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卷第 12期
2005 年 12 月

地球科学进展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Vol.20　 No.12 
 Dec.，2005 

文章编号：1001-8166 （2005 ）12-1271-09 

200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

（地球科学部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关　键　词：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地球科学

中图分类号： P　　　文献标识码：B

　　地球科学是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人类目前惟

一生存环境———地球的基础科学。地球科学通过对

地球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日地

空间的过程与变化以及这些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等研

究，以提高对地球的认识水平，并利用这种知识为解

决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中的资源供给、环境优化、减

轻灾害等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与技术的支持。

地球科学在 21 世纪初叶的发展强烈地反映出

以下趋势：

（1）从系统层次认识地球；以一种跨越领域和

学科的观点，以更大的视野，更高的层次研究地球科

学问题，强化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以及社会功能日

益增强为时代特征。

（2）形成以不同空间尺度、时间尺度的基本地

球过程研究为重点，广泛应用与发展高新技术，定量

化观测、探测和实验研究与过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

格局 。

︵3）深入理解地球系统各圈层的基本过程与变

化及其相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协调人

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地球系统科学为主要发展方向。

（4）利用对基本地球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认

识，研究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灾害和地球信息的

基础问题，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 。

︵5）在上述背景与发展趋势主导下，全球变化

及其区域响应、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天气、气候系

统的物理动力学、大陆动力学、区域可持续发展、日

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地球系统探测新原理与新

技术成为发展的前沿。

（6）计算机模拟技术、穿越圈层的示踪剂、覆盖

全球的信息成为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条

件。科学创新的全球化已成必然，全球知识和科技

信息资源将成为国际化创新活动的公共平台。
2005 年地球科学部共受理面上项目 3 654 项，

其中受理自由申请项目 2 718 项，资助646 项，资助

率 23.77％，经费 22  834 万元；受理青年基金项目
800 项，资助 214 项，资助率 26.75％，经费5 797.00 

万元；受理地区基金项目136 项，资助 21 项，资助率
15.44％，经费 470 万元。受理重点项目 132 项，资

助 34 项，经费 4 725 万元。受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含外籍）143 项，资助（含外籍）18 项，经费（含

外籍）1 800 万元。受理海外、香港青年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39 项，资助 7 项，经费 280 万元。创新研究

群体受理 9 项，资助3 项，经费 1 080 万元。受理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 95 项，资助 19 项。经费 1 853 

万元。
2005 年资助的面上项目中，高等院校承担 451 

项，占 51.19％，科研院所承担 416 项，占 47.22％；
45 岁以下科学家承担的项目 688 项，占项目负责人

总数的 78.1％；延续资助项目 269 项，占 30.53％；

跨科学部交叉项目 81 项，学部内学科交叉项目所占

的比例更高。为继续加强对具有创新性强的基础研

究，尤其是具有创新思想的非共识项目的资助，采取

了各种切实可操作的保护措施，加强支持力度，以推

动我国地球科学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2005 年资

助专家署名推荐的非共识创新项目 15 项。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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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探索性强、有创新性、且具有较大风险或不确定

因素的项目，设立小额探索项目，给予一年资助，
2005 年共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51 项，经费 510 万元。

2006 年面上项目的遴选，仍然坚持以下遴选标

准：①项目整体研究方案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②申

请人的研究能力和潜力；③项目构思是否科学、可

行，是否有明确的科学问题；④是否具备必要的研究

基础与条件。在基础研究倡导创新的同时，注重研

究工作的积累。对以往研究工作中已有好的研究积

累，近期完成质量较高的面上项目，如申请延续研

究，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资助；申请书中应论述与

已完成项目的关系。边缘学科及学科交叉项目已成

为创新思想及源头创新的沃土，项目遴选时，特别关

注学科交叉类项目。基础研究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

突出，获取、分享国际科学界的成果和经验，利用发

达国家的研究手段、设备、信息，可以尽快使我们的

研究工作进入世界科学前沿。对有国际合作背景的

项目，尤其是参与国际大型研究计划的项目，给予特

别关注。我们将通过评审工作，逐步引导并培植项

目申请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良好学风；提倡精益求

精的探索风格。

持续稳定地造就和培养优秀青年科学家人才队

伍是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对青年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的资助。青年基金

