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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学是研究女性在妊娠期、分娩期及产褥期

全过程中，孕产妇、胚胎及胎儿所发生的生理及病

理变化［1］。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指妊娠后发生的

一些疾病或一些妊娠所特有的疾病（子痫、妊娠期

糖尿病、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及胎儿生长受限

等），可危及母儿健康甚至生命，是产科学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与母胎医学及

围产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母胎医学是致力

于母婴健康、减少出生缺陷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

新学科，是当今妇产科领域最为关注的亚专科［2］。

“围产医学”这一概念于 20世纪 70年代被引进国

内，发展历程并不长［3］。围产医学同样是以降低孕

产妇和围产期死亡率，改善母婴健康，提高人口素

质为目标。通过解决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有助

于母胎医学及围产医学的发展，同时为降低孕产

妇、围产期及婴幼儿死亡率提供机会。近年来，随

着科研的进步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中国孕产妇和婴

幼儿死亡率明显降低［2，4］。科研一方面促进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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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领域的资助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掌握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数据库，筛选并获取 1986—2019年申

报并获资成功的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的课题，分析资助项目类型、数目、资金数、研究方向以

及资助单位，剖析该领域学科发展的态势。结果显示，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次对妊娠及

妊娠相关性疾病进行资助，1988—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领域共

计资助 423项研究课题，其中面上项目 202项（47.75%），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66项（39.24%），地

区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25 项（5.91%），其 他 30 项（7.09%）。 项 目 数 量 在 1988—2000 年 为 29 项

（6.86%），2001—2010年增至 60项（14.18%），2011—2019年激增至 334项（78.96%）。资助金额

共计 16 077.65万元，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分别在 2005、2011、2013、2016及 2018年出现资助波峰，

2018 年资助金额达年度最高为 2 014 万元。研究方向位居前三位的依次是妊娠期高血压病

（47.75%）、滋养细胞疾病（22.70%）和妊娠期糖尿病（12.2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该领域的

资助项目逐年增多，资助类型偏向多样化，资助金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为该领域提供了更多的

科研机会，增添了科研人才储备，为解决这类疾病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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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另一方面促进医疗水平的进步，科研与临床医

学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被誉为国内最公平的科研

项目机制，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努力建

设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科学基金体系，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5］。自 20世纪 80年
代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来，有力推动了我国科

学研究的发展，在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以及提升我国

科技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在某一领域的申请和资助情况体现了

该领域基础研究的现状和水平，是该学科发展水平

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众多

领域进行项目基金资助，共资助项目198 993项，累

计金额高达8 367 941万元。医学科学部编号H，有

31个二级代码，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儿（H04）主
要设立30个二级代码，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编号

H04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于 1988年首次对妊娠

及妊娠相关性疾病（H0420）进行资助。本文对

1988—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妊娠及妊娠相

关性疾病领域的资助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掌握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科研人员和临床

工作者的科研选题提供参考依据，为进一步解决妊

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降低孕产妇和围产期死亡率

提供更多机会，从而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人口质

量，促进国家健康发展。同时思考这一领域未来研

究的方向，为科学化的科研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和信

息支撑。

一、资料和方法

（一）资料来源

登陆科学网（http：//www.sciencenet.cn/），依次点

击基金-某一学科中标情况对比-学科分类-医学科

学部（H）-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儿（H04）-妊娠

及妊娠相关性疾病（H0420），批准年度 1986—2019
年，点击查询，获得所需结果。

（二）统计学方法

将检索所得结果输入 Excel2016中，提取资助

项目类型、数目、资金数、申请单位以及研究方向进

行回顾性分析。

二、结 果

（一）年度资助项目数目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 1988—2019年对妊娠及

妊娠相关性疾病的资助项目共计 423项，其中包括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专项基金项目、重点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海外及

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以及重大项目。1988—1997
年项目资助由面上项目总揽，1997年首次出现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自 2005年开

始出现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专项基金项目、应急管理

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以及重大项

目 7种类型项目，但仍少见。其中面上项目 202项

（47.74%），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66项（39.24%），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25项（5.91%），其他 30项（7.09%，

图 1）。从图 1明显看出项目资助数逐年递增，于

2018年达到最高（48项），同时可以看出于 1990、
2001 及 2006 年出现资助空缺。1988—2000 年研

究项目数为 29 项（6.86%），2001—2010 年研究项

目增至 60项（14.18%），2011—2019年研究项目快

速递增至 334项（78.96%）。

图1 1988—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领域资助类别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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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资助金额数目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的资

助金额共计16 078万元，最低0万元，最高294万元，

平均38万元。年度总资助金额变化见图2。1988—
2004年，资助金额无明显波动，随后呈现出波浪式

上升趋势，于2005、2011、2013、2016及2018年出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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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波峰，2018年资助总金额达到年度最高（2 014万
元），2019年又降低至1 363万元。

