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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主要资助机构耳鼻咽喉

头颈科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数量、资助金额、资助方向、平均资助强度等情况,总结分析资助格局,明
确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研究资助格局的差异与差距,为进一步提升我国

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力争取得更大的创新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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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日本学

术振兴会、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澳大利亚研究理

事会等主要基础研究资助机构对耳鼻咽喉头颈科学

的资助情况,进一步了解各国基础研究资助情况,明
确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差异和差距,为学科

的资助规划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助力学科顶层设计、
优化学科战略布局,为促进学科长远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检索我国和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主要基

础研究资助机构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耳鼻咽喉头颈科学

资助情况,并进 行 统 计 分 析.检 索 策 略:以 H１３
(以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为准)
为关键词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查询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我国对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资助情况① ;
以 Otorhinolaryngology,Ear,HairCell,Cochlear

张小斌　外科学博士,２０１２年至今就职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任医学科学

部二处耳鼻咽喉头颈科学项目主任,主要

从事眼科学及耳鼻咽 喉 头 颈 科 学 自 然 科

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

Implant,Noise,Auditory,Cochlear,Stereocilia,

Kinocilia,Hearing,Vestibular,Vestibule,Deaf,

Deafness, Sensorineural, Otology, Tonotopic,

Ototoxicity, Semicircular, Tinnitus, Otic,

Mechanosensory,Nose,Nasitis,Neck,Anterior
SkullBase,Throat,Olfactory为关键词查询美国、

日本、英国、澳大利亚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对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的资助情况②③④⑤⑥ .

１．２　数据处理和分析

对各组原始数据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应用

GraphPad７．０软件制图,通过 AdobeIllustratorCC
２０１７软件整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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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各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资助概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耳鼻咽喉头

颈科学(非肿瘤项目)共资助项目８８５项,资助总金

额０．５５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７３万美元/项,资
助项目数由２０１０年的５１项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１
项,呈逐年上升趋势.

美国对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资助数量和资助金

额均远高于其他国家,共资助３３５２项,资助金额

１０．２３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０．５３万美元/项,资
助项目主要集中在耳科学方向.２０１１年资助项目

数量最多,共４７３项,其余年份基本稳定在３００~
４００项之间.资助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８年资

助金额达到１．２９亿美元.
日本学术振兴会共资助项目１１１３项,资助金额

０．５７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５．１２万美元/项.日本

对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资助数量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

间较为稳定,每年有超过１００个项目受到资助,２０１６
年后资助量呈逐年降低趋势;资助金额自２０１０年以

来一直呈逐渐下降趋势.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共资助项目３０３项,自

２０１５年开始基本保持在每年４０项左右,资助数量

较为稳定,资助金额１．３５亿美元;但年度资助金额

波动较大,２０１９年资助金额０．２２亿美元,２０１２年仅

资助０．０３９亿美元,不同年度间资助金额最大相差

约６倍;平均资助强度较高,达到４４．６８万美元/项.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资助项目数较少,共资助４０
项,资 助 金 额 ０．２２ 亿 美 元,但 平 均 资 助 强 度 达

５４０１万美元/项,为几个国家中最高.
整体来看,美国资助数量与资助金额最多,总资

助金额约为其他国家总和的４倍,中国和日本资助

数量接近,约为美国的１/３,澳大利亚资助数量最

少.英国、澳大利亚平均资助强度均较大,接近或超

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美
国平均资助强度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

２/３,我国和日本的平均资助强度接近,但远低于上

述三国(图１).