项目主要是发挥“育苗”功能，为刚走上科学研究岗

位的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机会，扶持他们尽快成长。

鉴于 45 岁以下青年科学家已成为面上项目执行的

主体，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重点将逐步前移，尤其对

博士后和刚毕业的博士给予及时的支持。

表1 列出了地球科学部2004 年和 2005 年度各

科学处及学科的资助项目数和资助率。2006 年在

稳定资助率的同时，将适当提高资助强度。

表 1　地球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 （金额单位：万元）

科　　学　　处
2004 年度 2005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项数资助率（％）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项数资助率（％）

一处 地理学（包括土壤学和遥感） 208  ＋5 * 6 274  18.47 247  ＋18 * 8 340  19.53 

二处
地质学 172  ＋16 * 5 802  26.52 201  ＋9 * 7 339  28.11 

地球化学 68  ＋3 * 2 161  27.31 80  ＋4 * 2 828  27.10 

三处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 80  ＋6 * 2 655  25.52 100  ＋6 * 3 602  28.80 

四处 海洋科学 88  ＋6 * 2 785  22.12 109  ＋8 * 3 796  26.77 

五处 大气科学 73  ＋6 * 2 276  21.76 93  ＋6 * 3 196  22.76 

合　　计 689  ＋42 * 21  953  22.51 830  ＋51 * 29  101  24.11 

平均资助强度（万元 /项） 30.03 （ 31.25 * *
） 33.03 （ 34.45 * *

）

　　注：* 小额探索项目；* * 3 年期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

地球科学一处

地球科学一处的资助范围：自然地理学、人文地

理学、土壤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地理学。

地理学（包括土壤学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以探讨陆地表层自然与人文各要素演化过程、空间

分异规律及相互作用机制为研究目标。近年来随着

各分支学科的快速发展，地理学（包括土壤学及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传统研究方向得以不断完善和

深化。近两年来，自然地理学的基金项目在典型区

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小流域尺度基于
 GIS 的具有物理基础的分布式降雨径流模型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过去 1 万年来的古地貌发育和海陆

关系演化过程模拟试验研究，寒区隧道气—固—水

分迁移问题的数学力学模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进展。人文地理学的基金项目在城市化测度方法及

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中国城市消费者行为地理学研

究方法体系构建，企业行为与企业合作的区域效应

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机理，以及中国南方

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土

壤学的基金项目在土壤生物过程、养分循环与污染

物降解，土壤矿物（如氧化铁、氧化锰等）形成过程

及其环境意义，土壤降雨侵蚀，土壤中 N、P 等营养

元素向水体迁移的机理和动态模拟模型，以及土壤

质量和土壤养分的时空变异规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进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基金项目在水稻高光

谱遥感精确诊断方法，根据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图像

的特点提高搜索速度，在植被真实结构知识库支持

下的遥感物理模型反演研究，空间数据误差新分布

的思想和处理方法，以及基于新几何模型的区域网

平差，解决高分解率遥感影像传统方位参数相关性

的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环境地理的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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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重金属共生污染土壤的环境化学行为及包膜缓

释络合剂逐步释放研究，植物、土壤和水溶液中金属

元素的结合形态及基于根际过程预测生物可给性的

分析方法研究，森林土壤中甲烷氧化过程对土壤碳

截获过程的作用及微生物学机理，以及环境演变代

用指标及重要事件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2005 年地球科学一处共受理面上项目 1 357 

项，其中自由申请 946 项，青年基金 320 项，地区基

金 91 项。资助面上项目 265 项，经费 8 340 万元。

其中自由申请项目 173 项，经费 5 897 万元；青年基

金项目 79 项，经费 2 144 万元；地区基金项目 13

项，经费299 万元。地理学中的自然地理学研究方

向（ D0101  ～105 ， D108 ）有 62 项获得资助，资助经费

达 2 072 万元。人文地理学方向（ D0106  ～107 ，
 D109 ）共资助项目 27 项，经费 785 万元。土壤学方

向（ D0111  ～116 ）资助项目 47 项，经费 1 614 万元。

遥感研究方向（ D0117  ～121 ）资助项目 64 项，经费
1 803 万元。环境地理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

