，共 216 万元。其

他学部获 1 项资助，单项资助金额最高，250 万元，

“其他学部”所获资助属于 NSFC-广东联合基金。

如表 1 所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香蕉研究的项

目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部。

2.2    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获资助负责人情况

分析    表 2 是近 10 年来，香蕉研究领域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位列前 18 的负责人及项目

依托单位。从表 2 中可知，受资助项目最多的是陆旺金（华南农业大学）、张喜瑞（海南大学）都是 3 项，其

余的人均为 2 项。

 
表 1    不同科学领域有关香蕉研究获得国家

自然基金资助的数量与金额

Tab. 1    Number and amount of grants from the NSFC for
research on banan in different scientific fields

学科分类
Disciplines

基金项目数/项
Number of

NSFC projects

资助金额/
万元

Grant amount

平均金额/
万元

Average
生命科学部 102 4 668   45.8

数理科学部     3    138   46   

化学科学部     2      68   34   

地球科学部     9    262   29.1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5    216   43.2

其他学部     1    250 250   

合计 122 5 602 448.1

 
表 2    香蕉研究 2009—2018年获资助项目数前 18名的负责人情况

Tab. 2    Project chiefs of the top eighteen projects for research on banana funded by NSFC in 2009—2018

负责人
Project chief

基金项目数/项
Number of NSFC projects

资助总金额/万元
Total grand fund

依托单位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陈建业 2 145 华南农业大学

邝健飞 2   87 华南农业大学

李敏慧 2   82 华南农业大学

陆旺金 3 441 华南农业大学

李新国 2   83 海南大学

阮云泽 2 141 海南大学

张喜瑞 3 105 海南大学

胡春华 2   7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黄永红 2 102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1）、青岛农业大学（1）

李春雨 2 11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段学武 2   89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云泽　 2   88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朱虹　 2   89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何全光 2   88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孙健　 2   84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刘菊华 2 145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彭军　 2 26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盛占武 2   8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

488 热 带 生 物 学 报 2020 年



2.3    有关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每年获资助项目数情况分析    在 2009—2018 年间，有关香蕉研究

NSFC（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目为 122 项。2009—2018 年每年获得资助情况如图 1 所示：2009 年

6 项；2010 年 8 项；2011 年 13 项；2012 年 15 项；2013 年 17 项；2014 年 10 项；2015 年 14 项；2016 年

12 项；2017 年 16 项；2018 年 11 项。由图 1 可知，有关香蕉研究获资助项目最多的年份 2013 年，获资助

最少的年份是 2009 年，从总体趋势上来看，2009—2012 年，每年香蕉研究获资助项目逐步增多，随后

2012—2013 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但每年获资助的项目依旧稳定在 10 个以上。从 2009 年开始获得项目

资助较多的原因可能与当时香蕉种植规模的扩大，香蕉病虫害发病率高有关。

2.4    有关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每年获资助金额情况分析    在 2009—2018 年间，有关香蕉研究获

资助金额共 5 602 万元，由图 2 可知，2009—2018 年获到资助的金额合计如下：2009 年为 162 万元；

2010 年为 233 万元；2011 年为 676 万元；2012 年为 889 万元；2013 年为 631 万元；2014 年为 535 万元；

2015 年为 495 万元；2016 年为 621 万元；2017 年为 713 万元；2018 年为 647 万元。有关香蕉研究获资助

金额最多的年份在 2012 年，获资助金额最少的年份是 2009 年。在 2009 年至 2012 年间每年资助金额都

在增长，而且幅度较大，说明国家在这几年间对香蕉的研究更加重视；而在 2012 至 2015 年间资助金额出

现了下滑，随后呈上升的趋势；2017 至 2018 年呈稍微下降的趋势。

2.5    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获资助项目数排前 6 名的依托单位     由图 3 可知，有关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获资助项目数排名前六的依托单位分别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28 项（其中，热带生物

技术研究所 10 项、海口实验站 7 项、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6 项、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5 项）、华南农业

大学 21 项、海南大学 16 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13 项（其中果树研究所 8 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4 项、植

物保护研究所 1 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9 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8 项。有关香蕉的研究

获得自然基金资助所在地区主要位于广东省和海南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大学

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在香蕉有关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优势明显，占所有依托单位的

63.93%。

2.6    有关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获得资助项目类别情况分析    如图 4 所示，在 2009—2018 年，有关

