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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基础科学 （化学、生物学）研究院 2023年度

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和陕西省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

排，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强化战略科

技力量；为实现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提高

基础学科（化学、生物学）影响力，陕西基础科学（化学、生

物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计划启动实施 2023年度

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根据实施方案部署，现发布《陕西基

础科学（化学、生物学）研究院 2023年度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根据陕西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技问

题，结合化学与生物学学科发展前沿，开展战略性、基础性、

前瞻性研究，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带

头人，不断增强我省化学与生物学相关研究在国际和国内的核

心竞争力，产出国际领先、具有长远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实现

重点领域对国际前沿的引领，在原创性基础和理论研究中取得

突破，为化学合成、生物医药、人口健康等领域提供基础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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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科学问题

（一）陕西地区化石能源、植物资源以及富硒资源的绿色

开发利用过程基础与应用基础科学问题；

（二）秦巴山区及周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维持机制、

重要经济作物基因组学与特别性状关联分析及历史演化等；

（三）植物生长发育、光合作用、有性生殖的过程与调节

机制，动物胚胎发育、组织再生及损伤修复过程中细胞及分子

调控，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基因组和表观遗传表达和调控失

衡的作用机制，微生物的环境适应性机制；

（四）针对陕北油气资源及产业链延伸需求，重点开展化

工过程中的产品过滤分离、绿色节能降耗、材料化学、新型功

能材料等领域的行业共性技术瓶颈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五）针对某些疾病和生理现象的生成机理、生命体关键

蛋白质机器动态组装与功能调控的分子机制、细胞命运决定过

程中蛋白质糖基化和类泛素化修饰的规律和调控机制。

三、2023 年度重点项目资助研究方向

3.1 合成与分析化学方向

3.1.1 重要药用价值多环生物碱的全合成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具有多种重要药用价值多环生物碱在新药

研发初期中自然含量稀少与结构单一的关键瓶颈问题，建立原

创、快捷的多环构建新策略，研发复杂多环含氮结构的实用型

高效合成新方法，揭示相应多环生物碱分子结构与药用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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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效关系。

考核指标：完成多环构建新策略的创建，实现对复杂多环

含氮结构具有良好实用性的合成新方法开发；成功建立相应多

环生物碱的全合成方案；发表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质量学术

论文，申请/获得核心技术专利 1-2项。

3.1.2 无机-有机多孔材料合成及其分离纯化功能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双碳”战略目标以及低碳烃等纯化在现代

石油、化工、煤炭等工业中的重要地位，面向陕北石油煤化工

对新型功能材料的迫切需求，设计创制能够更低成本分离纯化

低碳烷烃、高效吸附高价值金属离子、捕获并催化转化二氧化

碳的金属有机框架等无机-有机晶态多孔材料，分析材料主体孔

结构和客体分子之间的作用方式，解析材料框架结构、孔表面

特性等因素在提高材料吸附分离与催化性能方面的关键作用，

揭示分离与催化机理，探索异价金属离子选择性吸附、低碳烷

烃分离等高效分离纯化功能材料的设计新方法。

考核指标：创制不少于 5例无机-有机晶态多孔材料，探索

其在MTO 产物、低碳烃类、氦气等气体的吸附分离应用，实

现乙烯的高效分离纯化，产物纯度不低于 99.5%；创制不少于

5例无机-有机晶态多孔材料，实现二氧化碳的选择性捕获与催

化转化，转化率不低于 99%，创制 5种及以上低浓度铱铑等稀

贵金属离子吸附分离能力的多孔框架材料，对 PPM级浓度的贵

金属离子实现高效回收利用。阐明多孔材料结构与吸附分离以



4

及催化之间的构效关系，揭示机理，建立相关功能材料的有效

设计方法，发表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质量学术论文，申请/

获得核心技术专利 2-3项。

3.2 宏观生物学方向

3.2.1 灵长类对低温环境的适应策略和响应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 聚焦寒温带灵长类对气候和资源时空变化的