（ D0122  ～125 ， D110 ）共资助项目 65 项，经费 2 066 

万元。在以上资助的面上项目中，除常规面上项目

外，根据鼓励创新的原则，经评审组专家提名，资助
2 项非共识创新项目，共 74 万元。资助小额预研探

索项目18 项，经费180 万元。经评审组推荐和有关

专家组审核，2 个项目作为健康领域项目获得资助，

经费 80 万元。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地理学科将继续鼓励探索

地理学（含土壤学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前沿的

重大基础性和应用基础性研究项目，瞄准国家目标

和我国地域特色，着重资助在研究内容上更具创新，

注意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以区域为单元的综合性研

究，鼓励探索人类活动影响下，地球表层系统的结构

功能变化机制及动力学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的研究。

同时根据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和实际需要，加强面上

研究项目的资助强度。

地球科学二处

地球科学二处的资助范围：地质学、地球化学与

环境地质学。

地质学（含环境地质学）是关于固体地球组成、

结构及地球演化历史的知识体系。现代地质学不仅

要阐明固体地球的组成物质、控制物质转换的机制

以及由这些物质记录的地球演化历史，而且要揭示

改变固体地球外层的营力和改造地球表层的过程，

并运用地质学知识探明可供利用的能源、矿产资源

和水资源以及理解地质过程与人类的关系。

板块构造理论的提出，使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

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对许多孤立的困惑的地质过程

和现象能给予合理、综合的解释；而大陆更为复杂的

动力学过程，又为板块构造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

命题。近年来地幔柱理论的发展，也使得固体地球

的深部活动与表层现象的垂向联系更为紧密。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地质学研究获取数

据和资料的能力。地球物质成分分析精度的快速提

高，增强了对地球物质组成及演化时间维的约束能

力；地震技术用于层析成像，遥感技术及卫星对地球

和邻近星体的观测，加深了对地球结构的理解； GIS 、
 GPS 技术提高了地质测图的水平和实现了对板块相

对运动、地震、火山活动的监测；计算机模拟使科学

家能对重要地质过程进行分析和预测；地壳钻探技

术、高温高压实验技术等，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地质学

的发展。

人类对地球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类每年消耗

的矿物资源是自然营力通过河流搬运到海洋的沉积

物的 3 倍，人类汲取地下水的速度超过其补给速度。

人类活动可以引起物种的绝灭。人类活动作为一种

新的地质营力，把地球环境与人类生存及活动紧密

联系起来。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核心的地球科学研究新趋势

和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强烈应用需求，以

及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物质分析测试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地质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方法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由研究地球历史的演化记录

而逐渐介入了对未来地球环境发展趋势的预测。地

质学与生命科学研究的广泛交叉，已形成了地质生

物学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
2005 年度地质学领域受理面上项目申请共计

747 项，共批准资助210 项（含小额探索项目 9 项），

其中自由申请项目 178 项，资助率约 28％；青年基

金项目 31 项，资助率约 27％；地区基金项目 1 项。

自由申请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约 37 万元/项。主要资

助领域分布情况为：矿物学、岩石学及矿床学，约占

总经费23％；古生物学、地层学及沉积学，约占总经

费 20％；构造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及区域地质

学，约占总经费17％；第四纪地质学及环境地质学，

约占总经费 15％；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约占

总经费16％；石油地质学与煤田地质学，约占总经

费 9％。
2005 年度申请书中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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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的科学问题不明确，因此设计目标过大，内容较空

泛，研究重点不突出。许多申请书对研究方案，特别

是对关键性的技术手段或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缺乏必

要的论证。一些申请项目研究队伍以非固定人员为

主，显得稳定性不够。少数申请书撰写格式不符合

填报要求。二处已将 2005 年度申请项目的专家评

议意见原文反馈给申请者本人，供申请者在下年度

重新申请时参考，并希望在申请书中对其中的主要

意见作必要的修正或分析。

地球化学：目前以元素和同位素示踪与定年为

主体的地球化学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日趋成熟，研

究领域由以固体岩石圈为主转向多层圈界面过程研

究，学科交叉渗透程度不断加大，正在地球系统科学

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元素和同位素示踪与定年基础理论的深化和探

索研究、分析测试与实验技术的建设是学科深入、持

久发展的关键和应用研究的基础，将对这方面给予

持续、高力度支持。地球化学应用领域需要立足我

国自然特点、瞄准国际前沿进行深入研究。

环境与生物（有机）地球化学已成为最为活跃

的研究领域。其中全球变化研究以往比较重视对

“记录”的研究，而对“机制”的研究深度不够。生物

地球化学应突出对生源要素、微量气体和颗粒物地

球化学循环的动力学及其生态效应、生物地球化学

反应机制的研究，要重视对毒害污染物的暴露水平、

健康风险和高风险污染环境的评价体系和修复机理

的研究。化学地球动力学正形成最具竞争力的研究

领域，岩石地球化学研究需选择具有重大意义的地

质问题。现代地球科学研究对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

年代学和其他年轻年代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长

寿命放射性同位素年代学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方法学问题。矿床地球化学研究需要重视成矿作

