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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总结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地球化学学科 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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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和评议情况以及评审概况ꎬ同时分析了地

球化学学科 ２０１７ 年度项目结题情况ꎮ

１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受
理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

共计 ４１９ 项ꎮ 其中面上项目 １９７ 项ꎬ青年基金 １９１
项ꎬ地区基金 ３１ 项(表 １)ꎮ 面上项目总申请金额为

１６ ７９９.３９ 万元ꎬ平均申请强度为 ８５.２８ 万元 /项ꎻ青
年基金总申请金额为 ４ ９７６.８６ 万元ꎬ平均申请强度

为２６.０６万元 /项ꎻ地区基金总申请金额为 １ ３６８.７６

万元ꎬ平均申请强度为 ４４.１５ 万元 /项ꎮ
由于生物地球化学和环境地球化学(占地球化

学学科 ２０１７ 年度[１] 申请项目总数的 ６３％)调整到

新成立的环境地球科学学科ꎬ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较往年有大幅减少(表 １)ꎮ 面

上项目较 ２０１７ 年度申请数量减少了 ５８％ꎬ青年基金

较 ２０１７ 年度申请数量减少了 ６０％ꎬ地区基金较

２０１７ 年度申请数量减少了 ６８％ꎮ 青年基金与面上

项目申请数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后备研

究力量的状况ꎬ近 ５ 年地球化学学科青年基金与面

上项目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１ 左右ꎬ２０１８ 年度为 ０.９７
(表 １)ꎮ
１.１　 申请项目学科分布

２０１８ 年度由于生物地球化学和环境地球化学

调整到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导致项目申请总数大幅下

降了６０％ꎬ但仅就地球化学其余学科(同位素地球

表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各类申请项目数量

项目类别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面上项目 / 项 ３３３ ４９１ ４７７ ４７１ １９７

青年基金 / 项 ３７７ ４２６ ４５２ ４７８ １９１

地区基金 / 项 ６４ ６７ ７０ ９７ ３１

合计 ７７４ ９８４ ９９９ １０４６ ４１９

青年基金 / 面上项目 １.１３ ０.８７ ０.９５ １.０１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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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岩石地球化学、矿床地球

化学、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实验地球化学和计算地

球化学、宇宙化学与比较行星学)而言ꎬ项目申请总

数相对于 ２０１７ 年度却增加了 ４％(表 ２)ꎮ 其中同位

素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１)申请数增加了 ４％、微量元素地

球化学(Ｄ０３０２)申请数增加了 ７８％、岩石地球化学

(Ｄ０３０３ ) 申 请 数 减 少 了 １６％、 矿 床 地 球 化 学

(Ｄ０３０４)申请数增加了 １２％、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

(Ｄ０３０５)申请数增加了 ７％、实验地球化学和计算地

球化学(Ｄ０３０６)申请数增加了 ２３％、宇宙化学与比

较行星学(Ｄ０３０７)申请数减少了 ３２％ꎮ ２０１８ 年度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中申请项目数量最

多的是同位素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１ꎬ１１７ 项)ꎬ岩石地球

化学(Ｄ０３０３ꎬ６６ 项)和矿床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４ꎬ１０４
项)在地球化学二级学科中优势明显ꎬ占申请总量

的 ６８％ꎮ ２０１８ 年新设置的气体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８)
二级学科项目申请数量最少ꎬ只有 １７ 项ꎮ

１.２　 申请项目依托单位分布

２０１８ 年度项目申请依托单位数量大幅减少ꎬ较
２０１７ 年度减少了 ６２％(２１６ 家)ꎬ但是连续 ２ 年出现

在前 １０ 位的依托单位有 ７ 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

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ꎬ反映地球

化学优势研究单位作为基金项目申请的主力军基本

处于稳定ꎮ
２０１８ 年度申请项目数位列前 １４ 位的依托单位

(申报数大于 ８ 项)的申请项目数占申请项目总量

的 ４５.６％(表 ３)ꎮ 其中高校单位有 ８ 家ꎬ占申请项

目总数的 ２３.２％ꎻ中国科学院单位有 ３ 家ꎬ占申请项

目总数的 １３.１％ꎻ中国地质科学院单位有 ３ 家ꎬ占
申请项目总数的 ９.３％ꎮ 反映高校系统是目前地

球化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力ꎬ其次是中国科学

院系统ꎮ

表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二级学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项目申请总量(单位:项)