适应策略和响应机制这一科学问题，整合动物行为学、生理生

态学、肠道微生物学、能量代谢、比较基因组学等交叉前沿理

论和技术方法，回答寒温带灵长类应对低温和食物短缺的行为

和生理策略；解析肠道微生物在动物低温适应和营养物质消化

上的协同演化机制；阐明寒温带灵长类低温适应的能量代谢模

式以及相关的功能基因和分子调控机制。

考核指标： 解析寒温带灵长类不同年龄、性别、生理状

态个体的四季营养调控模式、能量收支策略；测定若干只野生

寒温带灵长类的基础生理指标（体重、体温）以及能量代谢相

关激素的季节性变化趋势；对若干只野生寒温带灵长类的肠道

菌群进行 16sRNA和宏基因组测序，找出关键菌群和关键代谢

通路；探索调控寒温带灵长类能量代谢和低温适应的关键基因

和分子调控通路；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3.2.2 秦巴山区植物多样性起源，演化与维持机制的研究

研究内容： 基于野外大规模调查和群体采样，整合进化

生物学、比较基因组学、群体遗传学与分子生态学等方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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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秦巴山区重点代表性植物类群的多样性起源、物种分化及群

体演化历史；耦合分析不同生态地理环境条件下的古气候数据，

探讨秦巴山区及邻近地区地质地貌过程、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

统演变的耦合机理；揭示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机制。

考核指标：对 5-6种秦巴山区代表性珍稀植物类群的起源和物

种分化进行精确的模拟重建；阐明 3-4种秦巴山区代表性珍稀

植物类群的基因组演化历史和群体动态变迁，为关键区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3.3 微观生物学方向

3.3.1 以碳中和为导向的微生物与植物的光合作用分子调控机

理研究

研究内容：以光合模式生物包括拟南芥和莱茵衣藻，以及

作物小麦和大豆等为材料：面向基础理论，挖掘植物光合作用

效率关键调控基因并解析其调控光合作用的机理；面向农业，

创制种质资源，挖掘高光效材料，探索作物光合效率调控机理；

面向能源生产，筛选和创制高产氢产油脂的工程化微藻。

考核指标：鉴定光合作用效率关键调控基因 3-5个，解析

其分子性质和作用机制；揭示 1-2个新的光合作用效率的分子

调控通路；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通过增进对光合作用

这一基础生物学过程的理解，为提升光合作用效率提供候选基

因和理论支撑，服务于“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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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骨髓微环境与造血发育异常的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为理解造血干细胞与骨髓微环境之间“交叉对话”

的机制，以临床样本、细胞和小鼠模型为研究对象，研究骨髓

微环境异常对造血干细胞的命运决定，挖掘骨髓微环境异常的

关键基因/蛋白/糖链等并开展相关的理论探索；研究造血干细

胞紊乱如何重塑骨髓微环境，挖掘重塑骨髓微环境过程中的关

键信号通路，提升髓系恶性血液肿瘤的诊疗提供理论支撑。

考核指标：鉴定骨髓微环境异常对造血干细胞的命运决定

的关键基因/蛋白/糖链3-5个；揭示1-2个重塑骨髓微环境的分子

调控通路；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3.4 物理化学与高分子化学方向

3.4.1 超分子聚合物的可控构筑

研究内容：超分子聚合物可控构筑是合成化学的前沿热点，

针对当前超分子聚合领域存在结构规整性和过程可控性差等问

题，开展模块化单体设计、两种及以上单体的超分子共聚合行

为研究，建立导向性多维度可控超分子聚合新方法，实现长程

有序超分子聚合物的精确构筑和结构调控，进一步开展结构与

功能调控，并利用上述超分子聚合物构筑新型多功能新材料，

为我省化工新材料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考核指标：合成模块化单体 6-8种，构建超分子聚合物 3-5

