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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度环境地球科学领域项目评审与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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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新设立的环境地球科学领域的组建原则与基本架构ꎬ重点分析了 ２０１８ 年度该领域

各类项目申请受理和评议情况、项目资助方案、评审原则以及项目申请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ꎻ同
时ꎬ简要介绍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的基本概况及成果产出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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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处简介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及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ꎬ我国面临着水土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

剧、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等环境问题的巨大

压力ꎬ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安全

健康ꎬ并已引起政府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ꎮ 十九大

报告把“生态环境”提到历史新高度ꎬ开启了生态文

明的新时代ꎮ 如何科学地解决当前和今后发展面临

的重大环境、生态和灾害问题ꎬ对环境科学提出了新

的挑战ꎮ 为了应对挑战ꎬ２０１７ 年底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在原有

学科基础上进行了重组ꎬ并根据环境地球科学的前

沿和特点ꎬ新增了部分新的研究方向ꎬ成立“环境地

球科学学科”ꎮ
新组建的环境地球科学学科是以人类赖以生存

的表层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ꎬ以地球科学的理论、方
法和手段ꎬ通过大跨度的学科交叉ꎬ研究在自然条件

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大气圈、水圈、土壤圈和生物圈

各自演化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以及各圈层之间

的相互联系ꎻ构建地球表层环境演变框架ꎬ理解过去

和当前正在发生的地球环境变化过程和机制ꎬ探索

和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和灾害问题ꎮ 其主要

的研究方向包括:①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变

化及其与生物圈演化之间的关系ꎻ②自然和人为活

动影响下的各种环境灾害发生发展规律和风险评估

理论ꎻ③各种污染物运移转化规律及修复ꎻ④退化生

态系统恢复等基础科学问题ꎮ 鼓励为实现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多学科交叉和系统科学研究ꎮ
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包括 １４ 个二级申请代码ꎬ即

土壤学(Ｄ０７０１)、水文学(Ｄ０７０２)、地下水科学(含
地热地质学) (Ｄ０７０３)、工程地质学(Ｄ０７０４)、环境

地质学和灾害地质学 ( Ｄ０７０５)、 环境大气科学

(Ｄ０７０６)、 生物地质学 ( Ｄ０７０７)、 生物地球化学

(Ｄ０７０８)、 环境地球化学 ( Ｄ０７０９)、 环境生物学

(Ｄ０７１０)、第四纪地质学(Ｄ０７１１)、环境变化与预测

(Ｄ０７１２)、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Ｄ０７１３)
和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Ｄ０７１４)ꎮ

２　 ２０１８ 年度受理申请项目和同行评
议概况

２.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青年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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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金)共申请 ４ ５５７ 项ꎮ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

区基金申请比例约为 ５ ∶ ４ ∶ １(图 １)ꎮ 其中ꎬ面上项

目申请数为 ２ １８６ 项ꎬ青年基金申请数为 １ ９３１ 项ꎬ
地区基金申请数为 ４４０ 项ꎮ

图 １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申请情况

２.１.１　 申请项目依托单位分布

２０１８ 年度申请环境地球科学学科的依托单位共

７３５ 家ꎬ其中申报量达到 ２０ 项及以上的依托单位有

６０ 家ꎮ 按申报类型分类ꎬ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

基金申请的依托单位数分别为 ４３６ꎬ５９０ 和 １０４ 家ꎮ
申请项目数位列前 １０ 位的依托单位的申请项

目总数为 ５７６ 项ꎬ占本领域总申请项目数的 １２.６４％
(表 １)ꎬ其余 ７２４ 家依托单位共申请 ３ ９８１ 项ꎬ占比

为 ８７.３６％ꎮ 位列前 １０ 位的依托单位中ꎬ高校和科

研院所分别为 ８ 所和 ３ 所ꎮ 按地区分布归类ꎬ东部、
中部和西部各有 ６ 所、２ 所和 ３ 所单位ꎮ
２.１.２　 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人年龄分