用的地球动力学背景，涉及隐伏和难识别矿床的地

球化学勘查理论研究属鼓励资助方向。实验地球化

学属于重点扶持的领域之一，实验思路的创新性和

科学问题的前沿性是获得资助的重要因素。地球化

学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将支持可直接应用于地球化

学研究的各种分析测试和实验方法与技术的探索研

究，移植引进性或非地球化学方法技术不在本学科

资助之列。

近期将重点支持大陆岩石圈化学结构与组成的

非均一性、壳幔相互作用及物质循环、大陆形成与演

化的机制及大陆碰撞与裂解过程及其环境效应研

究；重点支持固体地球系统与地表系统之间的地球

化学相互作用及物质交换研究；重点支持东亚季风

环境的形成与演变、地质作用对碳循环的影响、环境

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重点支持地表环境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与效应、制约重要生物类群起源演化及生

物多样性的地球环境研究；重点支持具有潜在应用

前景或基础理论意义的成矿成藏作用及资源探查技

术研究。
2005 年共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310 项、资助 84

项（含小额探索项目4 项），资助率 27.1％。其中自

由申请项目资助 65 项（含小额探索项目 3 项），资

助率 27.1％；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18 项（含小额探索

项目 1 项）、资助率 27.7％；地区基金项目资助 1

项，资助率 20.0％。环境地球化学与生物地球化学

（申请 142 项、资助率 19％）、矿床和油气地球化学

（申请 41 项、资助率 40％）、同位素地球化学（申请
38 项、资助率 32％）、岩石地球化学（申请 26 项、资

助率 35％）均属于申请项目较多的学科，近年来资

助率较为稳定。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申请项数不多

但质量较高，而地球化学新技术新方法申请项目多

偏离地球化学资助范畴。

目前申请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强调研究

领域的重要性，而未能就申请项目的具体内容阐明

其研究思路的创新性和研究价值；将长期目标与申

请项目可实现的阶段目标混为一谈；选择了很好的

研究对象或内容，但未能提炼出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追求新技术新方法的单一应用而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不明确，或追求研究方法的面面俱到而缺乏解决问

题的针对性；对关键技术缺乏可行性论证。

地球科学三处

地球科学三处的资助范围：地球物理学、空间物

理学、大地测量学。
 GPS 、卫星重力及  INSAR 导致大地测量学的重

大突破，观测精度和空间分辨率比经典大地测量提

高 2 ～3 个数量级，使得现代大地测量新技术在地学

中的应用范围大为扩展；深地震探测获得了地壳、地

幔顶部精细结构的信息和地学的新发现；非线性地

震反演理论的建立和实际应用，使地震解释的分辨

率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揭示较复杂的地质体形态；长

期地震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非地震地球

物理资料的获取及处理技术的进步，使研究地球深

部结构、状态成为可能；勘探地球物理的进展为国民

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空间物理学是近

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领域，在空间各层次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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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和耦合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日地系统扰

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已初步形成，为迅速发展我国

空间天气学研究，开展空间天气预报打下良好基础。
2005 年度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科共受理面

上项目 368 项，申请金额总计为 13  081.44 万元。

其中自由申请项目 286 项，较 2004 年增长 5.15％，

资助 78 项，资助率为 27.27％，平均资助强度为
37.8 万元/项，资助小额项目6 项，资助强度为 10 万

元/项；青年基金 76 项，较 2004 年增长 31％，资助
21 项，资助率为 27.63％，平均资助强度为 27.1 万

元/项；地区基金 6 项，资助 1 项，资助全额为 23 万

元。申请中依然是勘探地球物理（ D0409 ）、大地测

量学（ D0401 ）、地震学（ D0402 ）与空间物理（ D0410 ）

这几个分支学科的申请最多，以申请书填表的学科

代码统计，学科交叉的项目 74 项，占总项目数的
20.1％，跨材料工程、数理、信息等学部的交叉项目
32 项，学部内交叉项目 42 项。面上申请项目依托

单位 105 个，较 2004 年增多 8％，申请项目多于 10

个的单位有 10 个；自由申请及地区基金项目 50 岁

以下的申请人占85％，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平

均年龄为 31 岁；70％以上的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
2005 年度申请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国内

