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３ 卷　 第 １２ 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地球科学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２
Ｄｅｃ.ꎬ ２０１８

冷疏影ꎬ李薇ꎬ李克强ꎬ 等. ２０１８ 年度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与资助成果分析[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２０１８ꎬ３３(１２):１ ３０５￣１ ３１３.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７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８１６６.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０５.[Ｌｅｎｇ Ｓｈｕｙｉｎｇꎬ Ｌｉ Ｗｅｉꎬ Ｌｉ Ｋｅｑｉ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ｂ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ｏ￣
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８[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８ꎬ３３(１２):１ ３０５￣
１ ３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７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８１６６.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０５.]

２０１８ 年度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与资助成果分析

冷疏影ꎬ李　 薇ꎬ李克强ꎬ沙龙滨ꎬ沙珍霞ꎬ沙　 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　 要:分析了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四处(资助范围:海洋科学与极地科

学ꎻ申请代码:Ｄ０６)所管理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及重点项目等的申

请和资助概况ꎬ总结了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ꎬ阐述了新时代海洋科学与极地科

学的学科特点及主要研究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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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了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四处所管理的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地区基金)及重点项

目等的申请和资助概况ꎬ总结了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

的完成情况ꎬ分析提出了 ２０１７ 年度主要学科方向取

得的研究进展ꎮ 为更好地引领海洋与极地科学发

展ꎬ促进海洋与极地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ꎬ本
文还阐述了新时代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的学科特点

及主要研究方向ꎮ

１　 ２０１８ 年度集中受理期项目申请及
受理情况

地球科学部四处 ２０１８ 年度集中受理期共接收

项目申请 １ ９０４ 项ꎬ包括面上项目 ８６２ 项、青年基金

８４６ 项、地区基金 ４８ 项(表 １)ꎬ学部优先资助领域

“海洋过程及其资源、环境和气候效应”重点项目 ４０
项、“全球环境变化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重点项目

１６ 项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９ 项ꎬ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 ６３ 项ꎮ

表 １　 地球科学部四处近 ５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申请数量及总量变化

　 项目类别

年度　 　 　
面上项目

/ 项
青年基金

/ 项
地区基金

/ 项
合计

/ 项
增长率

/ ％

２０１４ ５３６ ７２９ １４ １ ２７９ －３.３

２０１５ ７３７ ７７０ １８ １ ５２５ １６.１

２０１６ ７１６ ７８３ ３７ １ ５３６ ０.７

２０１７ ７３５ ７９１ ３４ １ ５６０ １.６

２０１８ ８６２ ８４６ ４８ １ ７５６ １２.６

表 １ 列出了地球科学部四处近 ５ 年的面上项

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申请情况[１~４]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８ 年度 ３ 类项目的申请总量较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１９６
项ꎬ增长率为 １２.６％ꎮ 面上项目增加 １２７ 项ꎬ增长

１７.３％ꎻ青年基金增加 ５５ 项ꎬ增长 ７.０％ꎻ地区基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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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１４ 项ꎬ增长 ４１.２％ꎮ 这 ３ 类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的申

请量均为历史最高ꎮ
多年以来ꎬ与地球科学部的总体情况相比ꎬ地球

科学部四处的青年基金申请占比(青年基金占面上

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３ 类项目之和的比例)
一直比较高ꎬ大体超过地球科学部平均值 ５％左右

(图 １)ꎮ
　 　 近年来ꎬ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引导下ꎬ越

图 １　 近 １０ 年地球科学部(Ｄ)与四处(Ｄ０６)的青年基金申请占比

来越多的依托单位“下海”ꎬ参与涉海研究ꎮ 面上项

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３ 类项目申请的依托单位

数量保持连年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类项目共依托 ２６６
个注册单位申报ꎬ比 ２０１７ 年(２４６ 个)增加 ２０ 个ꎮ
项目申请数达到 １０ 项及以上的单位有 ３９ 个ꎬ比
２０１７ 年度(３４ 个)增加 ５ 个ꎮ 项目申请量前 １０ 位的

依托单位见表 ２ꎮ 上述 ３９ 个单位中除了学科类别

较为齐全的单位如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外ꎬ还有近

年新成立或大力推进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研究的机

构如中山大学(３１ 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２６ 项)、
浙江大学(２１ 项)、河海大学(１８ 项)、中国科学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１８ 项)、海南大学(１７ 项)、深
圳大学(１４ 项)、上海交通大学(１３ 项)、广西大学