布范围为 ２６~６８ 岁(表 ２)ꎮ 其中ꎬ２６~４０ 岁年龄段

表 １　 申请项目数量前 １０ 名的项目依托单位

序号 依托单位
面上项目

/ 项
青年基金

/ 项
地区基金

/ 项
合计

/ 项
占比

/ ％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６０ ３３ ０ ９３ ２.０
２ 长安大学 ３７ ２７ ０ ６４ １.４
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３９ １５ ０ ５４ １.２
４ 成都理工大学 ３４ １６ ０ ５０ １.１
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３３ １６ ０ ４９ １.１
６ 南京大学 ３３ １５ ０ ４８ １.１
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３１ １６ ０ ４７ １.０
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１４ ３２ ０ ４６ １.０
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３１ １２ ０ ４３ ０.９
１０ 同济大学 ３６ ５ ０ ４１ ０.９
１０ 华中农业大学 ３５ ６ ０ ４１ ０.９

合计 ３８３ １９３ ０ ５７６ １２.６

人数占总申请人数的 ７１.７％ꎬ充分显示了在环境地

球科学学科研究队伍中ꎬ中青年学者是承担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从事基础研究的主力军ꎮ 青年基金的

申请人平均年龄为 ３２ 岁ꎬ其中 ３１ ~ ３５ 岁年龄段占

比达 ６０.０％ꎬ这些是本学科领域未来蓬勃发展的后

备人才ꎮ 就面上项目和地区基金而言ꎬ３６ ~ ４０ 岁年

龄段申请数量居总申请量年龄分布的首位ꎬ占比分

别为 ３２.６％和 ３４.１％ꎮ
２.１.３　 申请项目学科分布

在环境地球科学 １４ 个二级学科中ꎬ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项目数量最多的 ３ 个二级

学科分别为土壤学 ( Ｄ０７０１) ５７４ 项、工程地质学

(Ｄ０７０４)２８５ 项和环境地球化学(Ｄ０７０９)２２７ 项ꎬ三
者总和占总申请量的 ５０.２１％(图 ２)ꎮ

表 ２　 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列表

年龄段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合计 占比 / ％

２６~３０ 岁 ９ ５１８ １０ ５３７ １１.８
３１~３５ 岁 ３７９ １ １５７ ７７ １ ６１３ ３５.４
３６~４０ 岁 ７１２ ２５６ １５０ １ １１８ ２４.５
４１~４５ 岁 ４９６ － ９０ ５８６ １２.９
４６~５０ 岁 ２５２ － ５５ ３０７ ６.７
５１~５５ 岁 ２４７ － ４１ ２８８ ６.３
５６~６０ 岁 ７４ － １３ ８７ １.９
６１~６５ 岁 １５ － ４ １９ ０.４
６６~７０ 岁 ２ － － ２ ０.０

合计 ２ １８６ １ ９３１ ４４０ ４ ５５７ １００

２.１.４　 申请项目初审和同行评议概况

根据«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ꎬ
因项目申请人或参加人申请手续不完备而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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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环境地球科学领域申请项目学科分布

的项目共 ７９ 项ꎬ占申报总数的 １.７％ꎬ其中面上项目

３５ 项ꎬ青年基金 ３６ 项ꎬ地区基金 ８ 项ꎮ 不予受理的

主要原因为:①申请人或参与人职称前后不一致ꎻ②
合作研究单位漏盖公章ꎬ或其名称和公章不一致ꎻ③
在职研究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ꎻ④申请书缺页或缺

项ꎬ以及简历撰写不规范、信息不全ꎻ⑤申请书缺少

必要证明文件或文件不合格等ꎮ
为应对当前环境地球科学学科交叉越来越突出

的新形势ꎬ对通过初审的 ４ ４７８ 项申请项目均通过

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 ＩＳＩＳ)送同行专家进行评

议ꎬ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 ３ 类项目管理

办法ꎬ借助智能指派功能从同行专家库中选择 ５ 名

专家进行通讯评议ꎬ根据«２０１８ 年度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工作意见»ꎬ同一个依托单位的通讯评审专家

不得超过 １ 人ꎬ５ 位函评专家来自 ５ 个不同单位ꎮ
同行评议意见返回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８ 年拟在“地球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论、
技术和方法”等 １２ 个领域资助重点项目 ９２ 项ꎬ直接

