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 卷第 1 期                            电  子  与  信  息  学  报                                Vol.30No.1 

2008年 1月                       Journal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an. 2008 

2007 年信息科学部一处项目受理情况及分析  

熊小芸    夏银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北京  100085) 

1   2007 年项目受理与资助情况 

2007 年信息科学一处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1535，其中自

由申请 1337 项(含数理交叉 5 项)，民航 191 项，微软亚洲研

究院联合 7 项。2007 年共资助 262 项 (含小额探索项目 22
项)，其中资助自由申请 238 项，民航联合基金项目 22 项，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基金项目 2 项。自由申请项目资助率

为 17.8%，民航联合基金资助率为 11.52%。 
2007 年信息科学一处受理人才项目申请 717 项，其中青

年基金 671 项，地区基金 46 项。2007 年共资助青年基金 103
项，地区基金 8 项。人才项目申请的资助率为 15.48%。 

信息科学一处在 2007 年的项目评议中对青年基金、地区

基金实行了倾斜支持政策；在同等情况下，网络信息安全、

探测与成像技术、生物信息处理、空间信息处理有关的研究

给予了优先支持；采取“小额”资助的措施，启动和支持了一

批探索性强的项目；实行了“绩效挂钩”，对结题评价为“特
优”的项目完成人，其新申请项目在函评情况相当时优先给

予资助，对研究成果突出的项目给予了较高强度支持。也有

部分申请项目因以前项目结题情况不理想而受到影响。 
2007 年是第二期民航联合基金受理的第一年，民航联合研

究基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参与申请的单位

更加广泛。与第一期相比，申请书的撰写质量有了明显的提

高。所提出的基础研究问题涉及管理、工程与材料、信息等

科学部的相关学科。目前，我国民航正处于由技术服务型向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民航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而科研基础

和创新能力还处于成长期，信息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关键技

术和装备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在信息、管理、材料与工程等

领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基础科学问题。欢迎社会优秀科

技力量积极参与民航领域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共同提升民航的整体科技水平。 

2  项目申请中的问题 

技术跟踪性项目多；依据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独创性

地提出科学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源头创新项目少。一些申请书

存在对涉及的科学问题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提炼不够、研究

内容过于繁多、研究方案不合理、技术路线不清晰等问题。 
部分申请对领域的调研不足，在文中不恰当使用“本申

请研究内容未见报道”或“申请者首次提出”等文字。还有的

申请书中存在既未提及国内同行的研究工作，也未引用国内

同行的参考文献的现象。 
在 2007 年度本科学处收到的申请中，因违反限项规定、

申请单位公章不符合要求、个别成员没签字、项目组成员身

份证件号码填写错误等问题而被列入不予受理项目的共计

89 项。希望申请人申请前认真阅读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和 2008

年项目指南，按要求填写申请书，提供所需材料。 

3  2008 年的资助领域 

电子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注重理论方法创新的同

时，希望结合国家工程技术中需要解决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

研究。主要支持的研究方向为：电路与系统、电波传播理论、

电磁场瞬态特性、电磁散射与逆散射、高精度高效率电磁计

算方法、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微波毫米波器件与集成电路、

新型真空器件、等离子体电子器件、高功率微波技术及应用、

新型天线理论和技术、新型电子材料与器件、新型传感器、

微波光子学、太赫兹电子技术、纳电子学、分子电子学、生

物医学电子学、生物信息检测与识别技术、医学诊断信息的

获取与处理等。鼓励申请者开展纳米与分子电子器件、新型

媒质的电磁特性与应用、太赫兹技术、电波与物质的相互作

用、电磁生物效应机理等学科前沿的创新性研究。 

在信息理论与信息系统领域，围绕信息的获取、传输、

处理、交换及应用开展理论和技术研究，继续支持新型编解

码技术、传感技术及其系统、通信理论与系统、新型通信网

络、通信软件与协议、探测与成像系统、微弱信号探测与处

理、自适应信号处理、多维信号处理、网络信息处理、图像

处理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等研究方向；鼓励申请者探索新的

信号分析与处理方法，研究新的图像理解与分析理论和方

法，以及先进信息处理理论和方法，如分子、细胞、系统等

层面的生物信息处理；为适应信息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和一体化趋势，将加强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移动无线