(１２ 项)、钦州学院(１２ 项)和宁波大学(１０ 项)等ꎮ
由“水产学院”更名为“海洋大学”并作出相应学科

拓展的院校如上海海洋大学(３８ 项)、浙江海洋大学

(２６ 项)、广东海洋大学(２３ 项)和大连海洋大学(１７
项)在地球科学部四处也有较高的申请量ꎮ

表 ３ 列出了近 ５ 年项目申请在主要分支学科的

分布ꎮ ２０１８ 年ꎬ申请量占前 ４ 位的依次为生物海洋

学与 海 洋 生 物 资 源 ( Ｄ０６０９ ) 、 海 洋 地 质 学

(Ｄ０６０３) 、物理海洋学( Ｄ０６０１)和环境海洋科学

(Ｄ０６０８) ꎮ 这 ４ 个分支学科的项目数之和超过

项目申请总数的 ２ / ３ꎮ

表 ２　 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申请

总数前 １０ 的依托单位

序号 依托单位

面上

项目

/ 项

青年

基金

/ 项

总计

/ 项

１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８７ ６４ １５１

２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７２ ３９ １１１

３ 中国海洋大学 ７８ ３２ １１０

４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４５ ５３ ９８

５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３１ ４３ ７４

６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２０ ３５ ５５

７ 厦门大学 ３２ １４ ４６

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１８ ２５ ４３

９ 上海海洋大学 ２６ １２ ３８

１０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１０ ２３ ３３

２　 ２０１８ 年度项目初审及通讯评审过

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多年以来ꎬ科学处工作人员始终坚持认真审阅

每一份申请书ꎬ从中发现不符合申请规定的各种情

况ꎬ同时掌握当年项目申请的选题及撰写情况ꎬ并充

分利用基金委的辅助指派系统ꎬ努力做到在申请压

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ꎬ保证准确和高效地遴选同行

评议专家ꎮ 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四处在项目初审和

通讯评审过程中发现以下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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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近 ５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３ 类项目申请在主要分支学科的分布

年度
Ｄ０６０１
/ 项

Ｄ０６０３
/ 项

Ｄ０６０８
/ 项

Ｄ０６０９
/ 项

占项目申请总数

的比例 / ％
２０１４ １７８ １５９ １６３ ３７２ ６８.２

２０１５ １８５ ２１８ ２１２ ４０３ ６６.８

２０１６ １７２ ２２８ ２３４ ４１１ ６８.０

２０１７ １９４ ２１２ ２１３ ４０８ ６５.８

２０１８ ２３６ ２６５ ２３０ ４７５ ６８.７

　 　 ( １)项目初审发现的问题:２０１８ 年度共有 ４
项面上项目和 ５ 项青年基金申请未能通过形式

审查ꎮ 原因包括未按要求提供同意函、推荐信等

原件ꎬ未提供已完成基金项目信息ꎬ申请人或参

与者未签字ꎬ合作单位未盖章ꎬ外籍成员未填写

证件号码等ꎮ
(２)通讯评审存在的主要问题:部分专家未能

按时间节点要求返回评审意见ꎻ部分专家未能在收

到评审通知的第一时间对不适合评审的项目选择

“拒绝指派”ꎬ个别专家在临近评审截止日期甚至截

止日期之后才提出拒指ꎻ部分专家函评意见过于简

单、笼统ꎬ甚至将完全相同的笼统表述重复使用到多

个项目ꎻ部分评议意见与所评项目研究内容不一致、
“张冠李戴”ꎻ有些意见过多阐述了非科学性评价ꎮ
部分通讯评审专家还反映通过邮件上传的评审意见

没能进入系统而专家并未收到问题提示ꎬ以及个别

篇幅过长的评审意见无法上传等问题ꎮ
(３)同行评议专家在基金评审系统中填写的个

人信息不够规范ꎬ如专家所在单位信息与注册单位

名称不一致ꎬ有的采用二级单位名称ꎬ甚至与公章名

称不一致ꎮ 此外ꎬ专家个人联系方式ꎬ包括电子邮

箱、单位更换等信息在评审系统更新不及时ꎮ
上述问题虽属个别情况ꎬ但也影响到项目评审

回避判断条件的准确性及评审效率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科学处特别提出如下建议ꎬ供申

请人、依托单位和同行评议专家参考和借鉴:
(１)由于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综合性和交叉性

均很强ꎬ申请人应重视项目指南中地球科学部四处

对资助范围的描述ꎬ拓展学科交叉研究ꎮ
(２)申请书的撰写必须严格按照申请提纲完成ꎬ申

请人和主要参与人的个人简历填写应规范ꎬ依托单位

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认真审核ꎮ
(３)申请人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ꎬ以

不同类型项目或不同申请人提出申请ꎬ更不可将已

获资助研究内容进行重复申请ꎬ这些将可能被视为

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追究ꎮ

(４)建议曾经获得过基金资助以及曾经做过

地球科学部四处通讯评议人的专家ꎬ将以下邮箱

加入自己邮箱的白名单: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ｏ. ｎｓｆｃ. ｇｏｖ. ｃｎꎬ
以确保通讯通畅ꎬ并建议这些专家在每年度基金

评审季以“评议人”身份登录基金委评审系统ꎬ查
阅是否被指派评审任务ꎬ避免因邮件通知不畅等

原因影响评审工作ꎮ

３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

基金送审情况

按照地球科学部统一部署ꎬ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

四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均送 ５ 位函评

专家进行通讯评审ꎮ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

金共有 １ ９３１ 名专家参与了项目评审ꎬ人均评议项

目 ４.５ 份ꎬ其中评审 ８ 份以下申请书的专家有 １ ５７７
名ꎬ９ ~ １３ 份的专家有 ２３５ 名ꎬ１４ ~ １５ 份的专家有

１１９ 名ꎮ 科学处根据学部下达的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资助计划ꎬ严格按照基金委年

度评审工作意见ꎬ在保证高于最低送审比例的前提

下ꎬ既考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ꎬ同时尽

可能地扩大送审比例ꎮ ２０１８ 年海洋学科评审组项

目的送审率(指送审项目占拟批准项目比例)平均

为 １４７.３％(表 ４)ꎮ

表 ４　 地球科学部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评审组

２０１８ 年项目送审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数

/ 项
送审数

/ 项
拟批数

(含小额) / 项
送审率

/ ％
面上项目 ８６２ ３１３ ２３１ １３５.５
青年基金 ８４６ ３６６ ２３０ １５９.１
地区基金 ４８ １２ ８ １５０.０
合计　 　 １ ７５６ ６９１ ４６９ １４７.３