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３００ 万元 /项ꎬ资助期限为 ５
年ꎮ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科学部共接受重点项目申请 ４７１
项ꎮ 其中ꎬ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共受理重点项目 １６３
项(申请代码为 Ｄ０７)ꎬ分布在以下 ９ 个领域:“地球

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论、技术和方法” (２ 项)、
“地球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１１ 项) 、“矿产资源和

化石能源形成机理”(３ 项)、“地表环境变化过程及

其效应”(１９ 项)、“土、水资源演变与可持续利用”
(３５ 项)、“地球关键带过程与功能” (１５ 项)、“天
气、气候与大气环境过程、变化及其机制” (１ 项)、

“全球环境变化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４ 项)和“人
类活动对环境和灾害的影响”(６９ 项) ꎮ
２.３　 人才类科学基金项目

２.３.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环境地球科学学科于 ２０１７ 年底成立ꎬ２０１８ 年为

本学科首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报年ꎮ ２０１８
年度共受理申请项目 ８５ 项ꎬ其中ꎬ根据项目申报依托

单位分析:来自高校的申报项目 ３９ 项ꎬ占比 ４５.９％ꎻ
来自中国科学院各院所的申报项目 ４２ 项ꎬ占比

４９.４％ꎻ来自其他院所的申报项目共 ４ 项ꎬ占比 ４.７％ꎮ
申请人年龄总体呈梯次分布(图 ３):第一梯队

为 ４３~４５ 岁的申报人ꎬ是申报主力军ꎬ共 ４７ 位ꎬ尤
其以 ４３ 岁申请者人数最多ꎬ这与邻近申报截止年龄

具有一定相关性ꎻ第二梯队为 ３９ ~ ４２ 岁ꎬ申报人数

共 ３１ 位ꎬ整体数量有所下降ꎬ但呈现波形分布ꎬ波峰

在 ４０ 岁ꎻ第三梯队为 ３８ 岁以下ꎬ申报人数仅 ７ 人ꎬ
人数较少ꎮ 在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中不乏已获得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千人、青年拔尖人才、新

图 ３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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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优秀人才等人才类项目的青年学者ꎬ这种阶梯

式分布既体现了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ꎬ也表明国家

越来越注重对青年人才的培养ꎮ
从申报项目的二级学科分布来看ꎬ申请项目数

量最多的 ３ 个二级学科分别为土壤学(Ｄ０７０１) ２５
项ꎬ占比 ２９.４％ꎻ环境地球化学(Ｄ０７０９)１１ 项ꎬ占比

１２.９％ꎻ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Ｄ０７１３) ８
项ꎬ占比 ９.４％ꎮ 申报数量最少的二级学科为环境生

物学(Ｄ０７１０)１ 项ꎬ其次为生物地质学( Ｄ０７０７)和

环境变化与预测( Ｄ０７１２) ꎬ均为 ２ 项ꎮ 这充分体

现了目前环境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ꎬ但同时也暴

露了本领域优秀人才存在一定的学科发展不均

衡问题ꎬ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大扶持力度和学

科导向ꎮ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科学部拟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２１ 项ꎬ资助直接经费 ７ ３５０ 万元ꎬ其中

环境地球科学学科 ６ 项通过答辩ꎬ占学部比例为

２８.６％ꎮ ６ 位通过答辩的青年学者年龄最小者为 ３９
岁ꎬ最大者 ４５ 岁ꎬ平均年龄为 ４３ 岁ꎮ 这也充分体现

出目前人才类项目竞争的激烈性ꎮ
２.３.２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是设立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第 ８ 年ꎬ地球科学部拟资助 ３８ 项ꎬ其中环境地球

科学学科拟资助 ９ 项ꎬ资助直接经费 １ １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８ 年度申报环境地球科学(Ｄ０７)的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情况见表 ３ꎮ 申报本学科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３ 项及以上依托单位共 １９ 家(占 ２５.７％)ꎬ
共申 报 ８７ 项 ( 占 ５６.４％ )ꎬ 参 加 答 辩 ８ 项 ( 占