种，制备超分子聚合物组装体 3-5种，将所合成超分子聚合物

应用到 2-3个领域。在国内外化学领域顶尖期刊上发表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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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成果，推动超分子聚合物功能材料的成果转化，服务秦创

原建设。

3.4.2 有机光电功能分子的设计、聚集体结构动态调控策略

研究内容：面向为发展变革性、战略性功能材料提供物质

基础的国家重大需求，发展新型有机光电功能分子合成新方法，

系统研究有机功能分子与分子聚集体中基元间相互作用的协同

与动态调控机制，厘清多层次结构与功能间的构效关系，揭示

微/纳结构的自下而上构筑策略和跨尺度结构演化机制，高效、

可持续地创造系列具有丰富功能的新物质，为陕北油气资源向

新型化工材料产业链延伸发展提供基础科学成果支撑。

考核指标：获得 2-3种具有优异光电性质的有机功能分子；

揭示有机光电功能分子结构对聚集体/自组装结构的动态影响

规律，并建立聚集体结构-光电性质之间的构效关系；揭示微/

纳结构的自下而上构筑策略和跨尺度结构演化机制，发展 2种

光电功能新物质体系，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5 化学生物学方向

3.5.1 人体健康的化学示踪、干预调控及机理

研究内容：围绕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肿瘤、精神分裂

以及生物学衰老等复杂生理病理对基础研究的迫切需求，发挥

交叉学科优势，融合化学、医学、生命科学等多学科力量，探

索多学科集成创新策略，通过分子探针、生物正交化学、蛋白

组学、大规模基因组测序、高通量芯片、多级质谱等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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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命过程中高效诊断、化学精准示踪、干预调控及相关机理

研究，探索生理病理过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和干预靶标。

考核指标：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标志性的相关

成果；在国内外化学领域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获批发明专利

1-2 件，解决关键基础科学和相关卡脖子技术问题，发现 3-5

个可精准示踪影响生理病理进程方法并解析其机理。

3.5.2 基于质谱技术的蛋白翻译后修饰解析及配体-受体筛选

研究内容：围绕实现重要蛋白质翻译后修饰高通量解析，

并针对蛋白翻译后修饰影响受体-配体相互作用，给配体筛选带

来特异性不强和效率较低等瓶颈问题，开展重要蛋白质翻译后

修饰的高通量分析新技术、新方法或新软件开发，通过点击化

学反应方法建立有效的配体筛选新技术，基于生物芯片、亲和

色谱和质谱技术等筛选与细胞糖链、药物靶向蛋白等相互作用

的配体，揭示蛋白翻译后修饰影响配体-受体相互作用的机理。

考核指标：针对某一类重要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开发 2-3

种高通量解析的新技术、新方法或新软件，通过点击化学反应

方法建立有效的蛋白配体筛选新技术，阐明翻译后修饰对 1-2

种蛋白受体与其配体相互作用的影响；构建 3-5种高特异性配

体筛选介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四、2023 年度青年项目资助学科方向

4.1 化学资助科学方向

化学资助科学方向主要支持原子、分子、分子聚集体及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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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态体系的反应、过程与功能的多层次、多尺度研究，以及复

杂化学体系的研究，实现化学合成、过程及功能的精准控制和

规律认知；强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化学

理论研究与发展实验方法和精准分析测试技术相结合、基础实

验与过程工程相结合，鼓励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技术和

成果，倡导源头创新与学科交叉，瞄准学科发展前沿，推动化

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4.2 生物学资助科学方向

生物学资助科学方向主要支持秦巴山区及周边区域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维持机制、重要经济作物基因组学与特别性状关联