会评送审项目的遴选标准如下:①面上项目:通
讯评议平均分为 ３.２ 分及以上的项目 ３０１ 项ꎬ其中

不予资助意见数均小于等于 ２ 份ꎬ全部建议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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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审议项目ꎻ平均分为 ３.０ 分、无不予资助意见的项

目 １２ 项ꎬ建议作为重点审议项目ꎮ ２ 类共计 ３１３ 项

建议作为重点审议项目ꎮ ②青年基金:通讯评议平

均分为 ３.２ 分及以上的项目 ２８０ 项ꎬ其中不予资助

意见数均小于等于 ２ 份ꎬ全部建议作为重点审议项

目ꎻ平均分为 ３.０ 分、无不予资助意见的项目以及不

予资助意见数为 １ 份的项目合计 ８６ 项ꎬ建议作为重

点审议项目ꎮ ２ 类共计 ３６６ 项建议作为重点审议项

目ꎮ ③地区基金:通讯评议平均分为 ３.２ 分及以上

的项目 １２ 项ꎬ其中不予资助意见数均小于等于 ２
份ꎬ全部建议作为重点审议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度申请项目的 ２６６ 个依托单位中ꎬ有
１３６ 个依托单位有送审项目ꎬ约占 １ / ２ꎮ 其中ꎬ送审

项目数为 １ 项的依托单位有 ７２ 个ꎬ送审项目数 ２ 个

及以上的依托单位有 ６４ 个ꎮ 项目申请数排前 ３９ 位

的依托单位(项目申请数大于等于 １０ 项)送审项目

共计 ５４１ 项ꎬ占送审项目总数的 ７８.３％ꎮ

４　 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
区基金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科学部四处共收到面上项目申

请 ８６２ 项ꎬ资助 ２３１ 项ꎬ资助直接费用 １４ ３７８ 万元ꎬ
资助率为 ２６.８％ꎻ收到青年基金申请 ８４６ 项ꎬ资助

２２９ 项ꎬ资助直接费用 ５ ６３４ 万元ꎬ资助率为 ２７.１％ꎻ
收到地区基金申请 ４８ 项ꎬ资助 ８ 项ꎬ资助直接费用

３２２ 万元ꎬ资助率为 １６.７％ꎮ

５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发表成果统计

据不完全统计ꎬ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的基金项目成果

产出见表 ５ ~ ７ꎮ 以资助项目是否发表 ＳＣＩ 或者 ＥＩ
或者 ＣＳＣＤ 收录的文章为标准进行统计(即该项目

产出的文章被 ＳＣＩ / ＥＩ / ＣＳＣＤ 任何一种检索系统收

录均可)ꎬ面上项目的发文率是 ９３.８％ꎬ青年基金的

发文率是 ８１. ５％ꎬ其余项目类型的发文率均为

１００％ꎮ 青年基金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ꎮ
２０１７ 年结题的面上项目的 ＳＣＩ 论文发文量(第

一标注该结题项目批准号的文章)为 ２.５ 篇 /项ꎬ青
年基金的 ＳＣＩ 论文发文量为 １.０ 篇 /项ꎬ而地区基金

项目数较少ꎬ统计意义不大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 １ 项ꎬ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２３ 篇ꎬ但其中第一标注论文仅为 １ 篇ꎮ 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 ４ 项ꎬ共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４４
篇ꎬ其中第一标注论文的比例也比较低(平均 １. ０
篇 /项)ꎮ 总体而言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人才类项目的论文第一标

注率普遍低于研究类项目ꎮ

表 ５　 地球科学部四处 ２０１７ 年结题项目发表 ＳＣＩ 论文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

目总数

/ 项

发表论文

项目数

/ 项

发表论文

总数

/ 篇

单项最高发

表论文数

/ 篇

发表论文项

目比例

/ ％

发表论文

平均数

/ (篇 / 项)

第一标注该项

目论文总数

/ 篇

第一标

注率

/ ％

第一标注该项目

论文平均数

/ (篇 / 项)

面上项目 １９４ １８２ １ ２５０ ３２ ９３.８ ６.４ ４８７ ３９.０ ２.５

青年基金 ２２２ １８１ ５５０ ２０ ８１.５ ２.５ ２２４ ４０.７ １.０

地区基金 ３ ２ １２ ８ ６６.７ ４.０ ４ ３３.３ １.３

重点项目 ５ ５ ９３ 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８.６ ２７ ２９.０ ５.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１ ２３ ２３ １００.０ ２３.０ １ ４.３ １.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４ ４４ 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１.０ ４ ９.１ １.０

表 ６　 地球科学部四处 ２０１７ 年结题项目发表 ＥＩ 论文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

目总数

/ 项

发表论文

项目数

/ 项

发表论文

总数

/ 篇

单项最高发

表论文数

/ 篇

发表论文项

目比例

/ ％

发表论文

平均数

/ (篇 / 项)

第一标注该项

目论文总数

/ 篇

第一标

注率

/ ％

第一标注该项目

论文平均数

/ (篇 / 项)

面上项目 １９４ ３６ １５０ ２５ １８.６ ０.８ １９ １２.７ ０.１

青年基金 ２２２ ３２ ８２ ８ １４.４ ０.４ ３０ ３６.６ ０.１

地区基金 ３ ０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０ / ０.０

重点项目 ５ ２ ３ ２ ４０.０ ０.６ １ ３３.３ ０.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１ ６ ６ １００.０ ６.０ ０ ０.０ 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０ ０ ０ ０.０ ０.０ ０ / ０.０