外研究现状及分析未能综合国内外情况展开论述；

提出的研究内容过多、松散，主题不够突出，创新点

也不明显，或未抓住目前研究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

对关键技术的解决方法论述不很清晰，缺少新颖具

体的解决方案；申请经费不合理；申请人对所列的参

考文献理解不透，或参考文献引用与申请项目无关，

或有错误。另外，数值模拟类的项目申请过多。

三处已将 2005 年度申请项目的专家评议意见

原文反馈给申请者本人，供申请者在 2006 年度重新

申请时参考，并希望在申请书中对其中的主要意见

作必要的修正或分析。

近几年科学处加大了支持创新项目的力度，对

那些确有创新的项目采取切实可行的扶持措施，取

得了积极的效果。在今后一段时期，将始终把鼓励

创新放在首要位置，把培养优秀的年轻学科带头人

放在重要位置。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

时，注意深层次研究，注重新的生长点和具创新性的

开拓性研究，特别是注意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难点的突破；对空间天气、卫星重力学、环境地球

物理、实验地球物理、深地球内部物理和地球物理与

行星物理比较研究以及地震波传播理论研究的支持

要加大力度；对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地球物理与

空间物理问题的研究要予以特别关注；对利用实际

观测资料进行前沿创新性研究的项目申请要加以

扶持。

科学上许多发现是难于预料的，特别鼓励具有

新思想的项目申请。

地球科学四处

地球科学四处的主要资助范围：海洋科学、极地

科学。

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过程及

其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巨大

的海洋水体部分，也包括河口海岸带、海洋与大气界

面、海水与沉积物界面及海底岩石圈等；作为海洋科

学学科发展基础的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

础学科不断向海洋科学渗透和交叉，高新技术如空

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深潜技术等在海洋中

的应用，由此形成的新的学科前沿方向也属海洋科

学的资助范围，这方面的研究将成为海洋科学进一

步发展的动力。

海洋环境是多种因素并存且互相影响的一个整

体，必须加以综合研究方能解决问题，多学科交叉与

综合研究是当今海洋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海洋科

学在加强区域化研究的同时，已经向全球化和国际

化方向发展。围绕着气候、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形

成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海洋科学研究计划，

与此相伴的是广泛的国际合作，促使海洋科学研究

不断深入和快速发展。此外，海洋探测技术、室内分

析技术和海洋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获取

现场观测资料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已成为当今推动

海洋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

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应注重学科间的交叉、渗

透和综合，近期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是：大洋

环流与气候变化；近海环流及其动力机制；海洋古全

球变化与海陆对比研究；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海

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耦合；上层海洋与

低层大气物质通量与循环；河口海岸与陆海相互作

用；有害赤潮海洋学与生态学研究；海底深部生物圈

与深海极端环境的生命过程。
2005 年度海洋科学领域受理面上项目申请437 

项，其中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海洋

环境科学和生物海洋学 4 个二级学科的申请数为
296 项，占申请总数的 67.7％。2005 年海洋科学领

域共批准面上项目 117 项，平均资助率为 24.9％

（不包括 8 项小额探索项目），其中自由申请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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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率为 23.7％（不包括 8 项小额探索项目），青年

基金项目的资助率为 27.8％。与前几年情况相似，

在上述 4 个二级学科中资助项目仍比较多。
2005 年受理申请的书写质量比 2004 年有所提

高，尤其是选题方向、项目设计及申请书填写等方面

均有明显改善。然而，部分申请尤其是青年基金申

请，虽然对所提出项目的重要性和国家需求叙述得

较为清楚，但针对所提出的研究方向到目前为止什

么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问题出在什

么地方，申请人自己准备解决哪些具体科学问题和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显得不具体，也就是说，缺少明确

的科学问题。

极地科学：是研究极地特有的各种自然现象、过

程和变化规律及其与极地以外的地球系统单元相互

作用的科学。它包括极地生物和生态学、极地海洋

学、极区空间物理学、极地大气和气候学、极地地质、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南极陨石学、极地冰川学、极

地测绘与遥感、极地管理与信息科学、极地观测和工

程技术等分支学科，是一门由多个学科领域构成的

综合性学科。

近年来国际极地科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

总体来说仍然是地球系统科学中最薄弱的环节。针

对当前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打

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开展极地

五大圈层的特性和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中、低纬度

各圈层的联系的集成化研究，已成为当今极地科学

研究发展的趋势。

我国极地科学的研究应结合已有的研究基础，

围绕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

究。近期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是：南大洋的

海洋过程和变异；北极海洋与海冰的快速变化机制

及其气候效应；极地地球化学过程与碳的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南极冰盖断面的气候与环境变化；极地无