分支学科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同位素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１) ８０ ７９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１７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２) ２１ ２３ １３ １８ ３２
岩石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３) ５９ ７５ ６６ ７９ ６６
矿床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４) ８２ ９２ １１０ ９３ １０４
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Ｄ０３０５) １７ ４０ ３０ ３０ ３２
实验地球化学和计算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６) ３７ ２８ ３６ ２６ ３２
宇宙化学与比较行星学(Ｄ０３０７) ２１ １９ １９ ２８ １９
气体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８) － － － － １７
<２０１８ 年新成立二级学科>
生物地球化学(Ｄ０７０８) １２７ １８８ １６２ １８２ －
<２０１８ 年调整到环境地球科学学科>
环境地球化学(Ｄ０７０９) ３３０ ４４０ ４５６ ４７８ －
<２０１８ 年调整到环境地球科学学科>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项目依托单位申请项目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项目总计 / 项 面上项目 / 项 青年基金 / 项 地区基金 / 项 所占比例 / ％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５ １８ ７ ６.０
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２３ １３ １０ ５.５
３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１７ ８ ９ ４.１
４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６ ９ ７ ３.８
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１４ １０ ４ ３.３
６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４ ７ ７ ３.３
７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１ ７ ４ ２.６
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１１ ８ ３ ２.６
９ 成都理工大学 １１ ９ ２ ２.６
１０ 中山大学 １１ ６ ５ ２.６
１１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１１ ４ ７ ２.６
１２ 西北大学 ９ ６ ３ ２.１
１３ 东华理工大学 ９ ３ １ ５ ２.１
１４ 桂林理工大学 ９ １ ５ ３ ２.１

其余 １２１ 家单位 ２２８ ８８ １１７ ２３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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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申请项目初审和同行评议概况

根据相关规定ꎬ２０１８ 年度因项目申请人或者主

要参加人个人信息不完整、超项或者申请手续不完

备而不予受理的项目共 １３ 项(面上项目 ６ 项ꎬ青年

基金 ７ 项)ꎮ 其中 １２ 项因为申请人和参加人职称信

息不一致(项目组主要参与者信息简表中的职称信

息与简历中的职称信息)ꎬ２ 项因为依托单位或合作

研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与公章不一致ꎮ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

管理办法»ꎬ对初审合格的所有申请项目均通过科

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ＩＳＩＳ)遴选同行专家进行通讯

评议ꎮ 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有关项目

管理办法ꎬ借助智能指派系统功能从同行专家库中

随机遴选 ５ 名同行专家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

区基金进行了通讯评议ꎬ遴选 ７ 名同行专家对重点

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中的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进行了通讯评

议ꎮ 在遴选同行专家时严格执行了评审专家来自不

同单位的限定条件ꎬ同时回避申请人在校时期的导

师及其团队成员作为同行评审专家ꎮ
所有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意见 返 回 率 为

１００％ꎮ

３　 其他类别项目受理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没有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申请ꎬ为 ２０００ 年设立以来首次缺席申请ꎮ
地球化学学科 ２０１８ 年度共受理了 １７ 项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ꎬ女性申请者 ２ 人(占 １１.８％)ꎮ
申请人的出生年分布在 １９７３—１９８３ 年ꎬ即 ４５ ~ ３５
岁ꎮ １９８０ 年及之后出生的申请人共有 ４ 人ꎬ占总人