８０３１ 　 　 　 　 　 　 　 　 　 　 　 　 　 　 　 　 　 地球科学进展　 　 　 　 　 　 　 　 　 　 　 　 　 　 　 　 　 　 　 　 第 ３３ 卷



表 ７　 地球科学部四处 ２０１７ 年结题项目发表 ＣＳＣＤ 论文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

目总数

/ 项

发表论文

项目数

/ 项

发表论文

总数

/ 篇

单项最高发

表论文数

/ 篇

发表论文项

目比例

/ ％

发表论文

平均数

/ (篇 / 项)

第一标注该项

目论文总数

/ 篇

第一标

注率

/ ％

第一标注该项目

论文平均数

/ (篇 / 项)

面上项目 １９４ １５５ ６７７ ２１ ７９.９ ３.５ ３６２ ５３.５ １.９
青年基金 ２２２ １４７ ４１１ １４ ６６.２ １.９ ２４３ ５９.１ １.１
地区基金 ３ ３ ２２ １６ １００.０ ７.３ １６ ７２.７ ５.３
重点项目 ５ ５ １９ １５ １００.０ ３.８ ９ ４７.４ １.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１ ５ ５ １００.０ ５.０ ０ ０.０ 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３ ５ ２ ７５.０ １.３ ２ ４０.０ ０.５

　 　 ２０１７ 年度ꎬ地球科学部四处统计结题报告成果

中的标注项目情况以及成果产出效率情况ꎬ主要发

现以下两方面问题:
(１)文章成果普遍标注多个资助项目批准号ꎮ

表 ８ 统计了每一类基金项目发表文章中标注的基金

项目个数和全部类型项目个数(含各类国家、部委

及地方项目)ꎬ并按照基金项目类型计算了平均每

个基金项目的产出成果所标注的项目数、平均每个

标注的基金项目或者各类型项目的产出论文数ꎮ
(２)不同类别基金项目的单位资助金额产出论

文数量差别较大ꎮ 以每百万元资助额度产出的论文

数量为衡量指标ꎬ我们量化对比了不同类型项目的

论文产出效率(表 ９)ꎮ 人才类项目产出效率普遍高

于研究类项目ꎬ但第一标注产出效率较低ꎮ

表 ８　 地球科学部四处 ２０１７ 年结题项目标注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目

总数 / 项

标注项目数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单项最高标注

项目数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标注项目平均数

/ (项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标注各类基金项目

平均产出 / (篇 / 项)

ＳＣＩ ＣＳＣＤ
　

标注全部类型项目

平均产出 / (篇 / 项)

ＳＣＩ ＣＳＣＤ

面上项目 １９４ ９７１ ２ ０８０ ２３ ３５ ５.０ １０.７ １.３ ０.７ ０.６ ０.３

青年基金 ２２２ １ １０２ １ ８９２ １９ ３３ ５.０ ８.５ 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２

地区基金 ３ ５ １６ ２ ８ １.７ ５.３ ２.４ ４.４ ０.８ １.４

重点项目 ５ ２５ ６１ ８ ２０ ５.０ １２.２ ３.７ ０.８ １.５ ０.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５ １１ ５ １１ ５.０ １１.０ ４.６ １.０ ２.１ ０.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２０ ４６ ８ １５ ５.０ １１.５ ２.２ ０.３ １.０ ０.１

表 ９　 地球科学部四处 ２０１７ 年结题项目每百万元资助发表文章数量统计

项目类别
结题项目

总数 / 项
资助金额

/ 百万元

单位资助金额发表文章数 / (篇 / 百万元)
ＳＣＩ 总数 ＳＣＩ 第一标注该项目 ＣＳＣＤ 总数 ＣＳＣＤ 第一标注该项目

面上项目 １９４ １５７.３７ ７.９ ３.１ ４.３ ２.３

青年基金 ２２２ ５５.０６ １０.０ ４.１ ７.５ ４.４

地区基金 ３ １.２９ ９.３ ３.１ １７.１ １２.４

重点项目 ５ １５.１１ ６.２ １.８ １.３ ０.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 ２.００ １１.５ ０.５ ２.５ 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４.００ １１.０ １.０ １.３ ０.５

６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取得的主要研

究进展

６.１　 物理海洋学

６.１.１　 海洋与气候系统

在气候动力学基础理论方面获得突破ꎬ提出

Ｂｊｅｒｋｎｅｓ 补偿机制维系着地球气候系统的稳定ꎬ并
得到了耦合气候系统 Ｂｊｅｒｋｎｅｓ 补偿的理论解(项目

负责人:杨海军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０７)ꎮ 构建了一

个新的 Ｅｌ Ｎｉñｏ Ｍｏｄｏｋｉ ＩＩ 指数ꎬ为 Ｅｌ Ｎｉñｏ Ｍｏｄｏｋｉ ＩＩ
事件的判断提供了依据(项目负责人:王鑫ꎬ项目批

准号:４１４２２６０１)ꎮ 揭示了热带印度洋气候态 ＳＳＴ

９０３１第 １２ 期　 　 　 　 　 　 　 　 冷疏影等:２０１８ 年度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与资助成果分析　 　 　 　



