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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面 上

青 年

地 区

重 点

重 大

杰 青

优 青

创新群体

科学中心

重大仪器
(自由申请)

重大仪器
(部委推荐)

重点国际合作

NSAF联合

核技术联合

理论物理专款

合计

2022年

申请
项数

1654

1522

130

119

2

130

167

9

3

29

6

5

199

29

256

4260

资助
项数

372

393

25

20

1

11

15

1

0

1

0

1

43

7

102

992

资助经
费/万元

20506

11670

806

5821

1481

4400

3000

1000

0

880

0

250

7220

1931

6000

64965

资助率

22.5%

25.8%

19.2%

16.8%

50.0%

8.5%

9.0%

11.1%

—

3.4%

—

20.0%

21.6%

24.1%

*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55.1

29.7

32.2

291.1

1481.0

400.0

200.0

1000.0

—

880.0

—

250.0

1600.0 (中心)
300.0 (重点)
49.1 (培育)

275.9

*

—

2021年

申请
项数

1428

1428

114

95

5

123

149

9

2

28

4

5

177

31

244

3842

资助
项数

324

378

22

20

2

9

16

1

1

3

0

1

36

9

107

929

资助经
费/万元

19735

11220

814

6270

2997

3600

3200

1000

6000

2258.6

0

250

3780

2310

4500

67934.6

资助率

22.7%

26.5%

19.3%

21.1%

40.0%

7.3%

10.7%

11.1%

50.0%

10.7%

—

20.0%

20.3%

29.0%

*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60.9

29.7

37.0

313.5

1498.5

400.0

200.0

1000.0

6000.0

752.9

—

250.0

300.0 (重点)
49.3 (培育)

256.7

*

—

文章简要综述 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简称基金委)数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二处(简称

物理 II)科学基金项目的受理、评审和资助情况以

及 2023年度申请注意事项，供相关科研人员和科

研管理者参考。

1 基金项目概况

物理 II主要资助基础物理、粒子物理、核物

理、加速器反应堆与探测器、等离子体物理、核

技术及其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负责受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基金(简称NSAF联合基金)、理论物理专款等

特殊类型的项目，还有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中涉

及物理 II领域的项目。2022年，物理 II共接收各

类基金项目申请 4260项，资助 992项，资助总经

费 6.50亿元。表 1列出了 2022年物理 II各类基金

项目申请与资助的总体情况，为方便对比同时列

出了2021年的数据。

物理 II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的总体情况

如下：

(1)申请量整体继续呈现上升趋势：面上项目

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简称青年项目)申请量较

2021 年增幅分别为 15.8% 和 6.6% (图 1)；重点项

2023－01－16收到

† email：lihh@nsfc.gov.cn
DOI：10.7693/wl20230210

2022年度物理科学二处科学基金评审
工作综述
孙世峰 刘 鹏 王接词 李会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二处 北京 100085)

表1 物理科学二处各类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 由于涉及到不同项目类型，所以没有给出平均资助率和资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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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申请量增幅为 25.3%，增幅较大；NSAF联合基

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优青项目)申请

量增幅分别为12.4%和12.1%。

(2)资助率整体下降：重点项目、核技术联合

基金项目和优青项目资助率有所下降，降幅分别

为 20.2%、16.9% 和 16.4% (图 1)；面上项目、青

年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地区项目)资助

率略有下降；杰青项目和 NSAF联合基金资助率

提高，增幅分别为15.6%和6.2%。

(3)资助强度：核技术联合基金项目平均资助

强度由 256.7 万元/项增加到 275.9 万元/项；面上

项目、地区项目和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均有一

定幅度的降低。

(4)依托单位统计：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能

够整体呈现物理 II 的学科特点，这两类项目的

申请依托单位数 533个，较之 2021年度的 477个

有所增加；获资助依托单位数 232个，依托单位

获资助比例为 43.5%。所有类型项目的申请依托

单位数 584 个，获资助依托单位数 262 个，依托

单位的获资助比例为 44.9%。根据总经费的排

序，表 2 列出前 10 位的获资助单位及获资助项

目和经费的分布情况，资助经费合计约 2.2 亿

元，约占物理 II本年度总经费的 33.6%。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资助项目数和获资助经

费最多。

2 各类项目的情况分析

2.1 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

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

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

科学研究。2022年资助面上项目 372项，资助率

为 22.5%，平均资助强度由 2021年的 60.9万元/项

降低为 55.1万元/项。青年项目注重培养青年科技

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和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2022 年资助青年项目 393 项，资助率为 25.8%，