冰区生态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极地大气过

程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极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极地微生物种质和基因资源；极地海洋生物资

源变化；日侧磁层边界层及其动力学过程；南极陨石

和宇宙尘研究；南极现代板块运动与南大洋海平面

模型；极地大地测量；以及东南极泛非期造山过程和

冈瓦纳古陆形成过程等。
2005 年度极地科学领域受理面上项目申请 16

项，涉及极地生物和生态学、极地海洋学、极地大气

和气候学、极地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多个研

究领域。批准面上项目 7 项，其中自由申请项目 3

项，青年基金项目 4 项，平均资助率为43.7％。

极地科学项目申请的申请代码为  D06 ，但需把

所属的研究领域填写到附注说明中。这些领域是：

极地生物和生态学、极地海洋学、极区空间物理学、

极地大气和气候学、极地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

学、南极陨石学、极地冰川学、极地测绘与遥感、极地

管理与信息科学、极地观测和工程技术等。

地球科学五处

地球科学五处的主要资助范围：气象学、大气物

理学、大气环境与大气化学。

大气科学：是研究地球大气中发生的各种现象

及其变化规律，进而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

科学。

近年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和圈层相互作用概

念的提出，大气科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大气圈是地球系统中最活跃的圈层之一，其

变化受到地球系统中其他圈层和太阳等天体的控制

与影响，而大气本身反过来又对海洋、陆面、冰雪和

生态系统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在地球系统各圈

层相互作用中，大气圈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地球其他

圈层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因

此，当代大气科学除研究大气圈本身的动力、物理、

化学等过程的变化外，已从水圈、岩石圈、冰雪圈、生

物圈和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全方

位地研究大气运动变化的本质；研究天气、气候系统

的演变规律和预测、预报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影响局

部天气的调控技术和措施；研究人类活动对天气、气

候、环境系统的影响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对

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大气科学在各分支领域继续深

化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圈层间的相互作用；重视各

种过程的综合、集成和系统化、模式化研究，强调观

测、分析、理论、模拟和预测等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

联系和结合；重视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预

测和适应问题；重视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优化和有

序活动；重视为人类影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的科学支持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2005 年地球科学五处共受理面上项目申请435 

项，较 2004 年增加 19.8％。其中：自由申请项目
317 项，较 2004 年增加 23.8％；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99 项，较2004 年增加11.2％；地区科学基金项目19

项，较 2004 年增加5.6％。
2005 年共资助面上项目 99 项，平均资助率为

22.8％。具体情况如下：资助自由申请项目 6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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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率 19.9％，平均资助强度 35.87 万元/项；此

外，自由申请项目中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6 项，平均资

助强度 10 万元/项。包括小额探索项目，自由申请

的平均资助率为 21.8％。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7 项，资助率 27.3％，资助强度 27.15 万元/项。资

