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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２００９年工程地质学的基金申请情况、资助情况、研究队伍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工程地质学的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增
加较快，但申请项目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工程地质学基础研究队伍在各单位之间还不均衡。工程地质学基础研究青年

人才队伍的培养仍需要大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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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共受理各类项目２３６项。
其中面上项目１３３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８５项，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４项，重点项目６项，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４项，海外青年学者合作基金２项，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１项，仪器专项１项。

２　各类基金受理情况

工程地质学共受理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和

地区科学基金三类项目共计２２２项。面上项目总申
请金额约为 ６１６４万元，平均申请强度为 ４６．３５万
元，单项申请最高金额６７．６万元，最低金额２９．４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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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５年来工程地质学项目申请数量总体情况见
表１［１～５］。本年度面上项目申请数比 ２００８年增加
了４９项，年增长率５８．３３％；青年科学基金增加了
３１项，年增长率５７．４１％。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度申请项目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ＮＳＦＣ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０９

项目类别＼年度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面上项目／项 ６２ ７４ ９８ ８４ １３３

年增长率／（％） １２．７３ １９．３５ ３２．４３ －１４．２９ ５８．３３

青年科学基金／项 １５ １８ ３６ ５４ ８５

年增长率／（％） ３６．３６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７．４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申请

项目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分布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基金申请
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ｓ

研究内容
面上

项目

青年科

学基金

地区科

学基金
合计

土体工程地质学 ２１ １４ ０ ３５

岩体工程地质学 ２８ １７ ０ ４５

工程动力地质作用（泥

石流、喀斯特、地面沉降、

地裂缝、滚石等）

７ ５ １ １３

边坡与滑坡工程地质 ２５ ２７ １ ５３

环境工程地质 ２０ ５ １ ２６

工程地质勘察理论与技术方法 ４ ５ ０ ９

区域工程地质 ７ ２ １ １０

交叉及其他 ２１ １０ ０ ３１

总计 １３３ ８５ ４ ２２２

注：“边坡与滑坡工程地质”由于申请数量较多，从“工程动力地质

作用”中单列出来

工程地质学２００９年度项目申报单位共７９个，
较去年增加了２８个（表３）。总体上看，近年来，申
报工程地质学科项目的单位持续增加，显示涉足工

程地质学基础研究的机构在增多。值得注意的是，

获资助的单位数量虽然在增加，但单位资助率却有

下降的趋势，反映出新增加单位的竞争力仍有待提

高。

表４给出了申请数超过３项的单位及资助情
况，共有１５个单位的累计申请数超过了３项，该１５

个单位的申请数量共１２３项，占比为５５．４１％，其中
面上项目申请８０项，占比为６０．１５％；青年科学基
金申请４３项，占比为５０．５９％。

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度申请与获资助单位情况
Ｔａｂｌｅ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ｄａｗａｒｄｅ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３ｔｏ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申请单位数／个 ３７ ３８ ３１ ４９ ６０ ５１ ７９

获资助单位数／个 ９ １１ １４ ２０ ２４ ２３ ３０

获资助率／（％）２４．３２２８．９５４５．１６４０．８２４０．００４５．１０３７．９７

表４　２００９年度申请数排名前１５单位及资助情况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ａｎｋｓｏｆ１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０９

序

号
单位名称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

申请数资助数申请数资助数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１２ ４ ７ １

２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８ ２ ７ ３

３ 同济大学 １２ ６ ２ ０

４ 长安大学 ６ ２ ７ ２

５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５ ３ ５ １

６ 吉林大学 ７ ２ １ １

７ 成都理工大学 ５ １ ２ １

８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６ １ １ ０

９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北京） ４ １ ２ ０

１０ 山东大学 ２ ０ ２ ２

１１ 南京大学 ２ ０ ２ １

１２ 合肥工业大学 ３ １ １ ０

１３ 西南交通大学 ３ １ １ ０

１４ 西安科技大学 ３ １ １ ０

１５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２ ０ ２ ０

注：表中申请数只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

３　各类基金同行评议概况

本年度工程地质学因申请书不符合要求而不予

受理（初筛）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

基金申请共６项，占申请总项数的２．７％。其中 ３
项申请违反了基金申请限项规定，原因是具有高级

职称的项目参加人员还参与了其他项目的研究和申

请，累计达３项。其中２项申请的资格认定不合格，
原因是在职博士研究生作为项目负责人而未提供导

师意见。其中１项申请的申请人及项目骨干成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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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签字。按照新实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对这些项目的处理意见已反馈项目依托单位和申请

者本人。

地质学科对本年度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和地区基金继续采用了３＋Ｘ同行通讯评议方式。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试点３＋Ｘ面上项
目同行通讯评议的实施方案》，原则上每份有效的

申请项目只送３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议。
回收的同行评议意见中，面上项目综合评价

“优”占２５．５９％，“良”占３６．０３％，“中”占３２．６４％，
“差”占５．７４％；资助建议中，“优先资助”占
１９．０６％，“可资助”占３７．０８％，“不予资助”占
４３．８６％（图 １）。青年科学基金综合评价“优”占
２２．３１％，“良”占３７．８５％，“中”占３４．２６％，“差”占
５．５８％；资助建议中，“优先资助”占１７．１３％，“可资
助”占４０．２４％，“不予资助”占４２．６３％（图 ２）。总
体看，同行专家对申请书的把握尺度较为稳定，青年