５３.３％)ꎮ 另有 ７ 项来自其他单位(表 ４)ꎮ
申请人年龄主要集中在 ３５ ~ ３８ 岁ꎮ 其中男性

１２８ 人ꎬ占 ８３.１％ꎻ女性 ２６ 人ꎬ占 １６.９％ꎮ 参与答辩的

１５ 人中ꎬ男性 １４ 人ꎬ占 ９３.３％ꎻ女性 １ 人ꎬ仅占 ６.７％ꎮ
参加会评答辩项目的二级学科分布情况为土壤

学(Ｄ０７０１)３ 项、工程地质学(Ｄ０７０４)３ 项、环境地

球化学 (Ｄ０７０９) ２ 项ꎻ环境地质学和灾害地质学

(Ｄ０７０５)、 环境大气科学 ( Ｄ０７０６)、 生物地质学

(Ｄ０７０７)、第四纪地质学(Ｄ０７１１)、环境变化与预测

(Ｄ０７１２)、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Ｄ０７１３)
和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Ｄ０７１４)各 １ 项(表 ５)ꎮ

３　 ２０１８ 年度项目推荐上会原则及类
别分析

３.１　 项目送审原则

根据同行评议情况对项目进行了排序和分类ꎬ

表 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分布情况

单位隶属
依托单位数

/ 个
依托单位数

占比 / ％
申请数

/ 项
申请数占比

/ ％
高等院校 ４８ ６４.９ ９４ ６１.０
科研院所 ２６ ３５.１ ６０ ３９.０

合计 ７４ １００ １５４ １００

表 ４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申报数量排名

序号 依托单位
申请数

/ 项
答辩数

/ 项
１ 南京大学 ９ １
２ 浙江大学 ８ １
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７ １
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６ －
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５ －
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５ １
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５ １
８ 北京师范大学 ４ －
９ 暨南大学 ４ －
１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４ －
１１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４ －
１２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４ －
１３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４ １
１４ 南京农业大学 ３ １
１５ 清华大学 ３ －
１６ 同济大学 ３ －
１７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３ －
１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３ １
１９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３ －

合计 ８７ ８

遴选推荐送审项目原则为:①按平均分、综合评价、
资助意见排序ꎻ②面上项目≥３.０ 分ꎬ青年基金≥３.０
分ꎬ地区基金≥２.８ 分ꎻ③有 ３ 个不予资助的项目不

推荐ꎻ④根据推荐上会的指标数推荐ꎬ基本控制在

１４０％~１６０％ꎻ⑤尽量选择分数拐点进行分割ꎻ⑥同

等情况下ꎬ综合考虑推荐“优”和“优先资助”多的项

目及“不予资助”少的项目ꎮ
根据以上原则ꎬ遴选推荐送审面上项目 ７７６ 项ꎬ

为拟资助面上项目数的 １４１％ꎻ青年基金 ７４９ 项ꎬ为
拟资助青年基金项目数的 １４２％ꎻ地区基金 １１７ 项ꎬ
为拟资助地区基金项的 １５８％ꎮ 所有项目均无逆序

推荐送审情况ꎮ
３.２　 送审项目分析

３.２.１　 同行评议

在所有送审项目中ꎬ面上项目同行评议中有不

予资助意见的项目 ４１３ 项ꎬ占送审项目的 ５７.１％ꎻ青
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同行评议中有不予资助意见的项

目分别占各自送审项目的 ５０.７％和 ６２.４％ꎮ 同行评

议意见存在分歧的送审项目通常是申请书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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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争议或因创新性强而难以得到共识的项目ꎬ应
为评审组会议讨论的重点ꎮ
３.２.２　 送审率差别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总体送审率为

３６.０％ꎮ 根据送审原则ꎬ各学科项目送审率存在一

定差别ꎬ其中环境大气科学(Ｄ０７０６)、第四纪地质学

(Ｄ０７１１)、水文学 ( Ｄ０７０２) 申请项目送审率高于

４０％ꎻ环境生物学(Ｄ０７１０)和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Ｄ０７１４)申请项目送审率接近于 ３０％(表 ６)ꎬ其他

学科项目送审率为 ３０％~４０％ꎮ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代码 一、二级学科方向
答辩项目数