互联网、网络通信理论与系统、认知无线电、传感器网络、

新型接入网技术、多媒体通信、空间信息处理、天波雷达与

地波雷达信息处理、服务科学、下一代网络与新型信息系统

等前沿领域研究和探索的支持。 

2008 年度信息一处将受理重大项目“多维度微波成像基

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申请，欢迎国内在多维度微波成像基

本理论和实验平台建设方面具有优势的研究所和大学根据

公布的重大研究项目指南联合申请，开展多维度微波成像基

础理论与技术的创新研究。 

2008 年，本科学处将强化对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的倾斜

支持；鼓励开展与网络信息安全、探测与成像技术、生物信

息处理、空间信息处理、网络信息处理、低功耗通信电子学

有关的研究和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理论、关键技

术研究；支持创新性和交叉性强但有一定风险的非共识项

目；继续采取“小额”资助的措施，支持有前景的探索研究项

目；继续重视“绩效挂钩”，对前期研究成果突出的项目将给

予倾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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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 年拟资助的重点领域(申请代码 F01) 

(1)复杂电子信息系统电磁环境效应机理研究 
(2)血管内弹性显像系统的基础研究 
(3)基于神经影像信息的认知障碍疾病辅助诊断基础理

论与方法 
(4)网络编码理论及应用 
(5)移动音频编解码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6)流媒体编解码的安全机制与关键技术 
(7)自由视点多视视频编码及 3D立体显示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 
(8)基于统计模型与运动基的物体解析与视频重构方法 
(9)临地空间信息栅格网理论与关键技术 
(10)广域覆盖非对称信息共享网络 
(11)认知无线电重点项目群 

上述领域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复杂电子信息系统电磁环境效应机理研究 

本项目以大型复杂电子信息系统为背景，研究全系统级

射频微波频段电磁环境效应的产生机理和耦合通道，突破具

有高置信度的全机量化预测评估的关键技术，构建实验验证

平台，为实现射频微波频段全机电磁环境效应的顶层量化设

计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场路综合的全系统级电磁环

境效应分析新方法；(2)全系统级干扰通道干扰机理和数学统

计模型；(3)全系统级敏感设备敏感机理及统计建模；(4)全
机电磁效应完好率评估方法及主要评估指标。 

2   血管内弹性显像系统的基础研究 

本项目旨在对冠状动脉弹性显像技术的基础理论、相关

算法和技术规范进行研究，在病理数据验证的基础上建立较

为完善的血管弹性显像系统，为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的一

级预防和治疗干预提供重要信息。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适于人体血管组织弹性显像的弹

性力学理论体系；(2)适于弹性显像研究的体外实验体系；(3)
冠状动脉三维重建和实时显像的技术及血管弹性显像相关

算法；(4)弹性显像的准确性验证；(5)建立基于弹性显像检

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的方法学。 

3 .. 基于神经影像信息的认知障碍疾病辅助诊断基础理论与

方法 

本项目旨在基于神经影像数据研究特定认知障碍疾病

诊断中的若干问题，争取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与系统实现

上有所突破。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病理特征的认知任务设计，脑

数据获取分析的方法与关键技术；建立特定认知障碍的判别

模型和小型样本数据库；构建基于神经影像信息的认知障碍

疾病辅助诊断原型系统。 

4 .. 网络编码理论及应用 

本项目旨在研究不同通信网络中网络编码的信息传输

率、复杂性、可靠性、安全性、普适性和鲁棒性等性质，充

分挖掘编码在不同网络中的优势和潜在应用，进一步完善网

络编码理论；探索高效率、低成本、安全可靠的通信网络。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网络信息论、单/多信源网络编码、