模拟典型误差的时空特征和误差起源及误差演变物

理过程ꎬ通过“观测约束”预估新的区域未来气候变

化(项目负责人:李根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４０６０２６)ꎮ
６.１.２　 内波

依托基金委共享航次ꎬ在首次利用地震学方法

观测到内孤立波这类海洋强动力过程基础上ꎬ验证

了地震学方法研究内孤立波的可重复性(项目负责

人:唐群署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２３)ꎮ 揭示了垂向水

体层化结构变化对不同模态内孤立波生成的影响规

律ꎬ随着上体层化参数的增加ꎬ内波束中高模态组分

增加ꎬ内波束远离地形的传播距离变远ꎬ内波束中辐

射出来的第一、二模态内孤立波交替出现(项目负

责人:谢皆烁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４０６０２５)ꎮ 较浅的密度

跃层有利于第一斜压模态内潮波非线性分裂为第一

模态内孤立波ꎬ较深(接近总水深的一半)的密度跃

层则有利于第二模态的分裂为第二模态内孤立波

(项目负责人:陈植武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４０６０１９)ꎮ
６.１.３　 海洋环流动力学

首次提出了边界流入侵陆架的地形 β 螺旋动

力学理论ꎬ并首次命名这种现象为地形 β 螺旋ꎬ该
理论在世界大洋具有普适性ꎬ填补了大洋环流理论

和陆架动力学理论之间长期缺失的一环(项目负责

人:杨德周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３０)ꎮ 揭示了菲律宾

海西边界流区域海洋季节内变化的物理机制ꎬ发现

动力不稳导致的西传中尺度涡旋和季节内 Ｒｏｓｓｂｙ
波动是菲律宾海季节内变化的主要来源ꎬ很好地解

释了所观测到的季节内变化时空特征(项目负责

人:胡石建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４０６０１６)ꎮ
６.２　 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

６.２.１　 地球化学特征

创新性地使用 Ｔｌ 元素及其同位素组成ꎬ揭示岩

浆活动过程中俯冲沉积物与地幔楔的混合机制ꎬ为
俯冲带“混杂岩”模式提供了新证据ꎬ阐明俯冲组分

的加入为热液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成矿流体ꎬ对岩浆

作用分产物—浮岩两阶段影响(项目负责人:曾志

刚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２５０２１)ꎮ 提出了现代海底“热
液—冷泉”２ 个极端环境在物质循环上的耦合作用ꎬ
强调了 Ｆｅ￣ＡＯＭ 作用在地球演化历史铁、碳循环中

的重要作用ꎬ明确了微生物催化下的热液 Ｆｅ 循环直

接控制了与之相关的其他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项
目负责人:孙治雷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７７)ꎮ 沉积物

间隙水 ＤＩＣ 和 ＤＯＣ 的碳稳定同位素随深度的增加

与二价铁离子的产生呈正相关ꎬ表明了南海冷泉活

动区铁还原介导的甲烷厌氧氧化在该区域的确有可

能发 生 ( 项 目 负 责 人: 李 季 伟ꎬ 项 目 批 准 号:
４１４０６０６７)ꎮ

阐明了沉积物中水合物微观分布模式与力学参

数之间的关系ꎬ建立了系列的含水合物沉积物力学

参数模型ꎬ为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与开采工程设计提

供理论依据 (项目负责人:刘昌岭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６０７８)ꎮ
６.２.２　 海洋地球物理

马尼拉海沟俯冲带热结构对地震活动性产生影

响ꎬ发现马尼拉海沟俯冲带地震带与慢地震带的流

变学关系彼此分离ꎬ改变了先前认为地震带与慢地

震带之间是连续转化关系的认识ꎬ为马尼拉海沟俯

冲带的地震活动和今后的地震海啸风险评估提供重

要依 据 ( 项 目 负 责 人: 高 翔ꎬ 项 目 批 准 号:
４１４０６０６３)ꎮ
６.２.３　 古海洋学

重建了 ０.８ Ｍａ 以来热带西太平洋上层水体的

ｐＨ、[ＣＯ２－
３ ]和 ｐＣＯ２ 变化ꎬ查明了其碳酸盐系统变化

的控制机理ꎬ揭示了热带过程在其碳酸盐系统变化

的作用ꎬ明确了西太平洋暖池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

变化中的重要地位(项目负责人:李铁刚ꎬ项目批准

号:４１２３０９５９)ꎮ 从岩石学角度建立了南海新生代形

成演化的概念模型ꎬ认为南海新生代形成演化是南

海周围大板块构造相互作用与地幔柱动力学综合起

作用的结果 (项目负责人:石学法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２３０９６０)ꎮ
６.２.４　 海洋沉积学

阐明了东海内陆架沉积纹层的形成机制ꎬ揭示

了风暴沉积层的存在ꎬ提出东海内陆架风暴沉积模

式ꎬ发展了基于年沉积纹层进行沉积物岩心的年代

标定方法 (项目负责人: 范德江ꎬ 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６０５５)ꎮ 提出识别热液(蚀变)成因和陆源碎屑

来源黏土的沉积地球化学新指标ꎬ深化了对全球海

洋粘土成因特征的认识ꎬ为东亚边缘海细颗粒沉积

物从源到汇过程和古环境重建研究提供更多科学依

据(项目负责人:杨守业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４９)ꎮ
揭示了不同环境因素(河流改道、物质输入变化等)
驱动下三角洲沉积动力过程的时空差异ꎬ阐明了水