２．２　耳科学、嗅觉、鼻及前颅底、咽喉及颈部疾病资

助情况

２．２．１　耳科学资助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资

助耳科学研究项目５５１项,资助金额０．３８亿美元,
平均资助强度７．２１万美元/项,呈现出资助数量逐

渐增长、资助强度相对缓慢增长的趋势(图２).
美国资助耳科学领域研究项目最多,总资助金

额最大,共资助３１０９个耳科学项目,资助金额９．５０
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０．５４万美元/项.美国对耳

科学研究资助力度远大于我国,在资助量最低的

２０１２年份中,也有 ２４０ 项耳科学项目获得资助,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资助量更是高达４４９项和４５３项,
远超我国.和美国相比,我国对耳科学的资助数

量、资助金额及平均资助强度都有较大差距(图２、
图３A).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各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资助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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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各国耳科学资助概况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与其他国家耳科学资助情况对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日本共资助耳科学研究项目

８０７项,资助金额０．４４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５．４３
万美元/项.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日本对耳科学的资助

数量明显超过我国,但自２０１５年后日本对耳科学研

究的资助数量出现下降趋势,２０１８年我国耳科学资

助数量反超日本.近十年,日本对耳科学的资助金

额也呈现出逐年递减趋势,２０１０年日本耳科学平均

资助强度比我国高５．６万美元/项.随着我国对耳

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视,国家投入加大,从２０１２年开

始,我国对耳科学研究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反超日

本(图２、图３B).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英国资助耳科学研究项目２４２
项,年度资助数量呈现出一定波动.资助量最低的

２０１２年仅有１２项耳科学项目获得资助,之后总体

呈缓慢上升趋势,２０１９年资助数量达到３７项.资

助总金额１．２６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５１．８６万美

元/项.英国耳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数量低于我国,但
平均资助强度却远超我国,２０１４年的平均资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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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达到了１００万美元/项(图２、图３C).
近十年,澳大利亚耳科学项目资助数量最少,仅

２０个项目获得资助,资助金额０．１５亿美元,资助数

量最多的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各有６个项目获得资助,

２０１５年仅１个项目获得资助.澳大利亚是五个国

家中资助耳科学项目最少的国家,但和资助数量较

低不同的是,其平均资助强度达到７３．４１万美元/
项,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６年资助强度分别达到了１３７万美

元/项和１０８ 万美元/项,远高于我国和其他国家

(图２).

２．２．２　嗅觉、鼻及前颅底资助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资助２１４个

嗅觉、鼻及前颅底研究项目,资助数量在几个国家中

最多.资助金额０．１４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４５
万 美 元/项,资 助 数 量 和 资 助 金 额 呈 上 升 趋 势

(图４).
美国近１０年共资助１０６项嗅觉、鼻及前颅底研

究项目,远低于耳科学资助数量,但总体呈增加趋

势,其中２０１５年资助量最大,共１８项.资助总金额

达到０．３４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１．７４万美元/项,
均高于其他国家(图４).

日本的资助数量仅次于我国,共有２０５个项目

获得资助,资助总金额０．０９１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

４．４４万美元/项,但资助数量逐年减少,资助金额和

平均资助强度整体也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０年资助数

量最多,共资助 ２９ 项,２０１９ 年资助量降至 ８ 项;

２０１１年平均资助强度最高,为５．６万美元/项,２０１９
年逐渐降至３．３万美元/项(图４).

英国共资助３０项嗅觉、鼻及前颅底研究项目,
资助数量整体偏少,资助总金额０．０５７亿元.资助

数量和平均资助强度波动较大,２０１０年无项目获得

资助,２０１７年资助数量最多,共１０项获得资助;平
均资助强度１８．８４万美元/项,但２０１４年平均资助

强度达到１３１．６万美元/项(图４).
总体来看,我国和日本对嗅觉、鼻及前颅底研究

项目的资助数量相差不大,都显著高于美国和英国,
但是美国和英国平均资助强度均远高于我国和日

本;澳大利亚对嗅觉、鼻及前颅底项目的资助非常

少,仅在２０１３年有１个项目获得资助(图５).