网络安全编码和网络纠错编码、网络编码在不同网络环境和

领域中的应用。 

5  .移动音频编解码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移动音频编解码算法的研究，突破其

中的关键技术，为相关领域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低计算复杂度、高性能的格形矢

量量化的高阶码本扩展方法；(2)低计算复杂度的基于感知特

性的带宽扩展技术；(3)具有频带分级和精细分层粒度特性的

移动音频可分级编码技术；(4)移动音频信息的空间参数表示

模型；(5)移动设备的低计算复杂度双声道虚拟环绕音效技

术。 

6   流媒体编解码的安全机制与关键技术 

本项目旨在研究流媒体编解码过程与加密、认证、内容

识别机制，实现语音、图像、视频等流媒体数据与内容的安

全性与可控性。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抗攻击流媒体码流可伸缩加密与

认证、感知域局部加密与认证、针对内容的高效率加密与认

证算法；(2)联合编解码与加密、认证的透明安全机制；(3)
流媒体感知哈希算法；(4)基于云水印与无损水印的码流安全

认证机制；(5)低复杂度流媒体加密与认证机制，计算负荷智

能分配算法。 

7 . 自由视点多视视频编码及 3D 立体显示基础理论与关键

技术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基于自由视点多视视频编解码的

3DTV 中新理论、新方法及实验系统中的关键技术研究，为

我国在 3DTV 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视点数量、立体视角与显示分辨

率这三者相互之间的理论关系及优选策略；(2)提高多视视频

压缩编码(MVC)效率和快速生成虚拟视点绘制的机理和方

法；(3)3DTV 多视立体显示和多用户跟踪大立体视角显示的

新方法；(4)构建基于光线空间的自由视点多视视频表示的

3DTV 实验系统。 

8   基于统计模型与运动基的物体解析与视频重构方法 

本项目旨在基于统计理论对包括人体模型的各种物体

的研究，建立研究内容的参数化模型，提出一种基于非线性

滤波技术的高效物体表征与运动信息解析及表达方法，探索

其在高效视频编码、三维动画、新型人机交互中的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研究物体模型视频信息的统计构

成与参数提取；(2)研究基于统计构成的信息理论；(3)研究

非线性滤波技术在信息提取和建模中的应用；(4)研究高效视

频编码，三维动画制作和新型人机交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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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临地空间信息栅格网理论与关键技术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临地空间信息栅格网的基础理论、系

统结构、传输及组网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为我国临地空间信

息栅格网技术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空空、空地一体化组网的临地空

间信息栅格网体系结构；(2)基于分布式空时码的协同传输理

论与技术；(3)面向协同信息传输的网络编码理论与技术；(4)
研究立体化 Ad Hoc 组网理论与技术。 

10  广域覆盖非对称信息共享网络 

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研究具有低廉成本、广域覆盖、内

容安全可靠、符合检索习惯的新结构信息汇聚与共享网络的

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为实现低成本信息化奠定基础。 
主要研究内容为：(1)信息共享网络新体系结构；(2)新