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3 项，资助率 15.8％，资助强

度 23.0 万元/项。
2005 年申请书填报中出现的问题仍较多，有近

6 ％（25 项）的申请书因不符合要求而被初筛去掉。

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申请书中填报的合

作单位没有盖章（9 项）；②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参加

人员超项（6 项）；③申请者同时申请 2 项面上项目

（1 项）；④申请单位隶属关系不符合地区基金申报

条件（7 项）；⑤无高级职称的申请者缺高级职称专

家推荐函（2 项）；⑥申请金额过大（1 项，且合作单

位没有盖章）。希望在 2006 年项目申请时引起注

意。“十一五”期间，继续鼓励各种探索性、原创性

的基础研究项目的申请；鼓励应用数学、物理、化学

和生物等各学科最新的先进思想、方法、成果和各种

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研究发生在地球大气中各种现

象、过程和机理，以及大气与其他圈层的物质、能量

交换等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以及这些过

程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鼓励灾害天气、大气化学、

大气环境、大气遥感和中层大气等研究领域的项目

申请；鼓励对国内外正在启动、进行或已完成的与我

国有关的大型科学试验、科学计划、已建立的大型观

测网资料开展分析和研究。

重点项目指南（地球科学部）

　　重点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属于《指南》宏观指导下的自由申请项

目。地球科学部自 2002 年以来，以优先资助领域中

的重要科学问题发布重点项目指南；而在优先资助

领域之外，属于重要前沿科学问题，在以往承担基金

项目或其他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确需由重点项目

资助的研究，也可提交重点项目申请书。

申请者可根据下述领域中的科学问题，在认真

总结国内外过去的工作、明确新的突破点以及如何

突破的基础上，自由确定项目名称、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

撰写重点项目申请书时，要求申请者详细论述

与本次申请相关的前期工作基础。个人简历一栏中

要详细提供申请者及项目组主要成员的工作简历和

受教育情况、以往获基金资助情况、结题情况、发表

相关论文情况。所列论文要求将已发表论文和待发

表论文分别列出，对已发表论文，要求列出全部作者

姓名、论文题目、发表的期刊号、页码等，并要求按论

著、论文摘要、会议论文等类别分别列出。另外在提

交的纸质申请书后附 5 篇代表性论文的首页复

印件。

填写申请书时，须在“附注说明”栏中填写相关

领域的名称，并在研究内容中阐明与关键科学问题

的关系及相应的学术贡献。为避免重复资助，项目

申请书应明确论述该项申请与国家和部门其他相关

研究项目的联系与不同。鼓励提交中文申请书同

时，提交英文申请书。

为促进项目负责人之间的联系及学术思想和信

息的交流，促进新的科学研究群体的形成及多学科

集成，每年将举行一次“领域”项目负责人会议。申

请书的经费预算部分应涵盖参加年度项目负责人会

议的经费。为实现“领域”总体科学目标和多学科

集成的需要，项目申请人应承诺遵守数据和资料管

理的相关规定。

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创新思想及源头创新的沃

土。我们不仅希望地球科学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更

希望数理、化学、生命、材料与工程、信息及管理的科

学家申请或与相关领域地球科学家联合申请地球科

学部的重点项目，并在申请书中注明交叉学科的申

请代码。
2006 年拟资助总经费约 5 000 万元，资助强度

在 100  ～180 万元/项之间，资助项数约 35 项。项目

执行期为 4 年。

1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变化研究已成

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国际科学活

动。未来研究将注重全球碳循环、水循环、食物系统

及环境健康等，并将重视全球变化研究中的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及全球和区域相互作用等战略

部署。本领域的战略思想为：以东亚大陆、海洋和

极地若干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域为对象，以碳氮循环、

水循环和季风环境演化为核心，以地球系统的观点，

研究海—陆—气相互作用及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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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的机理，获取环境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方式、响

应途径、作用过程、动力机制及未来变化趋势，发展

全球变化科学体系，为我国在水安全、生态安全、食

物安全及国际公约中的国家立场等方面提供科学

依据。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1）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态系统与生物

多样性。

（2）亚洲季风环境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与

响应 。

︵3）高原与极地环境变化过程及其与东亚环境

变化的联系。

（4）陆海相互作用与河口海岸带环境演变。

（5）全球和区域气候与环境的预测。拟资助 3

～5 项。

2　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

近期重点资助针对地质历史时期和现代的地球

环境对生命过程的影响、生命过程对环境的反馈以

及二者的协同演变关系等基本科学问题，在当代地

球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的前沿领域开展的研究。申

请项目在研究内容上应突出地球环境和生命过程之

间的有机结合，特别鼓励地球科学与相关学科在研

究内容和方法上的交叉和渗透，欢迎生命科学等相

关学科的科研人员申请项目。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1）生物辐射和生物绝灭事件的型式、过程和