（三）资助方向年度变化

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妊娠期高血压病［202项

（47.75%）］、滋养细胞疾病［86项（22.70%）］、妊娠

期糖尿病［52项（12.29%）］；流产的研究有 18项，

占比 4.26%；感染的研究有 17项，占比 4.02%；早产

的研究有 14项，占比 3.31%。其他包括妊娠期肝

内胆汁淤积症（10项）、葡萄胎（9项）及胎儿生长受

限（2项）等。以 5年为一阶段，各阶段研究方向项

目资助数出现波动，不过妊娠期高血压病资助项

目数基本稳居第一并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

2016—2019 年资助数目达 81 项，占据此年度的

46.82%。关于妊娠期糖尿病、早产、妊娠期肝内胆

汁淤积症及胎儿生长受限的研究在 2005年之前出

现资助空缺，其中妊娠期糖尿病从2006—2010年的

3项增加至 2016—2019年的 29项，增长了近 10倍。

而关于早产、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及胎儿生长

受限的研究仍然较少。对于葡萄胎的研究课题在

各年度资助数目无明显变化，早产在前几个阶段

无明显变化，而在 2016—2019年呈现倍数增长（图

3）。从 1988—1990年至 2016—2019年，资助总金

额从17万元增长至6 841万元，其中2011—2015年
资助总金额达到最高（7 284万元，图 4）。从图 4
看出妊娠期高血压病的资助金额依然稳居第一，

于 2011—2015年达到最高（3 287万元）。此外关

于妊娠期糖尿病及滋养细胞疾病的科研资助金额

也出现增长趋势。

（四）资助机构分布

从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以来，1988年
首次出现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领域的资助课题2
项，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及复旦大学所申请。随后

出现更多的机构，包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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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8—2019年各机构获得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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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及南京医科大学等（图 5）。

1988—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

学位居申请项目数前列。2001—2010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军医大学跃居第一，复旦大学稳居第二，南京

医科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等其他4所高校并列第五。

2011—2019年，重庆医科大学受资助课题数快速增至

36项，位居第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依次位居

第二及第三，南京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并列第三，受资

助项目数增至24项。浙江大学及北京大学依次位居

第四、第五。可以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妊娠及妊

娠相关性疾病的资助机构基本由高校组成。

三、讨 论

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归属于产科学，是产科

学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危及母儿健康甚至生命。妊

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与母胎医学及围产医学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母胎医学与围产医学主要防治

工作集中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

孕妇与胎儿两者相互影响，作为孕妇，妊娠及妊娠

相关疾病（子痫、胎儿生长受限及妊娠期糖尿病等）

可影响胎儿的发育，而胎儿的疾病（胎儿生长受限

等）也引起母体相关疾病的发生，甚至可协助母体

疾病的诊断［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临床医学资助

的原则就是要突出我国的优势和本学科的特点，强

调对严重危害性疾病及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机制

及诊断与治疗的基础研究［8］。因此，众多学者致力

于研究这些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等，

以期早期识别，及时治疗，最大可能降低母儿发病

率及病死率，提高人口质量。这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发展目标及倡导理念达成一致［9］。《“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五个重大专项行动之一就是“妇

幼健康促进行动”，该文件指出到 2022年和 2030
年，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7.5‰及以下和5‰及以

下，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0.18‰及以下和

0.12‰及以下［10］。可以看到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

的根本要求，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妇

幼健康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一项重要指标，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和未来。医学

科研的基本任务是揭示人体正常机能和疾病机制，寻

找防治疾病的措施。科研贯穿整个医疗过程，其在疾

病检测及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11］。本文

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1988—2019年对妊娠及妊娠

相关性疾病的资助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数据表明资助

数量及资助金额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说明国家对该领

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时也说明妊娠及妊娠相关性

疾病的重要性及该类疾病亟待解决。

基于以上分析，1988—2019年项目资助类别主

要是面上项目，自2010年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

助数出现快速增长，成为第二大项目资助类别，甚

至赶超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涌现，说明

国家对青年人才科研能力的重视，这为培养青年人

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资金的支持，也充分调动了

青年人才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潜能。青年临床

医生不仅要具备临床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同样重

要，两者相辅相成。在当今这个科技创新的时代，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建设好青年科研人才队伍

是带动整个国家有序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鼓励创新，大力提倡临床医师从临床实践

中寻找问题，进行科研基础研究和理论探索，从而

能够将基础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向临床实践过渡［8］，

实现临床与科研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通过对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项目方向进行

系统分析，可以了解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及未

来的发展方向。妊娠期高血压病、妊娠期糖尿病、

胎儿生长受限及早产是当今位居前列的妊娠常见

疾病，不仅威胁着孕产妇、胎儿及婴幼儿健康，同

时也困扰着临床工作者。以上数据显示，妊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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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资助金额基本稳居

第一。研究表明，妊娠期高血压病发病率波动在

2%~8%［12］，但其具体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妊娠期高血压病可造成孕产妇和围产儿不良结局，