分析及历史演化等；植物生长发育、光合作用、有性生殖的过

程与调节机制，动物胚胎发育、组织再生及损伤修复过程中细

胞及分子调控，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基因组和表观遗传表达

和调控失衡的作用机制，微生物的环境适应性机制。

4.3 化学生物学资助科学方向

化学生物学资助科学方向主要支持针对某些疾病和生理现

象的生成机理、生命体关键蛋白质机器动态组装与功能调控的

分子机制、细胞命运决定过程中蛋白质糖基化和类泛素化修饰

的规律和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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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遴选项目的基本原则

为确保实现总体目标，本基础研究计划要求研究内容必须符

合本项目指南要求，并按照以下原则遴选项目：

（一） 鼓励开展化学、生物学基础前沿领域探索性研究，

优先支持原创性研究；

（二） 优先支持前期已取得创新性成果并有望取得重大突

破的青年学者牵头申报的项目；

（三） 优先支持研究院参与单位成员申报，鼓励构建跨校

际、跨学科的研究队伍，共同开展联合攻关与协作研究，推动

原创性成果产出。

（四）对不符合本基础研究计划科学目标的项目不予受理。

申报单位将公示无异议后的推荐项目正式行文报送至研究

院，研究院将根据项目申报情况，在首席专家指导下，组织专

家委员会对申报项目择优评选，评选结果在研究院进行为期五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建设单位审定并报陕西省

教育厅备案，研究院根据立项结果组织签订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合同，实施研究计划。

六、2023 年度资助计划

本年度研究院围绕合成与分析化学、宏观生物学、微观生

物学、物理化学与高分子化学、化学生物学等五个方向拟资助

项目 100项左右，其中，重点项目 10项左右，平均资助强度不

超过 50万元/项；青年项目 80项，平均资助强度为 5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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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与青年项目执行期均为 2年。项目设 1名负责人，重

点项目下可设不超过 3个课题，青年项目不设课题。重点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5家，青年项目不超过 2家。重点项目参

与人不超过 8人，青年项目不超过 5人。项目组成员不包括学

生。

七、申请要求与注意事项

6.1 申请条件

本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应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

历；申报重点项目负责人申请当年 1月 1日不超过 55 周岁[1968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的经历并取得较突出学术成果；

申报青年项目的负责人在申请当年 1 月 1 日不超过 40 周岁

[1983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

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进行申请。

6.2 限项规定

对于前期承担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在执行期结束后

仍未完成结题或验收的负责人，不予支持；

正在承担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项目组和曾经撤项

（或终止）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请 2023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

项目负责人本年度最多只能申报 1项，项目组成员参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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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数最多不超过 2项。

禁止同一项目申报多个不同类别项目，或多头申报其他部

门设立的项目。

项目（课题）负责人结题后当年可申请研究院当年项目。

（研究院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属于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中的一类，限项规定参考依据：《陕西省教育厅办

公室关于组织申报 2023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知》、依据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

6.3 注意事项

（一）重点项目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结题情况，择

优对不超过 50%的项目予以继续支持。青年项目将根据结题情

况择优进行继续支持。

（二）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

关键技术进行设计。重点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

向的全部内容。青年项目应参照指南所列研究方向自行选定研

究课题。

（三）申请人在申请书“研究目标及内容”部分，应当首

先说明申请符合本项目指南中的资助研究方向，以及对解决本

基础研究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实现本基础研究计划科学目标的

贡献。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基础研究计划相关的其他科技

计划项目，应当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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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实现基础研究计划总体科学目标和多学科集成，获

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遵守相关数据和资料管理与共享

的规定，项目执行过程中应关注与本基础研究计划其他项目之

间的相互支撑关系。

（五）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促进项目群的形成和多学科

交叉与集成，本基础研究计划将每年举办 1次资助项目的年度

学术交流会，并将不定期地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获资

助项目负责人有义务参加本基础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和管理工

作组所组织的上述学术交流活动。

（六）本项目所有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

究，须尊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

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国家相关规定，严格遵

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

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

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

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涉及

病原微生物的活动要严格遵守《生物安全法》和《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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