２．２．３　咽喉及颈部疾病资助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资

助５８个咽喉及颈部疾病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偏少,
且各年度波动较大.其中２０１６年资助数量最多,有

９项获得资助,２０１４年资助数量最低,仅３项获得资

助.资助总金额０．０３８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５．８４
万美元/项.我国对咽喉及颈部疾病研究项目资助

力度较耳科学和鼻科学弱,低于整个学科的平均水

平.资助项目数量低于美国和日本,资助金额低于

美国、英国和日本,平均资助强度也低于英国、美国

和澳大利亚(图６、图７).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各国嗅觉、鼻及前颅底资助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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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与其他国家嗅觉、鼻及前颅底资助情况对比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各国咽喉及颈部疾病资助概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咽喉及颈部疾病研究美国资助

数量最多,且支持相对稳定,共有１３７个项目获得资

助,２０１０年资助量最低,资助１２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８年资助量最高,各资助１５项.资助金额０．４０
亿美元,资助强度呈增加趋势,从２０１１年２４．５０万

美元/项增加至２０１９年３９．０８万美元/项,平均资助

强度 ２９．４０ 万 美 元/项,均 高 于 其 他 国 家 (图 ６、
图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数据显示,日本对咽喉及颈部疾

病项目资助数量高于我国,共１０１个项目获得资助,
资助总金额０．０４１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４．０４万美

元/项,但总体呈现波动下行趋势,仅在２０１９年资助

量突增至２４项.平均资助强度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相对

较为稳定,２０１９年因资助数量增加,平均资助强度

降为１．２５万美元/项(图６、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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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与其他国家咽喉及颈部疾病资助情况对比

　　英国的咽喉及颈部疾病研究资助数量较少且年

度波动较大,２０１１年没有项目获得资助,２０１４年仅

有１个项目获得资助,２０１７年资助项目数量最多,
共１０项,近十年共有３１个项目获得资助,但其资助

金额仅次于美国,平均资助强度５２．１６万美元/项,
为各国最高(图６、图７).澳大利亚近１０年仅有４个

项目获得资助,因资助数量较少,不对其进行分析.

２．３　我国和其他国家耳鼻咽喉头颈科学资助方向

比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澳

大利亚对耳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和资助方向

为:中耳炎、听觉神经及突触、耳鸣、助听器及人工耳

蜗、老年性聋、噪声性聋、耳毒性聋、遗传性聋、眩晕

及前庭功能、毛细胞再生及保护、听觉信号通路、听
觉与感知、听觉组织结构等１３个方向.我国资助项

目最多的为遗传性耳聋研究,占耳科学领域项目的

２０．６９％.其次为听觉信号通路、毛细胞再生和保护

相关研究,分别占耳科学领域项目的 １４．８８％ 和

１４．５２％.我国对听觉与感知、听觉组织结构相关研

究资助较少,仅占耳科学领域项目的 ０．３６％ 和

０７３％,关注度不高.我国和美国在耳科学领域的

资助方向相差较大,美国资助占比较高的是听觉组

织结构、听觉神经及突触、助听器及人工耳蜗、听觉

与 感 知 相 关 研 究,分 别 占 耳 科 学 相 关 研 究 的

１６．５０％、１４．０２％、１２．７１％和１１．５８％,耳鸣及中耳

炎相关研究较少,分别占耳科学相关研究的１．１３％
和２．２５％.日本对耳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向主要集

中在听觉信号通路相关领域,占比高达３７．１７％;其
次 为 眩 晕 及 前 庭 功 能 相 关 研 究,占 耳 科 学 的

１１．９０％.英国对耳科学研究的资助数量低于中美

日三国,但是对耳科学各方向都有资助,其中资助比

例最高的为听觉与感知相关研究,占全部耳科学的

２２．７３％;其次为听觉神经及突触相关研究,占耳科学

项目的１９．４２％.澳大利亚对耳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向

较窄,主要集中在听觉神经及突触、助听器及人工耳

蜗相关研究,分别占比５０％和４２．３１％(表１、图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美国、日本、英国、澳大

利亚对鼻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和资助方向为:
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真菌性鼻炎、内翻性乳头