资助数和资助率均高于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实行

经费包干制，每项资助经费为 30万元(资助期限 3

年)；仅在站博士后可根据在站时间灵活选择资助

期限，经费按每年 10万元资助。地区项目的特点

是旨在培养和扶植特定地区的科技人员，为区域

创新体系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2022年资助地区

项目 25项，资助率为 19.2%，平均资助强度 32.2

万元/项，较2021年的37.0万元/项略有降低。

2022年，面上和青年项目的总资助经费占物

理 II 所有资助经费的 49.5%，相比于 2021 年的

45.6%略有上升。2022年面上和青年项目的总申

请量相比于 2021年的增长率为 11.2%，不同二级

学科的申请量增长率相差较大(图 2)。申请量增加

表2 主要获资助单位的资助项目数和经费情况(按总经费排列)

注：不含NSAF中心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大学

兰州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

面上/
项

28

10

9

6

6

6

6

7

1

15

青年/
项

19

16

3

4

11

6

6

2

3

10

重点、
重大/项

2

1

2

—

1

2

1

2

1

—

创新研究
群体/项

—

—

—

—

—

—

—

—

1

—

杰青/
项

1

1

1

—

1

1

—

1

—

—

优青/
项

1

1

—

—

1

—

1

—

—

1

重大仪
器(自由
申请)/项

1

—

—

—

—

—

—

—

—

—

NSAF/
项

1

1

—

—

1

1

—

—

—

1

理论专
款/项

3

4

7

3

4

3

—

2

1

—

核技术
联合/项

—

1

—

—

—

—

2

—

—

—

总项目
数/项

56

35

22

13

25

19

16

14

7

27

总经费
/万元

4281

3540

3167

1688

1654

1596

1577

1508

1453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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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最大的是A28加速器、反应堆与探测器(增长

率 19.2%)，其次是A26粒子物理和A30核技术及

其应用(增长率均为 14.2%)。对于面上和青年项

目，六个二级学科的资助率基本一致(图 3)，粒子

物理和核物理研究队伍相对较小，资助率略高。

2.2 重点、重点国际合作、重大仪器、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支持已有较好基础的科学技术人员

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基础研究，促进学科发

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2022年项目指南发布 22个物理 II相关重点项目研

究领域，共接收申请 119项，资助 20项(表 3)，资

助率为 16.8%，资助经费 5821万元，平均资助强

度为291.1万元/项。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围绕科

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研究

领域、我国科学家组织或参与的国际大型科学研

究项目或计划，以及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与境

外合作者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接收申请 5 项，

资助1项(表3)，资助经费250.0万元。

重大仪器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

科学目标为导向，资助对促进科学发展、探索自然

规律和开拓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创性科研

仪器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以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

能力。分为“自由申请”和“部门推荐”两个亚类，

其中“自由申请”项目经费应小于 1000万元/项，

“部门推荐”项目经费应大于或等于1000万元/项。

“自由申请”项目接收申请 29项，资助 1项(表 3)，

资助率 3.4%(远低于基金委平均资助率 11.8%)，

资助强度 880.0万元/项。“部门推荐”项目接收申

请6项，未有项目获资助。

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

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

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

究，充分发挥支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

究源头创新能力。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数理科学部每年面向科

技界征集重大项目立项建议。数理科学部在广泛

征求科研人员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

展规划和优先发展领域，择优推荐进入科学部专

家咨询委员会议汇报并讨论，经投票表决，遴选

重大项目立项领域并制定年度重大项目指南。申

请人和依托单位按照基金委公开发布的重大项目

指南提出申请。每个重大项目应当围绕科学目标

设置不多于 5个课题，课题之间应当有机联系并

图1 2022年相比于 2021年各类项目申请量和资助率的变化

情况

图2 各二级学科面上和青年项目的申请量增长率

图3 各二级学科面上和青年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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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学科交叉。物理 II重大项目指南发布 2个研