机制及生物多样性起源。

（2）中、新生代陆地生命系统、生物演化与环境

变化 。

︵3）古人类起源、体质演化及生存模式与更新

世环境变化。

（4）化学物质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环境

效应 。

︵5）毒害污染物的生态毒理和区域风险。拟资

助 4 ～6 项。

3　天气、气候系统的物理动力学

本领域的主要科学目标是：认识由大气—海

洋—陆地耦合气候系统运动规律决定的各类天气、

气候过程的时空特征、变化规律、相互联系及其物理

机制，以及影响这些过程的中高层大气和下垫面与

边界层中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发展我国高

精度高分辨率的海陆气相互作用的气候系统模式，

并用于气候变化和生存环境变化的理论研究和预测

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必

须注意加强对大气探测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装备

的研究，包括新型传感器和平台的研制，卫星、雷达

遥感反演与应用等，同时，鼓励有创新思想的外场观

测技术研究。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1）气候系统中的气溶胶和微量气体的物理化

学过程研究。

（2）中尺度灾害性天气系统的动力过程和预测

方法的研究。

（3）平流层过程及其与对流层相互作用和气候

环境效应研究。

（4）下垫面与大气间物理量交换过程的观测和

理论研究。拟资助 3 ～5 项。

4　大陆动力学

在大陆动力学领域中，通过多学科手段研究中

国大陆的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特征，对比亚洲

相邻地区和世界其他大陆，了解中国大陆壳—幔系

统的三维结构图像，揭示大陆物质增生和消减的主

要过程，建立东亚大陆中新生代演化的动力学概念

模型和定量化模型，为资源勘查、灾害减轻和环境保

护提供理论基础。

本领域鼓励：

（1）瞄准研究目标，综合运用精细的野外地质

观测、地球物理探测、重大地质作用事件高精度定量

研究、地球化学示踪等新技术手段，在关键科学问题

上取得可靠的科学数据或重要发现。

（2）以新的思路综合分析各种地质、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资料，建立大陆动力学概念模型，并开展数

值模拟。

（3）开展有效的国际与地区合作研究，特别鼓

励围绕项目的科学目标与相关国家开展对比研究，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1）东亚大陆岩石圈演化与成矿成藏作用。

（2）中国东部大陆及边缘海中新生代构造转折

过程 。

︵3）大陆岩石圈物质再循环与大陆的增生与

破坏 。

︵4）新生代以来构造作用及其环境、灾害效应。

拟资助4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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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将针对我国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起重要作用的科学问题，开展综合

集成研究，围绕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着眼

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寻求典型区域社

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为实现区域可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1）区域发展水平的测度理论与方法。

（2）城市化约束机制及发展模式。

（3）城市景观格局与生态环境效应。

（4）区域资源、灾害空间分异与可持续发展。

（5）产业转型及其区域影响。拟资助4 ～6 项。

6　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

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领域研究的总体目标

是：以日地系统不同空间层次的空间天气过程研究

为基础，形成空间天气连锁过程的整体性理论框架，

取得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新进展；建立日地系统空

间天气事件的因果链模式和发展以物理预报为基础

的综观预报方法，为空间天气预报与服务实践做贡

献；实现多学科、大跨度交叉，重点针对数理、信息、

材料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开拓空间天气对人类活动

影响的研究，为应用部门的防护和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发展空间天气探测新概念和新方法，提出空间天

气系列卫星的新概念方案，开拓空间天气研究新

局面。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1）空间天气太阳驱动源的研究。

（2）极隙区的结构与动力学、空间磁重联与带

电粒子加速过程、中层顶区域基本过程研究。

（3）磁层（子午链地磁）—电离层—中高层大

气多时空尺度的耦合及综合观测研究。

（4）空间天气的非相干散射观测与研究，空间

天气对航天、通讯、材料和生命影响的基础研究，空

间天气综合预报模式研究。

（5）空间天气探测的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的

研究。拟资助 3 ～4 项。

7　地球系统观测、探测与分析新原理
与新技术

地球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现代高新技术发展

为重大地球科学问题的突破创造了重要条件；新兴

探测与分析技术的进展往往是地球科学创新思维来

源的技术保障。本领域研究应该针对地球科学研究

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地球

系统的观测、探测与分析的新原理、新方法与新技术

的研究，为地球科学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手

段，促进和推动地球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简单

移植、引进性方法技术不在资助之列。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1）对地观测的新原理与新技术。

（2）地球空间信息集成、分析与共享的新原理、

新方法与新技术理论研究。

（3）大气、海洋、陆地表层探测新理论与新技术

研究 。

︵4）地球深部探测新原理、新方法与新技术的

理论研究。

（5）精细测量新理论与新分析方法研究。拟资

助 3 ～5 项。

8　其他

由于地球科学基础研究的探索性、难预测性和

不可规划性，上述 7 个领域之外，属于重要前沿科学

问题，确需由重点项目资助的研究，也可提交重点项

目申请书。

申请此类重点项目，在申请书的基本信息表的

“附注说明”一栏中填写“其他”。申请者除了按常

规要求撰写申请书外，还需要在申请书最后另外附

加一页，提交（800 字左右）申请人以往承担基金项

目或其他研究中取得重要进的情况说明，在此“情

况说明”中，着重阐述重要创新性进展的实质性内

容、相关研究结果以及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情况等，所提供的论文要求详细列出全部作者

姓名、论文题目、发表的期刊号、页码等。另外在提

交的纸质申请书后附 5 篇代表性论文的首页复印

件。拟资助4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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