状瘤和鼻咽纤维瘤、嗅觉味觉、阿司匹林加重性呼吸

系统疾病(AERD)、鼻粘膜上皮生理及病理等７个

方向.我国资助项目最多的研究方向为过敏性鼻

炎,共资助１０３项,占鼻科学项目的４８．１３％,其次

为慢性鼻炎方向,共资助８０项,占鼻科学项目的

３７．３８％,鼻 炎 相 关 研 究 方 向 的 资 助 比 例 高 达

８５．５１％.其他研究方向也都有资助,但是资助数量

较少.与耳科学相比,美国对鼻科学的资助力度要

小得多,仅为我国资助数量的４３．９８％,主要研究热

点和资助方向为慢性鼻窦炎和嗅觉味觉研究,其中

嗅觉味觉方向资助７１项,占６６．９８％;慢性鼻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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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资助３４项,占３２．０８％.日本鼻科学资助数量

和研究方向与我国接近,资助量最大的也为过敏性

鼻炎和慢性鼻炎研究,均为７９项,共占鼻科学项目

的７７．０８％;嗅觉味觉相关研究资助４４项,占鼻科

学项目的２１．４６％.另有鼻粘膜上皮生理及病理相

关研究２项,内翻性乳头状瘤和鼻咽纤维瘤研究１
项.英国对鼻科学研究的资助总量较少,资助方向

与美国相似,集中在嗅觉味觉方向,占资助项目的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其他国家耳科学资助方向比较

研究方向 中国(N＝５５１) 美国(N＝３１０９) 日本(N＝８０７) 英国(N＝２４２) 澳大利亚(N＝３５)

中耳炎 １０ ７０ ７６ ６ N/A
听觉神经及突触 ７４ ４３６ ４１ ４７ １８
耳鸣 ２０ ３５ ２３ ４ １
助听器及人工耳蜗 ２７ ３９５ ６４ ４４ １５
老年性聋 ４３ ６３ ２６ ２ N/A
噪声性聋 ２７ ７７ ０ ５ N/A
耳毒性聋 １４ ９７ １２ １ N/A
遗传性聋 １１４ １９３ ７６ １５ １
眩晕及前庭功能 ５４ ３４６ ９６ １０ N/A
毛细胞再生及保护 ８０ ２２６ ２６ ８ N/A
听觉信号通路 ８２ ３０１ ３００ ２８ N/A
听觉与感知 ２ ３６０ ５５ ５５ N/A
听觉组织结构 ４ ５１３ １２ １７ N/A

　　N/A:不适用

图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其他国家耳科学资助方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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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６７％.澳大利亚仅资助１项相关研究,故不对其

进行分类.我国和日本对鼻炎鼻窦炎的支持比例要

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而美国和英国对嗅觉味觉研

究的资助更多,日本对嗅觉味觉研究的资助比例也

远高于我国(表２、图９).

　　耳鼻咽喉头颈科学中咽喉、颈部疾病研究总体

偏少.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美国、日本、英国、澳
大利亚对咽喉、颈部疾病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和资

助方向为:声带损伤与修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OSAHS)、喉组织、气管再生修复、咽喉