/ 项
申请项目数

/ 项
答辩占申请比例

/ ％
通过答辩项目数

/ 项
Ｄ０７ 环境地球科学 １５ １５４ ９.７ ９

Ｄ０７０１ 土壤学 ３ ３８ ７.９ １
Ｄ０７０２ 水文学 ０ ５ ０.０ －
Ｄ０７０３ 地下水科学(含地热地质学) ０ １０ ０.０ －
Ｄ０７０４ 工程地质学 ３ １９ １５.８ １
Ｄ０７０５ 环境地质学和灾害地质学 １ ５ ２０.０ －
Ｄ０７０６ 环境大气科学 １ １４ ７.１ １
Ｄ０７０７ 生物地质学 １ ３ ３３.３ １
Ｄ０７０８ 生物地球化学 ０ ５ ０.０ －
Ｄ０７０９ 环境地球化学 ２ ２２ ９.１ ２
Ｄ０７１０ 环境生物学 ０ ６ ０.０ －
Ｄ０７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１ ９ １１.１ １
Ｄ０７１２ 环境变化与预测 １ ２ ５０.０ １
Ｄ０７１３ 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１ １０ １０.０ １
Ｄ０７１４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１ ６ １６.７ －

表 ６　 各学科申请和送审项目数

申报学科 申请项目数 / 项 送审项目数 / 项 送审率 / ％

土壤学(Ｄ０７０１) １ ２７０ ４５４ ３５.７
水文学(Ｄ０７０２) ２１７ ８８ ４０.６

地下水科学(含地热地质学)(Ｄ０７０３) ３３７ １２２ ３６.２

工程地质学(Ｄ０７０４) ５２８ １９１ ３６.２

环境地质学和灾害地质学(Ｄ０７０５) １７２ ５９ ３４.３

环境大气科学(Ｄ０７０６) １１１ ４９ ４４.１

生物地质学(Ｄ０７０７) ４２ １６ ３８.１

生物地球化学(Ｄ０７０８) １８９ ６６ ３４.９

环境地球化学(Ｄ０７０９) ４９０ １７９ ３６.５

环境生物学(Ｄ０７１０) １６９ ５０ ２９.６

第四纪地质学(Ｄ０７１１) １３７ ５９ ４３.１

环境变化与预测(Ｄ０７１２) １４３ ５５ ３８.５

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Ｄ０７１３) ４５６ １６３ ３５.７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Ｄ０７１４) ２９６ ９１ ３０.７

合计 ４ ５５７ １ ６４２ ３６.０

３.２.３　 优势单位格局分布

受理申请项目数最多的 １１ 家依托单位分别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长安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
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

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ꎮ 这 １１ 家依托单位

申请项目的平均送审率为 ４７.２％(表 ７)ꎮ 其中ꎬ６ 家

依托单位申请项目的送审率大于 ５０.０％ꎬ分别为中

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６６.７％)、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５８. １％)、南京大学(５６. ３％)、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５３.８％)、华中农业大学(５３.７％)和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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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５３.２％)ꎮ

４　 ２０１８ 年度项目资助方案及评审原则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资助计划按照

地球科学部确定的资助计划分配方案执行(表 ８)ꎮ
对于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ꎬ在会议评

审时要把握研究项目系列和人才项目系列的不同定

位和资助政策ꎬ充分尊重同行评议意见ꎬ着重从宏观

表 ７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送审项目按单位分布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申请项目数 / 项 送审项目数 / 项 送审率 / ％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９３ ５０ ５３.８
２ 长安大学 ６４ ２６ ４０.６
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５４ ３６ ６６.７
４ 成都理工大学 ５０ １３ ２６.０
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４９ １３ ２６.５
６ 南京大学 ４８ ２７ ５６.３
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４７ ２５ ５３.２
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４６ １６ ３４.８
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４３ ２５ ５８.１
１０ 同济大学 ４１ １９ ４６.３
１０ 华中农业大学 ４１ ２２ ５３.７

合计 ５７６ ２７２ ４７.２
其他单位 ３ ９８１ １ ３７０ ３４.４

表 ８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资助计划

　 　 　 　 　 　 　 　 项目类别

送审及资助计划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送审项目数 / 项 ２ １８６ １ ９３１ ４４０
资助项数 / 项 ５４９ ５２５ ７４
经费额度 / 万元 ３３ ６７９ １２ ８５９ ２ ９５３
平均资助强度 / (万元 / 项) ６１.３５ ２４.４９ ３９.９１
资助率 / ％ ２５.１ ２７.２ １６.８