科学基金评价较面上项目略差。这一方面反映青年

科学基金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时经验的不足，另一

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评审专家在评议过程中没有注意

到几类基金项目的差别。

图１　面上项目同行评议的综合评价及资助建议
Ｆｉｇ．１　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图２　青年科学基金同行评议的综合评价及资助建议
Ｆｉｇ．２　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Ｙｏｕ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ｕ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２００９年度的申请项目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包
括：（１）对创新性科学问题把握不准，或对选择研究
的科学问题缺乏清晰的论述。（２）对拟开展研究工
作的科学意义理解不深刻，而侧重于强调其直接工

程价值。（３）对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缺少清晰的科学
构思或工作模型，或没有准确地提出和分析拟解决

的关键科学问题。（４）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的可行
性，特别是一些关键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缺少必

要的论证。（５）青年科学基金普遍存在研究内容过
多，拟定的预期成果过高、过多。（６）经费预算不严
谨，有时为了达到申请强度而拼凑预算经费，反而与

研究方案中所列内容不相称，与实际经费需求相差

甚大。

４　各类基金资助概况

２００９年度批准面上项目３４项（表５），资助率
为２５．５６％。批准青年科学基金２０项（表６），资助
率为２３．５３％，批准地区科学基金１项（表７），资助
率为２５．００％。

另外，根据表４中的数据，申请数前１５的单位，
其申请数占全部项目的５１．０４％，而获资助项目数
占比为６２．０７％。说明了工程地质学的基础研究单
位相对比较集中，且研究实力比研究单位更加集中。

５　基金申请队伍情况分析

图３为２００９年度面上项目申请人与获资助人
的年龄分布（图中没有包括１９５０年以前出生的４位
申请人）。根据分布图，可以将申请者大致分为 ３
个不同的年龄段，他们具有不同的特点。５０年代出
生的申请者有１４位，其中４位获得了资助，资助率
为２８．５７％，略高于学科的平均值２５．５６％。６０年
代出生的申请者有７１位，其中２２位获得了资助，资
助率为３０．９８％，明显高于学科的平均值。７０年代
出生的申请者有４４位，其中８位获得了资助，资助
率为１８．１８％，大大低于学科的平均值。这样的格
局也基本反映了工程地质学科研究队伍的现状。５０
年代出生的申请者基本为各依托单位的学科带头

人，他们虽然能力强，但其他因素如行政事务多等可

能影响了他们申请书的整体质量。６０年代出生的
申请者无疑是学科的中坚研究力量。７０年代出生
的申请者占总申请人数的１／３左右，说明了本学科
的后备研究队伍有一定的保证，但他们过低的资助

９１７１７（５）　熊巨华等：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受理与资助分析



率却说明申请书的质量仍需要大力加强。当然这其

中也反映了他们的工作积累仍然不足，这也可能是

他们资助率低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

象是，１９７４年以后出生的７位申请人均没有获得面
上项目的资助，而本年度正是１９７４年出生的申请人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最后一年。

表５ 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科面上项目资助名单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ｄｌ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

１ 砂性土地基深层竖向高频振动致密机理研究 陈福全 福州大学

２ 基于电石渣的氯化钙改良过湿粘土机理分析和应用研究 杜延军 东南大学

３ 基于双剪统一强度理论的黄土边坡强度理论效应研究 范　文 长安大学

４ 凝结水对碳酸盐岩石窟表面劣化作用试验研究 方　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５ 昔格达半成岩的工程特性室内试验研究 符文熹 四川大学

６ 软岩水理特性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何满潮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７ 强震作用下高速远程和短程滑坡运动机理及堵江溃坝模式对比研究 胡卸文 西南交通大学

８ 三峡库区顺层滑坡库水位与降雨耦合作用复活机理 简文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９ ＴＨＭ耦合条件下节理岩体破坏全过程研究 焦玉勇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１０ 灌溉诱发的黄土滑坡－泥流形成机理及预测判据研究 李同录 长安大学

１１ 金属矿地下开采对井巷围岩变形、破坏和稳定性的影响 马凤山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２ 基于地震岩崩边坡滚石运动特征研究 裴向军 成都理工大学

１３ 基于应变速率内变量砂土的粘塑特性及流变本构模型研究 彭芳乐 同济大学

１４ 软弱围岩变形特性与ＴＢＭ卡机相关关系研究 尚彦军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５ 地震堰塞湖覆盖层堆积坝体振动台试验及稳定性分析 石振明 同济大学