究方向，接收申请 2项，资助 1项(表 4)，资助强

度1481.0万元/项。

2.3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

创新研究群体

优秀青年和杰出青年项目属于国家科技人才

计划，支持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

研究，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2018年科学基

金改革以来，人才类项目资助规模持续增长。

优秀青年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

好成绩的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培育一批有望进入

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优秀青年项目接

收申请 167项，资助 15项(表 5)，其中女性获资助

4 项，资助经费为 3000 万元，资助强度为 200 万

元/项，资助经费实行包干制。

杰出青年项目是优秀青年项目的上一层次人

才计划，注重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

绩的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吸引海外人才，培养造

表3 重点、重点国际合作和重大仪器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批准号

12235001

12235002

12235003

12235004

12235005

12235006

12235007

12235008

12235009

12235010

12235011

12235012

12235013

12235014

12235015

12235016

12235017

12235018

12235019

12235020

12220101005

12227810

项目名称

希格斯物理和新物理

磁约束核聚变装置中边界钨杂质行为模拟研究

强激光作用下氪氙同核异能态激发研究

FLASH光子放疗联合肿瘤免疫治疗的最适物理参量及生物机制研究

空间电荷效应下高亮度超快电子束产生与太赫兹操控理论与技术研究

基于CMOS的多晶钙钛矿X射线平板探测器关键问题与技术研究

经典和量子可积性若干前沿问题探索

重夸克物理和标准模型精确检验

离子束新型纳米材料制备及其在介电光学材料改性中的应用

多信使时代核物质状态方程研究

同步辐射与自由电子激光用X射线聚焦镜超精密制作与调控方法

高能量分辨X射线成像探测器可重构像素型读出ASIC关键技术研究

大尺度强脉冲伽马辐射场调制与多维度时空分布诊断技术研究

惯性约束聚变等离子体界面动理学效应研究

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诱导的二氧化钒超快相变动力学研究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早期宇宙及致密星体的夸克物质与QCD相变

BESIII实验上1-+轻奇特强子态的系统研究

利用重味强子弱衰变研究奇特强子态的结构和性质

引力波物理及数据分析研究

近库仑势垒能区奇特核反应机制研究

基于双能瞬发γ探测的BNCT实时硼浓度/硼剂量监测新方法研究

基于能量分辨中子成像的大深度应力测量仪器研制

负责人

曹庆宏

王德真

符长波

邵春林

樊宽军

孙向明

楼森岳

司宗国

陈 峰

陈列文

黄秋实

高 武

黑东炜

谷渝秋

邹崇文

黄 梅

刘北江

赵 强

郭宗宽

林承键

汤晓斌

孙志嘉

依托单位

北京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宁波大学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核技术研究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资助金
额/万元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292

291

291

291

291

250

880

项目类型

重点

重点国际合作

重大仪器
(自由申请)

表4 重大项目及课题资助情况

项目批准号

12293060(项目)

12293061(课题)

12293062(课题)

12293063(课题)

12293064(课题)

12293065(课题)

项目名称

基于国产超算的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奇特强子态的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研究

强磁场下的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研究

强子结构及其重整化的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研究

对新物理敏感的若干强子矩阵元的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研究

基于国产超算的格点软件与数据

负责人

刘 川

刘柳明

丁亨通

杨一玻

刘 川

陈 莹

依托单位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资助金额/万元

1481

290

281

290

33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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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杰

出青年项目接收申请 130项，资助 11项(表 5)，资

助项目数较 2021年增幅 22.2%，资助经费为 4400

万元，资助强度为 400万元/项，资助经费实行包

干制。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支持国内外优秀学术带头

人自主选择研究方向、自主组建和带领研究团队

开展创新性的基础研究，攻坚克难，培育和造就

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团队。创新

研究群体项目接收申请 9项，中国科学院大学郑

阳恒教授团队获得资助(表 5)，研究领域是强子

物理。

2.4 NSAF联合基金

基金委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于 2001年共同

设立的“NSAF联合基金”，旨在吸引和调动全国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优秀团队，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开展

多学科交叉融合前瞻性研究，促进开放和交流，

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2022 年度资助“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

目”和“中心项目”三类项目。培育项目旨在扩

大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承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的

开放共享，促进交流合作；重点支持项目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关领域关键瓶颈问题，面