　 　 　 　 　 　 注:面上项目资助计划中含小额预研项目 ２ 项ꎻ资助率按申请项目(含不予受理项目)数计算

战略和综合分析评判角度遴选项目ꎬ评审会上重点

讨论同行评议或评审组专家有争议的项目ꎮ 建议资

助经费不允许超过申请经费ꎮ 对建议资助经费超过

２００ 万元(含)的面上项目ꎬ评审组需专门提出书面

意见ꎬ由委务会议逐项审批ꎮ
按照规定ꎬ对于经“项目相似度检测系统”检

查ꎬ发现当年申请项目之间相似度≥５０％、当年申请

项目与上一年度未获资助项目为不同申请人且相似

度≥８０％、当年申请项目与最近 ５ 年资助项目之间相

似度≥５０％的送审项目ꎬ需向评审组提交比对材料ꎬ
由评审组判定是否存在抄袭剽窃或重复申请问题ꎮ
经“项目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查发现本学科有 １０ 项上

会项目存在问题ꎬ需由评审组重点甄别判定ꎮ
此外ꎬ项目申请人中 ２０１８ 年在地球科学部申请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和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等并获专业评审组资

助建议的ꎬ科学处将及时向评审组报告ꎬ供评审组

参考ꎮ

５　 ２０１８ 年度项目评审中存在的问题

在 ２０１８ 年度项目申请中暴露出以下几个问题ꎬ
值得引起重视:

(１)２０１８ 年度有 ７９ 项申请未能通过形式审查ꎬ
数量偏多ꎬ这反映出部分申请人没有认真领会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要求ꎬ对于申报书填写中

的细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在较多的申请书中出

现了申请人或参与人简表和个人简历的职称信息前

后不一致的情况ꎮ 部分申请书中参与人简历未严格

按照模板的格式要求填写ꎬ或者漏填导师等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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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少数申请人先后采用不同的身份申请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ꎮ
(２)在重点项目申请中ꎬ要高度重视未正确填

写领域名称而被初筛的情况ꎮ 在项目指南中ꎬ地球

科学部专门用黑体字特别提醒申请人ꎬ申请书“附
注说明”栏ꎬ请务必填写以上 １２ 个“领域名称”之

一ꎮ 重点项目是跨学科管理ꎬ领域协调人需要通过

“领域名称”检索出本领域的所有项目ꎮ 如果“领域

名称”填写错误或填写成领域的“重点资助的研究

方向”名称ꎬ协调人无法检索到该项目ꎮ
(３)基金委正在积极推进同行评议智能指派ꎮ

智能指派能否高效准确ꎬ与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设

立、评审专家库专家填报信息是否准确密切相关ꎮ
环境地球科学是新组建的学科ꎬ一方面ꎬ二级申请代

码需要进一步细化ꎬ相对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需

要开展专项研究ꎬ届时希望环境领域的科学家积极

支持和参与ꎻ另一方面ꎬ部分专家没有及时更新基金

委 ＩＳＩＳ 库里的信息ꎬ智能指派时ꎬ难以匹配ꎮ
(４)人才项目申请存在所提供数据与实际不符

的情况ꎬ如共同通讯作者标注成唯一通讯作者等ꎮ
为避免学术不端ꎬ２０１９ 年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将对申

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申请书中的代表论著与论文清单进行抽查ꎬ
对于拟推荐上会答辩项目进行全面核查ꎮ 建议函评

专家在评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时ꎬ对提供的代表论著给予关注ꎮ
(５)在通讯评审中ꎬ部分专家未能在收到评审

通知后及时做出“接受指派”或“拒绝指派”的决定ꎮ
还有一些专家未能按照时间节点要求ꎬ及时返回评

审意见ꎮ
(６)个别通讯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撰写过于简

单ꎬ或者意见过于笼统ꎮ 还存在少量专家把不同申

请书的评审意见填写错误等情况ꎮ

６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总结

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受理了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的各类项目结题报告共 １ ０２９ 份ꎬ包括:青
年基金 ４６９ 份ꎬ主要为 ２０１４ 年度批准项目(包括