下三角洲演变的动力机制ꎬ丰富了大河三角洲

“源—汇”过程的研究(项目负责人:王厚杰ꎬ项目批

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９６)ꎮ
６.３　 生物海洋学

６.３.１　 海洋微生物

揭示了南海上层水体中细菌群落的垂直层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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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海盆尺度的经度分布格局ꎬ并从动力学角度解

释了南海北部细菌群落结构对局地上升流和锋面过

程的响应机制 (项目负责人:张偲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２３０９６２)ꎮ 揭示了海洋水团特征影响细菌类群对

海洋溶解有机碳的选择利用ꎬ阐释了微生物对颗粒

有机碳输出、崩解 /溶解和溶解有机碳生物可利用性

的影响ꎬ通过海洋环境单细胞基因组分析ꎬ揭示了海

洋重要类群玫瑰杆菌的全球分布格局及碳氮循环意

义(项目负责人:张瑶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４２２６０３)ꎮ 利

用绿色荧光蛋白标记手段ꎬ研究了石油烃的降解过

程及石油烃降解菌在污染环境中的行为特征和降解

机理 ( 项 目 负 责 人: 胡 晓 珂ꎬ 项 目 批 准 号:
４１３７６１３８)ꎮ
６.３.２　 海洋天然产物

从海洋底栖软珊瑚 Ｓｉｎｕｌａｒｉａ 属不同海域 的 ６
个物种中研究了 ２４５ 种西松烷二萜类和其他萜类

化合物的分子结构ꎬ其中 １５３ 种为国际上首次发现

的新颖结构化合物ꎬ阐明了特征成分在拒食和抗附

着(抗污和抗生)的生态功能成分的作用机理(项目

负责人:林文翰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２７)ꎮ 以抑制

ＨＩＶ 包膜蛋白亚基 ｇｐ４１ 活性为导向ꎬ从深海微生物

中定向发酵制备物分离鉴定 ２００ 多个海洋微生物来

源天然产物ꎬ其中结构新颖的化合物 ３２ 个ꎬ部分具

有抑制 ｇｐ４１ 活性、ＨＩＶ 进入抑制活性等(项目负责

人:周雪峰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６２)ꎮ 对 ８ 株红树林

内生真菌中通过化学表观遗传调控等方法对代谢产

物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ꎬ共发现了 ６３ 种代谢产物ꎬ
其中 ３３ 种为新型代谢产物ꎬ部分具有抗结核、抑菌、
抗炎等活性 (项目负责人:黄锡山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１３４)ꎮ
６.３.３　 海洋生物多样性

众多青年学者在生物分类学研究上的进展ꎬ推
动了我国的生物分类学研究梯队建设ꎮ 在中国海域

记录了蜑螺科(Ｎｅｒｉｔｉｄａｅ)５ 属 ２８ 种ꎬ包括 １ 个新记

录属、４ 个新记录种ꎬ总体呈现自北向南物种数由少

增多的趋势ꎬ向北分布至长江口ꎬ其中以台湾和海南

岛种类最多 (项目负责人:陈志云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１８５)ꎮ 发现中国海域双栉虫科及其相近类群

共 １ 个新属ꎬ５ 个新种和 ３ 个新记录种ꎬ纠正了 １ 个

属的分类地位(项目负责人:隋吉星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１５７)ꎮ 在大亚湾海域发现了 ５ 个分布环节动

物新物种ꎬ在局部区域承担了整个海湾生物多样性

功能 ( 项 目 负 责 人: 张 敬 怀ꎬ 项 目 批 准 号:
４１４０６１７９)ꎮ

６.３.４　 生物学功能

在钵水母纲中发现了 Ｍｉｃｒｏｂａｓｉｃ ｂ￣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ｅｓ
和 Ｍｉｃｒｏｂａｓｉｃ Ｂｉｒｈｏｐａｌｏｉｄｓ ２ 类刺丝囊ꎬ利用蛋白质组

学和转录组方法ꎬ首次从组学的角度分析了水母毒

素中与蜇伤相关的毒素因子(项目负责人:于华华ꎬ
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０４)ꎮ 揭示了沙海蜇毒素的蜇伤

因子及潜在的致死因子ꎬ主要包括磷脂酶 Ａ２、金属

蛋白酶等ꎬ沙海蜇毒素具有明显的皮肤毒性ꎬ显著的

神经毒性作用(项目负责人:李荣锋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１５２)ꎮ 查明了刺参消化道再生过程中 ７３ 个

ｍｉＲＮＡ 基因发生显著性差异表达ꎬ揭示了 ｍｉＲ￣
２９ｂ 和 ｍｉＲ￣１４６ｂ￣５ｐ 通过调控 ＭＭＰ￣２ꎬ ＭＭＰ￣１６
的表达来调控消化道再生过程中细胞外基质的

降解和重建(项目负责人:孙丽娜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１６８) ꎮ
６.４　 海洋化学

６.４.１　 海水分析化学

在海水元素分析方法上进行了改进ꎬ建立了超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浮游植物色素方法ꎬ提
高了色素的检测灵敏度以及数量(项目负责人:刘
东艳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２１)ꎮ 优化了海水中羟胺

的分析方法ꎬ建立了灵敏、高效、操作简便、适于现场

测定的羟胺检测方法ꎬ实现了对不同环境水体中羟

胺的常规分析(项目负责人:张桂玲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６０８８)ꎮ 建立了以 ＨＬＢ 固相萃取分离和 ＨＰＬＣ￣
ＥＳＩ￣Ｑ￣ＴＯＦ￣ＭＳ 测定水母所释放的化感物质的分析