１６ 基于强化降温效果的青藏高原公路碎石路堤地温调控机理研究 孙斌祥 绍兴文理学院

１７ 暴雨过程滑坡变形动态模型分析 孙红月 浙江大学

１８ 膨胀土边坡的非线性有限元可靠度分析方法研究 谭晓慧 合肥工业大学

１９ 基于爆轰气体－应力耦合作用的节理岩体爆破机理和控制研究 陶连金 北京工业大学

２０ 人工多圈管冻结壁形成过程的水热力耦合研究 汪仁和 安徽理工大学

２１ 辽西地区黄土边坡坡面冲刷破坏机理的研究 王常明 吉林大学

２２ 列车长持时振动引起高速铁路路基击实黄土振陷研究 王家鼎 西北大学

２３ 黄土塬灌区灌排机制及塬边斜坡灾害机理研究 王念秦 西安科技大学

２４ 柱状节理岩体的扰动特性和分析方法研究 夏才初 同济大学

２５ 离子土固化剂对红黏土结合水的影响 项　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２６ 含裂隙岩石运动学行为的细观研究 徐金明 上海大学

２７ 可溶盐对孔隙砂岩破坏机理实验研究 严绍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２８ 疏排桩－土钉墙组合挡土体系的荷载传递路径与破坏模式 杨　敏 同济大学

２９ 藏东南不同时代冰碛物结构特征和工程地质力学特性研究 曾庆利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３０ 考虑软粘土结构性损伤的群桩沉桩挤土效应机理研究 张建新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３１ 水平－竖向（Ｈ－Ｖ）加筋路堤的承载力及稳定性研究 张孟喜 上海大学

３２ 水源热泵地下ＴＨＣＢ耦合运移机理研究 张延军 吉林大学

３３ 山区公路降雨型滑坡危险源的辨识分级和风险评估 张勇慧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３４ 钻孔灌注桩土体径向卸荷效应及其对桩侧阻力的影响机制 赵春风 同济大学

０２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工程地质学报　２００９



表６ 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名单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ｄｌ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ｕｎｄ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

１ 水泥加固高有机质含量软土改良方案研究 陈慧娥 吉林大学

２ 垃圾填埋场封顶系统滑移破坏机理研究 高丽亚 同济大学

３ 高地应力条件下岩石卸荷变形破坏过程的能量机制研究 黄　达 重庆大学

４ 复杂渗流条件下的边坡稳定数值极限分析与离心模型试验研究 贾苍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５ 地下工程开挖作用下错动带活化倾向性研究 江　权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６ 充水地下洞室长期稳定的机理研究 李丽慧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７ 高地应力强渗透作用下断续节理岩体破坏机理及锚固效应 李明田 山东大学

８ 三峡库区消落带堆积层滑坡与抗滑桩的相互作用研究 李邵军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９ 牵引式黄土滑坡复活扩展机理研究 林鸿州 长安大学

１０ 基于温度加载历史软粘土地层多物理场耦合模型研究 刘干斌 宁波大学

１１ 沿海地下水位波动带内软土性状与变形机理研究 孟庆山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１２ 等应力比路径下裂隙岩石变形机理研究 任青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１３ 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高精度准实时ＧＰＳ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王　利 长安大学

１４ 汶川地震灾区松散土石混合体的降雨入渗的耦合作用和滞后效应研究 吴礼舟 成都理工大学

１５ 黄土地区复杂场地条件对地震动放大效应的影响机理研究 吴志坚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１６ 海底隧道含水构造全空间瞬变电磁场响应特征及突水灾害预报研究 薛翊国 山东大学

１７ 辽东湾海岸带海蚀致灾机理及动力稳定性研究 于德海 大连海事大学

１８ 地下油库结晶岩体裂隙流固耦合特征及水封条件研究 张　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９ 车载与温度作用下越江公路隧道周围软粘土响应与工程性质演化研究 张　巍 南京大学

２０ 三维地质结构模型精度评估理论与误差修正方法研究 朱良峰 华东师范大学

图３　面上基金申请人与获资助人年龄分布
Ｆｉｇ．３　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

表７ 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名单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ｄｌ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Ｆｕｎｄ

ｆｏｒ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依托

单位

１ 高速公路边坡植被固坡

机理及其应用研究
熊孝波 井冈山大学

图４为２００９年度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人与获资
助人的年龄分布。这样的分布应该说是比较正常

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１年出生
的１２位申请人均没有获得资助，这些申请者应该是
获得博士学位不到３年，按理他们应该是最了解本
人研究领域的前沿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可能

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撰写申请书的经历，那就需要他

１２７１７（５）　熊巨华等：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受理与资助分析



们的指导教师及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图４　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人与获资助人年龄分布
Ｆｉｇ．４　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ｏｆｔｈｅＮＳＦＣ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ｕｎｄ

６　其他类型项目资助情况分析

２００９年度工程地质学受理的重点项目６项，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４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１项由于
各种原因均没有获得资助，而受理的１项仪器专项
由于超项而没有进入评审程序。

７　结　论

（１）工程地质学仍是地质学科申请增长最快的
分支学科之一，但申请书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７０年代出生的申请人的竞争力亟待加强。
（２）涉足工程地质学基础研究的单位数量增长

较快，但研究力量在各单位之间还很不均衡，集中度

比较高。

（３）工程地质学面上项目的申请和承担者主要
是６０年代出生的中青年科学家，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和承担者主要是７０年代出生的青年科学
家。对刚毕业的博士参加申请不仅需要鼓励，而且

需要指导教师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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