２０１３ 年度批准项目延期结题 ３ 项ꎬ２０１５ 年度批准项

目提前结题 ３ 项)ꎻ面上项目 ４６３ 项ꎬ主要为 ２０１３ 年

度批准项目(包括 ２０１２ 年度批准项目延期结题 ２
项ꎬ２０１６ 年度批准项目提前结题 ３ 项)ꎻ地区基金 ６３
项ꎬ主要为 ２０１３ 年度批准项目(包括 ２０１２ 年度批准

项目延期结题 １ 项)ꎻ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 项ꎬ
为 ２０１４ 年度批准项目ꎮ 此外ꎬ还完成了 ２０１７ 年度

结题的重点项目(１７ 项)和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６
项)专家结题评议验收工作ꎮ

根据项目结题报告提供的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

的各类基金项目共发表 ＳＣＩ / ＳＳＣＩ 收录论文 ４ ４２８
篇(包括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等
期刊)ꎬ平均每个项目 ４.３ 篇(表 ９)ꎮ 项目执行期间

２ 位面上项目负责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ꎻ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４９７ 名、硕士研究生

１ ４０９名ꎮ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３６ 次ꎬ在国际学术会

议做特邀报告 ７３ 人次ꎮ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１
项ꎬ并有 １ 项结题项目负责人和项目主要成员作为

骨干成员组建的研究团队入选国家创新团队ꎬ纳入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授奖序列ꎬ分别为:吴江滢负责

的面上项目“全新世季风气候突变事件和高频变率

的黔西南石笋记录研究”(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２１７４)ꎬ
项目负责人吴江滢和项目组成员刘殿兵分别作为第

５ 和第 ４ 完成人的“二十万年来轨道至年际尺度东

亚季风气候变率与驱动机制”项目获得了 ２０１４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ꎻ赖远明负责的重点项目

“寒区道路盐渍化路基盐份迁移过程及变形机理研

究”(项目批准号:４１２３０６３０)ꎬ项目负责人赖远明以

表 ９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论文发表情况

　 　 　 　 　 论文发表情况

项目类别　 　 　 　 　 　 　
项目数 / 项

ＳＣＩ / ＳＳＣＩ 论文

论文数 / 篇 平均数 / 篇
　

ＥＩ 论文

论文数 / 篇 平均数 / 篇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 ８１ １３.５ １２ ２
重点项目 １７ ３８６ ２２.７ ３５ ２.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 １０５ ９.５ ３ ０.３
面上项目 ４６３ ２ ５３４ ５.５ ５７９ １.３
青年基金 ４６９ １ ２３６ ２.６ ２７４ ０.６
地区基金 ６３ ８６ １.４ ７８ １.２
合计 １ ０２９ ４ ４２８ ４.３ ９８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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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组成员张建明、李东庆和张明义作为骨干成

员(分别为第 ２、第 １０、第 １１ 和第 １３ 位团队成员)的
团队“冻土与寒区工程研究创新团队”获 ２０１７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ꎮ 此外ꎬ７ 项结题项

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６１０６２ꎬ ４１３７１０５１ꎬ ４１３７１２４７ꎬ ４１３７２２７３ꎬ
４１３７２２８３ꎬ４１３７２２９０ꎬ４１３７３１２９)ꎬ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

目还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 /科技进步一等奖 ５１ 项ꎮ
２０１８ 年度还对环境地球科学学科资助项目所

取得的突出成果进行了宣传和报道ꎮ “我国学者首

次发现海洋异养古菌类群(Ｍａ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Ｉꎬ ＭＧ￣ＩＩ)
在富营养河口的持续勃发及机制” (研究结果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环境微

生物»)发表)、“我国研究者在植物氮素利用研究领

域取得新进展” (研究结果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
“我国学者在陆地表层碳氮过程与全球变化研究领

域取得重要进展”(研究结果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在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生态学快报»)发表)、“我国学者在

古人类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研究结果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 Ｎａｔｕｒｅ(«自然»)发表)等成果介绍

被基金委网站“资助成果”等栏目录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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