鉴定方法 (项目负责人: 李学刚ꎬ 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６０９２)ꎬ以及适用于河口及近岸海洋环境中痕量

抗生素分析、大肠杆菌(Ｅ. ｃｏｌｉ)与金黄色葡萄球菌

(Ｓ. ａｕｒｅｕｓ ) 抗 性 水 平 评 估 和 抗 生 素 抗 性 基 因

(ＡＲＧｓ)定量的研究方法(项目负责人:高会ꎬ项目

批准号:４１４０６０８８)ꎮ
６.４.２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全球变化下的海洋生态系统和生源要素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ꎬ与海洋初级生产力和全球气候变化息

息相关ꎬ采用化学与生物学交叉的理念和手段ꎬ成功

将宏观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微观的生理、生
化及分子调控有机地结合ꎬ从机制上系统揭示了酸

化和铁等营养盐的限制对束毛藻的协同影响及其机

理(项目负责人:史大林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１６)ꎮ
沉积物中存在显著的异化硝酸盐还原过程ꎬ且厌氧

铵氧化过程对氮移除的贡献在陆架和陆坡区分别为

３％~４１％和 ６０％ ~ ６６％ꎬ反硝化过程对氮移除的贡

献随水深增加逐渐降低(项目负责人:刘素美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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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８６)ꎮ 暴雨事件显著增强最大浑浊带

对颗粒态磷的滞留ꎬ但增加了溶解态氮和磷的向海

输出ꎬ导致营养盐供给结构发生变化(项目负责人:
陈能汪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８２)ꎮ

６.５　 海洋环境科学

６.５.１　 海洋生态灾害防控技术

应对国家高度关注的近海环境演变与生态安全

问题ꎬ突破了国内外在有害藻华形成的分子基础和

调控机理的研究瓶颈ꎬ从甲藻藻华发生前期原甲藻

细胞基因表达ꎬ到甲藻藻华爆发期间东海原甲藻细

胞特异性表达 Ｃ４ 同化途径ꎬ揭示了原甲藻竞争优势

并导致藻华爆发ꎬ以及维持藻华期间细胞的高活力

和高竞争力等分子调控机制(项目负责人:王大志ꎬ
项目批准号:４１２３０９６１)ꎮ 从三角褐指藻的溶藻斑中

分离得到一株特殊溶藻菌株(ＫＤ５３１)ꎬ通过直接接

触溶藻ꎬ具有良好的溶藻活性(项目负责人:郑天

凌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１９)ꎮ 揭示了烷烃、多环芳烃

生物摄取机制ꎬ剖析了石油烃降解菌、生物表面活性

剂和营养盐对海洋溢油降解的协同机制ꎬ探索了表

面活性剂对油 /水界面的调控机理(项目负责人:包
木太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８４)ꎮ
６.５.２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演变

重建了西沙群岛历史时期的海鸟数量变化记

录ꎬ以及人类活动在生物残体中的记录ꎬ并结合西沙

海鸟捕食食物飞鱼和鱿鱼的现代生态学特征分析ꎬ
发现历史时期西沙海鸟捕食行为随气候和海鸟数量

变化存在很大的不同(项目负责人:刘晓东ꎬ项目批

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２４)ꎮ

６.６　 海洋工程技术

６.６.１　 海洋观测技术

细致分析了制约水中金属元素 ＬＩＢＳ 定量的原

因ꎬ研制完成了一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ＬＩＢＳ 水

下探测原理样机ꎬ并开展了实验室测试和外海试验

(项目负责人:郑荣儿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０７)ꎮ 研

制完成了多套达到考核指标的高精度 Ｓ 波段海洋环

境监测雷达ꎬ并至今在汕尾市遮浪岛、江苏南通、山
东青岛和福建宁德等 ４ 个海洋环境监测站进行连续

观测 ( 项 目 负 责 人: 陈 泽 宗ꎬ 项 目 批 准 号:
４１３７６１８２)ꎮ 利用 ＣＨＥＭＴＡＸ 或非负最小二乘解析

的多元线性回归建立了浮游藻群落组成测定技术ꎬ
实现了在门类水平上测定浮游藻的群落组成(项目

负责人:苏荣国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０６)ꎮ 设计了走

航式 ＣＤＯＭ 自动测量产业化样机ꎬ性能适合我国水

域的、大动态范围的、高灵敏度、高度、高效率 ＣＤＯＭ
吸收光谱测量(项目负责人:孙兆华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２０５)ꎮ 实现并完善冰流速测定和接地线提取

的算法ꎬ实现了冰川动态变化的高精度定量监测

(项目负责人:周春霞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８７)ꎮ
６.６.２　 海洋能开发技术

研发了漂浮式升沉型振荡浮子波能装置运动、
响应模拟平台与优化设计软件ꎬ实现浮子最优尺寸、
潜浮体尺寸、锚链数量等参数的自动计算选型ꎬ研究

成果直接服务于中国海洋大学自主研发的“１０ ｋＷ
组合型振荡浮子波能发电装置”和“波浪能网箱综

合发电平台”的设计与优化(项目负责人:史宏达ꎬ
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００)ꎮ 优化设计了轻质量微阻尼