反流病、喉乳头状瘤、慢性喉炎、喉神经肌肉功能障

碍与修复、鼻咽纤维血管瘤、嗓音、扁桃体疾病、吞咽

与吞咽障碍等１１个方向.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在

咽 喉、颈 部 疾 病 研 究 方 向 资 助 数 量 最 多 的 为

OSAHS,共１６项,占资助项目数的２８．５８％.喉神

经肌肉功能障碍与修复研究共１０项获得资助,占资

助项目的１７．２４％.喉组织、气管再生修复相关研

究共资助９项,占资助项目的１５．５７％.扁桃体疾

病相关研究未获得资助.美国资助最多的研究是声

带损伤与修复,共资助５２项,占所有资助项目的

３７．９６％.嗓音相关研究共资助３２项,占所有资助项

目的２３．３６％.咽喉反流、慢性喉炎、鼻咽纤维血管

瘤、扁桃体疾病相关研究未获得资助.日本资助最多

的研究为喉组织和气管再生修复,共资助２４项,占所

有资助项目的２３．７６％.声带损伤与修复相关研究共

资助２１项,占所有资助项目的２０．７９％.慢性喉炎、鼻
咽纤维血管瘤相关研究未获资助.英国资助量最大

的研 究 方 向 为 喉 乳 头 状 瘤,占 所 有 资 助 项 目 的

８０．６５％.澳大利亚仅有４项咽喉、颈部疾病研究获得

资助,故不对其进行分类(表３、图１０).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其他国家鼻科学资助方向比较

研究方向 中国(N＝２４１) 美国(N＝１０６) 日本(N＝２０５) 英国(N＝３０)

过敏性鼻炎 １０３ N/A ７９ N/A

慢性鼻炎 ８０ ３４ ７９ N/A

鼻粘膜上皮生理及病理 １９ N/A ２ １

嗅觉味觉 ８ ７１ ４４ ２９

内翻性乳头状瘤和鼻炎纤维瘤 ２ １ １ N/A

真菌性鼻炎 １ N/A N/A N/A

阿司匹林加重性呼吸疾病 １ N/A N/A N/A

　　N/A:不适用

图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其他国家鼻科学资助方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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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其他国家咽喉、颈部疾病资助方向比较

研究方向 中国(N＝５８) 美国(N＝１３７) 日本(N＝１０１) 英国(N＝３１)

声带损伤与修复 ７ ５２ ２１ １

OSAHS １６ １６ ７ N/A

喉组织气管再生修复 ９ １１ ２４ ４

咽喉反流病 ２ N/A １ N/A

喉乳头状瘤 ２ ８ ３ ２５

慢性喉炎 １ N/A N/A N/A

喉神经肌肉功能障碍与修复 １０ １５ １０ N/A

鼻咽纤维血管瘤 ２ N/A N/A N/A

嗓音 ８ ３２ ５ N/A

扁桃体疾病 N/A N/A １２ １

吞咽与吞咽障碍 １ ３ １８ N/A

　　N/A:不适用

图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和其他国家咽喉、颈部疾病资助方向比较

３　讨　论

近十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耳鼻咽喉头颈科

学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逐渐加大[１,２],基础研究也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耳科学领域,建立了涵盖１５０
余个已知耳聋基因的高通量测序平台[３],建立了我

国先天性耳聋出生缺陷三级防控策略和迟发性耳聋

基因—听力联合筛查新干预模式,显著提升了我国

遗传性耳聋的早期诊断、预防和干预水平.我国科

学家制备并优化了对内耳干细胞高转染效率的

AAV病毒,开创了通过基因治疗精确调控内耳干细

胞再生功能性毛细胞的新研究领域[４６].但应看到,

我国耳科学基础研究的资助量低于日本,更远低于

美国,资助金额与日本相当,远低于美国和英国.资

助项目集中在遗传性耳聋研究、听觉信号通路、毛细

胞再生和保护相关研究,对听觉与感知、听觉组织结

构相关研究较少,而美国和英国对耳科学各方向研

究都有资助,资助格局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资助鼻科学基础研究资助项目最多,共

２１４个,资助金额０．１４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４５
万美元/项,均和日本接近,低于美国.在自然科学

基金的支持下,鼻科学基础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有代

表性的成果,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高水平论文,
提升了学科国际影响力.我国科学家首次担任国际



　

　３２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鼻科学会主席和国际鼻部炎症和变态反应科学学会

主席.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国际过敏和鼻科学论坛»首次

以整期正刊的形式专门报道中国鼻科学研究成果,
提升了我国鼻科学基础研究的国际话语权.美国资

助鼻科学研究项目低于我国和日本,但资助总金额

达到０．３４亿美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１．７４万美元/项,
均高于其他国家.我国对鼻炎鼻窦炎的支持比例