向未来潜在应用和学科交叉创新，开展前瞻

性、颠覆性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项目主要对部分

重要基础研究领域予以稳定资助。共接收申请

199项，资助 43项，其中培育项目 33项、重点支

持项目 8项(表 6)、中心项目 2项(表 6)，资助经费

7220万元。

表5 优秀青年、杰出青年和创新群体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批准号

12222501

12222502

12222503

12222504

12222505

12222506

12222507

12222508

12222509

12222510

12222511

12222512

12222513

12222514

12222515

12225501

12225502

12225503

12225504

12225505

12225506

12225507

12225508

12225509

12225510

12225511

12221005

项目名称

聚变堆材料辐照损伤

本底射线测量技术与方法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

开放量子体系

极低本底暗物质和中微子探测

纳米载体靶向输运的统计物理研究

强场QED物理研究

原位同步辐射软X射线谱学技术及应用

核技术与农田重金属污染

聚变堆等离子体与壁相互作用

极端条件下的原子核物理

先进核探测技术及核电子学

电子直线加速器中的常温高梯度加速结构

核天体物理

量子相变的非平衡动力学研究

激光加速器中的靶科学与技术

高能核物理理论

高能核物理理论和唯象

奇特核实验及相关理论研究

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核能材料辐照损伤

噪声中的量子计算

同步辐射技术及应用

高能物理实验

量子场论、弦论和数学物理

等离子体太赫兹物理

强子物理研究

负责人

袁 悦

刘圆圆

梁 剑

金 亮

孟 月

丁泓铭

李彦霏

郑旭升

赵甲亭

周海山

董建敏

赵承心

方文程

谌阳平

阴 帅

马文君

黄旭光

秦广友

王守宇

陈 民

冉 广

李 颖

宋 礼

房双世

何 颂

常 超

郑阳恒

依托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苏州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200

400

1000

项目类型

优秀青年

杰出青年

创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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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基金委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共同出资设立“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加强

面向国家核技术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技术研究，

推动核技术行业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指南方向涉及物理、化学和材料等研究领

域，全部以“重点支持项目”的形式予以资助。

物理 II 接收有关核物理和核技术领域的申请 29

项，共资助 7项(表 7)，资助率 24.1%，资助经费

共 1931万元。

2.6 理论物理专款

“理论物理专款”于 1993年设立，旨在促进

我国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发展，培养相关优秀人才，

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在战略决

策上应有的指导和咨询作用。

2022年度资助“创新研究中心项目”、“重点

专项”、“博士后项目”、“前沿讲习班”和“文化

与传播项目”五类项目。创新研究中心项目旨在

支持高端和前沿问题的理论物理研究与论坛，力

争以前沿性、交叉性和创新性为目标，动员全国

优秀的理论物理研究力量，集中攻关，协同创新。

重点专项资助具有理论物理特色的前沿研究，支

持以学科的重要科学问题为导向、理论物理思想

为指导，推动物理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博士后

项目意在鼓励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入站博士后开

展创新研究工作，培养理论物理学科领域的优秀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前沿讲习班项目是为理论物

理青年学者开设系列课程，系统训练基础理论，

使青年学者深入了解理论物理学科前沿。文化与

传播项目资助理论物理专著和科普著作的出版、

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和理论物理菁英学校。共接

收申请 256项，资助 102项，其中研究中心项目 3

表6 NSAF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和中心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批准号

U2230201

U2230202

U2230203

U2230204

U2230205

U2230206

U2230207

U2230208

U2230401

U2230402

项目名称

针对复杂电磁场景微波图像的智能轻量化效能梯度感知技术

满足特种环境要求的密度高可控聚芳醚发泡材料构筑和长期
服役稳定性的基础研究

不可重复过程动力学的超快光谱探测

多层异质预紧球体结构层间应力松弛的超声导波监测和评估研究

金属铀表面微纳结构设计、调控及耐蚀性能研究

复合敏感微传感器时/空耦合误差机理与智能校正技术研究

基于极化分析的中子小角散射及自旋回波非弹技术应用研究

复杂物理过程高维不确定性量化方法研究

超高压强关联体系建模问题理论和实验结合的前沿突破

多体系物理模拟与功能设计研究

负责人

谷源涛

李光宪

董 辉

关雪飞

刘柯钊

陈 凯

闫海洋

陈坚强

毛河光

罗民兴

依托单位

清华大学

四川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资助金额
/万元

300

1600

项目
类型

NSAF
重点

NSAF
中心

表7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项目批准号

U2267205

U2267206

U2267207

U2267208

U2267209

U2267210

U2267211

项目名称

核子分离阈附近的原子核能级性质研究

多参数关联条件下反应堆冷却剂泵失效预测方法研究

基于数字孪生数据驱动及基波提取改进源倍增新方法的宽范围次临界
反应性在线准确测量研究

等离子体与兆电子伏离子协同辐照下钨损伤及表面原位氘滞留特性研究

核聚变等离子体中高功率毫米波源相干汤姆逊散射测量技术研究

空间混合辐射场下电子器件的中子单粒子效应研究

钙钛矿半导体探测器中信息载流子的传输及收集机理研究

负责人

王友宝

陈 智

于 涛

叶民友

黄 梅

郭 刚

何亦辉

依托单位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南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苏州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296

283

262

315

215

28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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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表 8)、重点专项 4项(表 8)、博士后项目 80项、