波能装置ꎬ在高频微幅的波况下能够高效地捕获波

浪能ꎬ实现在小浪中为海洋仪器提供稳定的电能ꎬ可
将基于该技术研发的波浪能装置广泛用于微小浪丰

富的海域 (项目负责人: 张亚群ꎬ 项目批准号:
４１４０６１０２)ꎮ
６.６.３　 地理信息技术

提出了考虑底质变化的 ＳＳＳ 图像辐射畸变校正

方法、复杂海洋环境下海底线综合跟踪方法、基于共

视目标的相邻条带图像拼接方法等一套新的、完整

的 ＳＳＳ 条带图像处理理论和方法ꎬ显著提高了 ＳＳＳ
图像的质量ꎬ极大地丰富了反演地形在横向的海底

微地形特征 (项目负责人:张红梅ꎬ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６１０９)ꎮ 发展了从浅地层剖面记录反演海底声

学参数的方法和技术ꎬ据此确认东沙海区的海丘就

是深部油气泄漏形成的火山(项目负责人:阎贫ꎬ项
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０６２)ꎮ

６.７　 极地科学

提出海洋驱动下冰架的变薄可加剧南极冰架的

崩解和退缩ꎬ在建立冰架底部消融和崩解潜在关系

上迈出了重要一步ꎬ将有助于提高未来冰盖模式模

拟的准确性和未来海平面升高预测精度(项目负责

人:刘岩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４０６２１１)ꎮ 结合近 ３０ 年海

冰漂移数据和冰龄分析数据ꎬ分析了海冰运动与多

年冰变化的关系ꎬ穿极流态流轴位置的偏移加速了

北极多年冰的输运ꎬ促进了多年冰的减少(项目负

责人:李春花ꎬ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６１８８)ꎮ 定量重建了

冰岛北部陆架及周边海域末次冰消期以来海冰及表

层海水温度记录ꎬ指出太阳辐射变化是当地海冰形

成的主要驱动因素(项目负责人:沙龙滨ꎬ项目批准

号:４１４０６２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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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新时代海洋科学与极地科学的学科
特点及主要研究方向

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四处就海洋科学与极地科

学的学科特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开展了

调研ꎮ 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ꎬ经 ２０１８ 年地

球科学部学科评审组第 ３３ 次会议讨论ꎬ专家一致认

为ꎬ新时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框架下的海洋科

学与极地科学学科体系应更加体现出系统性、完整

性和前沿性ꎬ更好地引领学科研究方向和促进学科

交叉ꎮ
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的自然现象、变化规律及

其与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土壤圈、冰冻圈的相互

作用和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有关的知识体系ꎮ 海洋

科学综合性强ꎬ既包含对地球自然过程的研究ꎬ也包

含对海洋社会属性的研究ꎮ 地球自然过程(如物

理、化学、生物、地质过程)研究是学科基础ꎬ而海洋

的社会属性(资源、环境、经济、国防、文化、国际关

系等)研究是学科的重要拓展和增长点ꎬ且海洋科

学与海洋工程技术和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结合得越来

越紧密[５]ꎮ 海洋研究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多种

特点已成为必须接纳的现实ꎬ以基础科学问题和重

大现实需求为导引的大跨度学科交叉态势已见端

倪ꎮ 但是ꎬ目前对于海洋研究的综合性特点仍重视

不足ꎬ亟待加强学科交叉ꎬ提高海洋空间综合认知

水平ꎮ
海洋科学是一种基于观测的数据密集型科学ꎬ

其重大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创建和学术研究水平的

提升离不开长期观测和数据积累ꎮ 基金委试点实施

科学基金项目共享航次计划ꎬ为科学基金项目海上

考察任务的实施提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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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极地科学是一门由多个学科方向构成

的综合体系ꎬ包括极地生物和生态、极地物理海洋、
极地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含南极陨石)、极
地土壤、极地冰冻圈、极地大气和气候、极区空间物

理、极地遥感、极地资源环境信息系统、极地观测与

探测技术、极地工程及其环境效应、极地保护、利用

与管理、地球三极环境变化关联等ꎮ

近年来国际极地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ꎬ
我国极地科学也面临重要发展机遇ꎮ 但总体来说ꎬ
极地科学仍然是地球科学中发展最薄弱的环节ꎮ 针

对当前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ꎬ立
足学科交叉ꎬ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开展极地地球系

统圈层的特性和相互作用以及极地与全球主要区域

相互作用的集成研究ꎬ已成为极地科学发展的主要

趋势ꎮ
为了加快提升我国海洋与极地研究水平ꎬ必须

通过完善科学基金资助格局ꎬ拓展学科交叉融合ꎬ促
进人才队伍建设ꎬ实现对海洋与极地基础研究方向

的持续支持和前沿引领作用ꎮ 提倡自然与社会结合

的海洋与极地研究ꎬ鼓励将地球过程研究与资源环

境效应研究紧密结合ꎬ提高对海洋与极地空间综合

认知水平ꎬ加深对地球系统的全面理解ꎮ 加强海洋

与极地的物理、化学、生物、生态和地质等过程研究ꎬ
关注海洋系统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与海洋空间的

相互作用、海洋与极地的环境保护、海洋灾害过程与

防灾减灾、海洋能源资源形成演化与开发利用、海洋

生态安全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陆海统筹与全球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ꎬ推动海洋与极地的遥感与

信息科学、观测与探测技术研究ꎬ加强海洋与极地工

程及其环境效应研究ꎬ继续为科学基金研究提供稳

定、可靠的调查保障ꎬ加快海洋科学调查资料和数据

共享ꎬ为海洋与极地科学研究创造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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