香蕉研究获得国家自然基金资助的 122 个项目中，面上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 33%，合计 40 项；青年科学

基金约占项目总数的 42%，合计 52 项；地区科学基金约占项目总数的 21%，合计 26 项；重点项目约占项

目总数的 1%，合计 1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 2%，合计 2 项；联合基金项目约占

项目总数的 1%，合计 1 项。从图 4 中可以看到，面上项目在这 10 年间对于香蕉研究的资助项目数占比

居第二，达到 33%，说明国家对于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相当看重。而有关香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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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每年获资助项目数

Fig. 1    Number  of  projects  funded  annually  for  research  on
banana from 200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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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每年获资助金额

Fig. 2    Annual  funding  for  research  on  banana  from  200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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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至 2018 年间获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数占比也很高，达到 21%。说明我国对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科技

工作人员和优秀人才给予大力支持，同时也说明了国家对一些教育和技术欠发达地区的重视程度。

3    讨　论

笔者主要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角度，定量分析了近 10 年来有关香蕉资助项目的资助现

状和发展趋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9—2018 年基于香蕉研究资助的项目数为 122 项，资助总金额

5 602 万元。资助类别以面上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主。通过分析，笔者还发现

香蕉的研究在重点项目、国际交流（合作）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涵盖面比较少，在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

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还未获得过资助。笔者建议，应集成有限的资源,
汇聚和培养高水平的香蕉科研人才, 打造科学研究的新高地[11]。

有关香蕉抗枯萎病和香蕉抗寒机制研究，是当前香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在 2009—
2018 年有关香蕉抗枯萎病研究共有 38 项获得资助，有关香蕉抗寒研究共有 10 项获得资助。抗枯萎病研

究是当前香蕉研究的热点，其中，生防菌的发掘并应用是香蕉抗枯萎病研究的重点。利用育种手段培育

出抗香蕉枯萎病的品种是防治香蕉枯萎病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研究人员已经选育出‘南天黄’、‘粉杂

1 号’和‘中蕉 9 号’等抗枯萎病品种[12]。近年来，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有关香蕉抗寒的分子水平研究取得

了较大进展，但多处于抗寒相关的单基因研究阶段，对于各基因产物之间相互联系、总体水平揭示香蕉抗

寒分子机制研究较少。在今后香蕉的相关研究和课题申报中，香蕉抗枯萎病和抗寒研究仍是重点，这需

要国家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加快攻克这一难题。

香蕉研究在经费方面来源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外，还有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厅、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广西农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等。相信在政府支持和多

方面资金的资助下，相关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对于今后香蕉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申报，笔者提出以下 2 点建议：一是选题要新颖并且

科学合理，建议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运用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手段进行科学研究，提

高研究的新颖性。二是申报可以考虑现阶段的研究侧重点，香蕉相关病害研究、成熟与衰老分子机制研

究、抗寒研究是现阶的 3 个立项侧重点，占据近 10 年得到资助总项目数的 59.84%，同时，还可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运用更科学的思路和方法，提炼出更新颖且富有创造力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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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关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获资助项目数排前

6 名的依托单位

Fig. 3    The  top  six  supporting  units  in  research  on  banana
from 200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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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有关香蕉研究 2009—2018 年间获资助项目类别情况

Fig. 4    Categories  of  projects  funded  for  research  on  banana
from 200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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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jects of Research on Banana Fund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2009—2018

XU Ya,   YANG Zhen,   LI Qiongliang,   LI Xinguo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1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C) for  research on
banana from 2009 to 2018, the status of the NSFC projects for research on banana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22  projects  of  research  on  banana  were  fund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a total funding of 56.02 million yuan. Of the total projects, 102 projects were
mainly  fund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under  the  NSFC,  totaling  46.68  million  yuan.  Project
chiefs Dr. Lu Wangjin and Dr. Zhang Xirui implemen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NSFC projects, 3 projects each.
The top three institutions that received most projects were 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28 project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1 projects), and Hainan University (16 projects). For the
types  of  NSFC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SFC  the  general  program  (40  projects)  accounted  for  33%,  Young
Scientist Fund (52 projects) for 42%, and Fund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26 projects) for 21%.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NSFC  projects  funded  for  research  on  banana  were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NSFC projects.
Keywords：banana；NSFC；funding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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