前沿讲习班 11项和文化与传播项目 4项，资助经

费6000万元。

2.7 科学基金改革工作情况

新时代科学基金提出了“明确资助导向，引

导提升项目申请质量；完善评审机制，激励科学

公正的项目评审；优化学科布局，引导夯实科学

发展基础”三项核心改革任务。2022年，物理 II

面上、青年和重点项目继续试点基于四类科学问

题属性的分类评审。

按照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类，图 4给出了面

上和青年项目整体的申请和资助统计情况。整体

而言，“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类(B类)和“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类(C类)的项目申请较多，占比

分别为 52.1% 和 37.9%；“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类(A类)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类(D类)项目

申请较少，占比分别为4.5%和5.5%。对于受资助

情况，B类的占比进一步增加为 60.3%，其他三类

的占比均有所减小。各二级学科申请和资助的科

学问题属性分布情况：基础物理、粒子物理和核

物理属于 B 类研究居多的学科(申请占比均大于

75%)，等离子体物理属于B类和C类研究均较多

的学科(申请占比均大于 40%)，加速器反应堆与

探测器和核技术及其应用属于C类研究居多的学

科(申请占比约60%)。每个二级学科B类资助项目

占比都比申请占比高。图 5给出了面上、青年和

重点项目三种项目类型按照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

和资助统计情况：每种项目类型B类和C类的申

请占比均较高，B类的资助占比均进一步增加。

按照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的总体部署，对

面上、青年和重点项目进行“负责任、讲信誉、

计贡献”(简称 RCC)评审机制试点，引导评审专

家负责任地评审，提升项目评审质量。在评审工

作开始前，将上述项目通讯评议意见一致性、资

助结果一致性和通讯评议意见平均字数等客观统

计数据反馈给评审专家参考。根据申请人对函评

意见的反馈情况，超过 80%的申请人认为函评意

见很有帮助或有帮助。

3 2023年度申请注意事项

2023年基金委将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科

学基金资助体系，提升资助管理效能。建议依托

单位和申请者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以及与申请有关的通知、

通告等，尤其关注以下几点：

(1)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作为

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

合计限为 1项，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和正在承担

的项目数合计限为 2项。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职称)人员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 2022年

(含)以前批准资助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

总数范围，2023年(含)以后批准(包括负责人和主

要参与者)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晋

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后，原来作为负责

项目批准号

12247101

12247102

12247103

12247104

12247105

12247106

12247107

项目名称

理论物理专款兰州理论物理中心

理论物理专款复杂系统理论物理中心

理论物理专款彭桓武高能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面向复杂系统的统计物理理论与计算方法

基于两类固态人工量子体系的非经典性与
量子传感新机理理论研究

热化动力学

高能核核碰撞、低能标核结构及机器学习的
前沿交叉研究

负责人

罗洪刚

马余强

卢建新

周海军

匡乐满

赵 鸿

宋慧超

依托单位

兰州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

湖南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大学

资助金额/万元

1200

300

1200

300

资助期限/年

4

1

4

4

项目类型

理论物理
研究中心

理论物理
重点专项

表8 理论物理专款中心项目和重点专项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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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

原来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

(2)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国家科技人才计划

统筹衔接的要求，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只能

承担一项，不能逆层次申请。在同层次以及上一

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任何一类支持期内和支持

期结束后，不得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

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任何一类支持期内和支持

期结束后，不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联合限项，包括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等，科研人员同

期申请和承担的项目数原则上不得超过2项。

(4) 调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限项规定，获得项

目资助的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做

出决定之后至资助期满前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除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中的战略研究项目、专

项项目中的科技活动类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5) 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为科研人

员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减少因研究期限等信息填

写错误而导致的项目不予受理。对于非在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的面上、青年、地区、

重点、优秀青年、杰出青年、创新群体、基础科

学中心、重大仪器和重大项目，其研究期限由信

息系统结合项目类型自动生成，申请人不可更改。

申请人在提交项目申请前，应就申请材料全部内

容征得主要参与者和合作研究单位同意。申请书

基本信息中的合作研究单位信息由信息系统自动

生成。

(6) 近年来，基金委加强了对申请书相似度和

引文真实性的筛查。申请人不得将本人已获资助、

他人已获资助或他人未获资助的申请书作为自己

的申请书提交。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填写论文、

专利等研究成果时，应如实规范填写期刊名称、

作者署名和发表时间等信息，作者顺序必须与正

式发表的论文等保持一致，不能错标和漏标。

(7) 将在 2023 年下半年发布理论物理专款申

请通知，请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的

通知通告栏。

图5 面上、青年和重点项目按照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和资

助占比

图4 面上和青年项目整体按照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统计图 (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C：需求牵引，突

破瓶颈；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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