结构共享网络非线性特征及整体动力学机制；(3)网络信息共

享应用层行为分析及拓扑一致性问题与解决方案；(4)面向信

息共享的资源描述标准化体系；(5)新结构信息共享网络演示

验证研究系统。 

11  认知无线电重点项目群 

无线通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各种系

统、协议与网络层出不穷，目前已经占用了绝大多数可用的

无线频谱资源。日益增长的频谱需求和有限的频谱资源之间

的矛盾，成为制约无线通信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解决

这一矛盾的手段，认知无线电技术使得网络具有认知周围环

境的能力，并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智能地自适应环境的动

态变化，从而有效提高频谱效率、降低网络运营成本、增强

网络抗干扰能力。本重点项目群旨在研究认知无线电中的关

键技术，并通过应用于已有的无线通信系统，如短波、超短

波、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等，验证认知无线电技术的效能，

推动智能化无线网络的发展。 
本重点项目群下设的 4 个重点课题具有内在的联系，构

成了一个有机系统。课题 1 探索环境认知技术，旨在为认知

无线网络提供环境信息和决策依据；课题 2 研究认知抗干扰

技术，旨在研究认知无线电在通信抗干扰中的应用；课题 3
探索认知协同技术，旨在应用于未来无线网络中的多跳合作

体系；课题 4 研究认知无线电的各种频谱管理技术，旨在为

频谱分配和多系统共存提供理论基础。课题 1 和课题 4 探索

认知无线电中的两个关键共性技术，而课题 2 和课题 3 研究

认知无线电的典型应用。 
1  无线频谱环境认知理论与技术(F0102，F01) 

无线频谱环境的实时检测与分析是提高频谱利用效率、

改善无线信道传输条件、网络智能化、消除各种干扰(包括有

意干扰、无意干扰)、有效进行频谱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本

项目基于认知无线电的概念与技术，探索并研究广域无线频

谱的感知、检测、分析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无线频谱感知的频域-

时域-空域多维信号实时检测理论与技术；(2)分布式协作频 
 

谱感知的数据处理、融合与可视化技术；(3) 无线频谱感知

的宽带射频技术与硬件系统研究；(4) 无线环境干扰信号的

感知、定位与识别理论。 

2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通信抗干扰理论与技术(F0102，F01) 
本项目基于认知无线电技术，研究探索通信抗干扰的新

理论、新技术，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由于无线

通信所特有的开放传播特性，无线通信系统特别容易受到来

自其他射频发射设备有意或无意的干扰，从而影响无线通信

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认知无线电为无线通信的抗干扰技术

提供了一种智能化、主动式的系统级解决方案。本项目探索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通信抗干扰理论与关键技术。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干扰信号的高速识别、

检测、分类和定位技术；(2) 基于认知的实时频-时-空多维

抗干扰理论与技术；(3) 面向抗干扰的智能链路资源重配置

与重构理论；(4) 基于认知的无线网络的分布式干扰回避路

由机制。 

3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中继与协同通信研究(F0102，F01) 
本项目基于无线频谱认知理论与技术，研究智能化无线

网络的理论与技术。跨层跨系统的多节点协同合作已经成为

未来无线通信与网络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一合作体系结

构能够有效地提高无线网络的可靠性、有效性、鲁棒性以及

用户服务质量，使得有限的无线频谱和功率资源发挥出最大

的效用。节点主动认知技术和可重配置合作技术已经成为未

来新型无线网络体系结构中密不可分的两大支柱技术。本项

目探索基于认知无线电的中继与协同通信理论及其关键技

术。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可

重配置、跨层、跨系统多网异构中继合作理论；(2)合作网络

的协同电磁环境认知理论与技术；(3)基于节点认知的分布式

动态中继选择与资源配置理论；(4)认知无线网络的主-次用

户多系统协作通信与资源合作博弈。 

4  基于认知的无线资源动态管理与利用(F0102，F01) 
本项目基于无线频谱认知理论，研究并探索无线频谱资

源分配、管理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机制，并将频谱管理与

移动网络无线资源管理技术相结合，最大限度的提高无线网

络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为了满足未来网络自主化的发展趋

势，本项目将研究如何实现自主的动态资源管理技术。随着

信息技术与应用需求的快速发展，无线频谱资源面临着严重

的挑战，对无线网络资源尤其是频谱资源实现高效动态分配

与管理，大幅度提高频谱资源的使用效率，是解决频谱资源

紧张的重要途径。认知无线电技术为频谱资源的动态管理与

高效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认知无线电频谱按需

分发与灵捷接入机制；(2)基于认知的动态、自主联合无线资

源管理理论，体系结构与信令、协议研究；(3)基于认知无线

电技术的频谱共享与功率控制博弈理论研究；(4)基于认知无

线电技术的频谱利用效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