７５．９３％,要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而美国和英国对

嗅觉味觉研究的资助更多,我国对嗅觉味觉研究的

资助比例也远低于日本.从研究热点和资助态势可

以看出,鼻科学领域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病种明显

不同,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水平进一步发展,嗅觉障碍

可能会越来越多,需要提前布局,加大对嗅觉研究的

支持力度,促进鼻科学基础研究均衡发展.
自然科学基金委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对咽喉及颈

部疾病研究资助力度较耳科学和鼻科学弱,低于整

个学科的平均水平,研究方向集中在 OSAHS、喉神

经肌肉功能障碍与修复、喉组织气管再生修复相关

研究,对嗓音、发声物理学等研究资助较少.资助项

目数量低于美国和日本,资助金额低于美国、英国日

本,平均资助强度低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进

一步加大对 OSAHS的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同时加

强对嗓音、发声物理学研究的支持.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支持和科学家不懈的

努力下,我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研究及临床基

础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提出新

的研究理论、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

域;少数顶尖科学家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国际合作

研究水平,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但

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

研究资助布局上的不足,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西

方发达国家,尤其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第
一,我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研究资助数量少、资
助总金额低,资助强度弱.我国无论资助数量,还是

资助总金额均低于美国和日本,资助数量为美国的

１/４,平均资助强度为美国的１/５,资助总金额仅为

美国的５．３７％.虽然资助数量多于英国和澳大利

亚,但英国的资助总金额约为我国的２倍,平均资助

强度约为我国的７倍,澳大利亚的平均资助强度更

达到了我国的８倍以上.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入,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第二,我国耳鼻咽喉头颈科

学基础研究学科布局和资助格局有待进一步完善,
学科交叉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第三,近年来,因人

口老龄化、环境噪声污染、意外事故等导致听力下降

的人数逐渐增多,我国现有听力残疾人接近３０００
万,高居致残疾病人数第二位,但发病机制未明,防
治手段缺乏;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另一主要病变鼻黏

膜慢性炎症目前也是机制不明、发病率高、难治、易
复发.这些现状说明我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研

究成果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仍较弱,真正能临床转化

的基础研究成果还较少.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基础研

究离不开充裕的政府资金投入和支持.对于我国而

言,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迫切

需要,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是奠定我国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的关键阶段,
也是持续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建设和发展新时代科

学基金体系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

经验,开展战略规划调研,把握学科前沿及发展态

势,进一步优化资助格局,加大科研投入,尤其应对

目前已经处在领跑阶段的研究方向、前沿研究新方

法与治疗新技术等加大支持力度,设立重大类型项

目予以支持.首先,目前已设立听力障碍的发生机

制与干预新策略及嗅觉障碍与鼻黏膜慢性炎症发生

机制与干预策略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听力障碍机制

及干预策略”已立项.其次,应加大对嗅觉信号转导

及损伤修复机制研究和睡眠呼吸障碍的遗传机制研

究资助力度.第三,应加大对交叉科学研究资助,加
大临床研究资助力度,鼓励科学家从临床中发现科

学问题,研究其机制机理,形成新的理论、开拓新的

研究方向,再回到临床指导临床解决问题,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并重,两条腿走路,大力推进基础研

究成果临床转化,促进基础研究和临床水平提高,争
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真正解决严重影响

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第四,应进一步优化学科布

局,完善资助格局,加大国际合作交流,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不断增强我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在的国际

话语权,推动我国耳鼻咽喉头颈科学基础研究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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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comparethefundingofbasicresearchonotolaryngologyＧheadandneckbetweenChinaand
theUnitedStates,Japan,EnglandandAustraliaandotherwesterndevelopedcountries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１９,

wesummarizeandanalyzethestatusofbasicresearchinthefieldofinternationalotolaryngologyＧheadand
neck,andclarifythedifferencesbetweenourcountryandwesterndevelopedcountries．Itwillprovidenew
ideasandnew methodsforfurtherimprovingthebasicresearchcapabilitiesandlevelofourcountrys
otolaryngologyＧheadandneck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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