是全球孕产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13］。但目前对于

该疾病仍然缺乏早期诊断方法，只能进行对症治

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且产妇的产后远期并

发症不可预知。针对威胁如此之大的疾病，国家和

临床医生均应给予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继

续跟踪妊娠期高血压病项目的资助，为解决该类疾

病付出行动，探寻其发病机制，明确诊断方法及治

疗措施。自2006年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妊娠期

糖尿病领域的资助项目和金额出现快速增长，早产

领域的资助也出现增长趋势，而关于胎儿生长受限

的资助却一直较少。妊娠期糖尿病是目前最常见

的妊娠期并发症，尽管当前治疗可以降低近期新生

儿并发症发生率，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增加了母儿远

期不良结局风险，包括肥胖、糖代谢受损和心血管

疾病等，针对此现象，未来科研和临床工作者应该

着重研究其原因［14］。胎儿生长受限及早产儿有着

远期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等不可逆的损害，可能

给自身、家庭及社会带来负担［15-16］。胎儿生长受限

是围产期主要并发症之一，在我国胎儿生长受限的

平均发病率为6.39%［17］。这类疾病不仅影响胎儿的

生长发育，而且也会面临早产、死胎、死产、新生儿

窒息及认知障碍等近期、远期不良结局［18-19］。其围

产期死亡率也相对较高，接近20%~50%的死产是胎

儿生长受限。在早产之后，胎儿生长受限是围产期

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20］。胎儿生长受限危害大，

影响因素较多，一直是产科医生讨论和研究的热

点。妊娠期应当积极治疗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筛

查高危人群，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适时终止妊娠，

改善围产儿结局［21］。但目前针对该类疾病仍然缺

乏统一的定义及治疗指南，且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

明确，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仍然不高，早期识别

及准确诊断至关重要，未来的科研应该针对目前存

在的问题进行项目资助，解决当前的困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精神，推进科

学前沿探索及基础研究的可持续发展［5］。随着高

通量技术的发展以及测序技术的引进，为科研提

供了平台，为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更多机会。伴随

当今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疾病类型、病因、病理

机制及诊断治疗等也不断演变，将临床与科研相

互结合，是基础医学研究解决临床问题的有效途

径。通过对这些领域科研进行资助，将现代最新

科研成果以不同的方式融入临床中，为解决临床

问题提供极大的帮助［22］。

综上所述，近十余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妊

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领域的资助实现稳步增长，为

产科学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在指

导妊娠及妊娠相关性疾病的防治以及改善母婴预后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母胎医学、围产医学及

临床工作者的科研提供了参考。医学科研的最终目

的是应用于临床，解决临床问题，期望在未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能够增加胎儿生长受限及早产等其他领

域的项目资助，给予该类疾病更高的重视。有专家在

近期的临床科研大会上指出，将未满足的临床问题转

换为科学问题和研究课题，最终得到所需的科研成

果，甚至形成规范和指南。也有专家指出，规范和制

定相关疾病指南需要足够的循证依据，如何将医学科

研成果与指南制定的依据结合，这一问题有待更多学

者去探讨［23-24］。科教兴国，科研兴院，科研不仅有助

于培养科研人才，也有助于临床问题的解决，期望未

来在该领域有更多的资助项目和金额，扩大经费投入

的辐射范围及影响力，从而达到科研临床齐头并进，

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贡献，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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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unding situatio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on pregnancy and pregnancy⁃related diseases

LI Ting1，WU Lan1，XIE Kaipeng2，3，DING Hongjuan1

1.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2. Women’s Health Care Department，3. Medical Research Center，Wom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Nanjing 210004，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pregnancy and pregnancy ⁃ related diseases sponsor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systematicaly，grasp the research focus in the 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thu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clinical workers in this field. Through the
database of NSFC of China to screen and gain funded project type，number，fund，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funding units from 1986 to 2019，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s field. In 1988，the NSFC funded this
field for the first time. NSFC has funded a total of 423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field from 1988 to 2019，
including 202 general projects（47.75%），166 youth projects（39.24%），25 local projects（5.91%），and 30
other projects（7.09%）. The number of projects was 29（6.86%）from 1988 to 2000，increased to 60（14.18%）

from 2001 to 2010，and increased rapidly to 334（78.96%） from 2011 to 2019. The total amount of funding
was 160 776 500 yuan，showing a wavy upward trend. Funding peaks appeared in 2005，2011，2013，2016
and 2018 respectively，and the annual maximum amount of funding in 2018 was 20.14 million yuan. The top
three were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47.75%），trophoblast（22.70%）and gestational diabetes（12.29%）. The
number of funded projects in this field increases year by year，the types of funding are more diversified，and
the amount of funding gener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which provides mo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or this
field. In this way，the fund can also be used to enh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city and increase the reserv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so as to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solving such diseases.

Key words：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pregnancy and pregnancy ⁃ related
diseases；research project；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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