数的 ２３.５％ꎮ ２０１８ 年度男性申请人中年龄为 ４５ 岁

(即最后一年符合申请资格)的仅有 １ 人ꎬ４４ 岁的 ２
人ꎬ两者合计占总申请人数的 １７.６％ꎮ ２０１８ 年度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的专业分布比较集

中的领域为同位素地球化学(７ 人)、岩石地球化学

(４ 人)和矿床地球化学(３ 人)ꎮ 这 ３ 个领域也是

２０１８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数量

最多的专业ꎬ占申请总量的 ６８％ꎮ 近 ７ 年地球科学

部和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整

体呈增长趋势ꎬ但地球科学部的整体增长率低于基

金委增长率(图 １)ꎮ 地球化学学科申请数量平均增

长率明显低于两者ꎬ并且变化幅度非常大ꎮ ２０１３ 年

度显著高于地球科学部和基金委整体水平ꎻ２０１８ 年

度明显高于地球科学部整体水平ꎬ与基金委增长率

持平ꎮ 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连续 ４ 个年度负增长ꎬ显著

低于地球科学部和基金委整体水平(图 １)ꎮ

图 １　 近 ７ 年地球化学学科、地球科学部和基金委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变化趋势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方面ꎬ地球化学学科共

收到申请书 ２１ 项ꎬ女性申请者 ５ 人(占 ２３. ８％)ꎮ
２０１８ 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年龄分布

在 ３２~４０ 岁(大于 ３８ 岁的为女性申请者)ꎮ 年龄偏

大的申请人中ꎬ３８ 岁及以上共 ４ 人ꎬ３７ 岁共 ６ 人ꎬ合
计占申请总数的 ４７.６％ꎮ ３５ 岁(即 １９８３ 年之后出

生)及以下 ７ 人ꎬ占 ３３.３％ꎮ ２０１８ 年度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专业集中的领域与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人的专业分布一致ꎬ为同位素地球

化学(９ 人)、矿床地球化学(６ 人)和岩石地球化学

(３ 人)ꎮ 近 ７ 年地球科学部和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ꎬ但地球科学部

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基金委整体增长率(图 ２)ꎮ 地球

化学学科申请数量平均增长率明显低于两者ꎬ并且

变化幅度非常大ꎮ ２０１４ 年度略高于基金委整体水

平ꎬ与地球科学部持平ꎻ２０１８ 年度虽然高于基金委

整体水平ꎬ但是显著低于地球科学部整体水平ꎮ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为负增长ꎬ显著低于

地球科学部和基金委整体水平(图 ２)ꎮ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共受理 １８ 项重点项

目ꎬ分布在 ９ 个优先领域(地球科学部共发布了 １２
个优先领域供科学家申请):地球深部过程与动力

学 ４ 项ꎬ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形成机理 ３ 项ꎬ地球关

键带过程与功能 ３ 项ꎬ地球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

论、技术和方法 ２ 项ꎬ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灾害的影响

２ 项ꎬ全球环境边和与地球全程相互作用 １ 项ꎬ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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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近 ７ 年地球化学学科、地球科学部和基金委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变化趋势

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 １ 项ꎬ地表环境变化过程及其

效应 １ 项ꎬ日地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 １ 项ꎮ 根据同

行评议结果ꎬ经学部讨论后ꎬ部分项目被推荐参加各

优先领域组织的答辩评审会ꎮ

４　 学科评审会审议项目概况与特点分析

４.１　 审议项目概况

科学处根据同行通讯评议情况对项目进行了排

序和分类ꎬ按规定排除多数同行评议专家认为不予

资助的项目后ꎬ完全按照同行评议的综合评价和资

助意见情况排序ꎬ确定了提交学科评审需要审议的

项目(俗称上会项目)ꎬ其他项目作为备查项目(俗
称不上会项目)也一并提交学科评审组进行审议ꎮ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送审项目数分别为

１１４ 项、７９ 项和 ９ 项ꎬ相应的送审率分别为 ５７.９％ꎬ
４１.４％和 ２９.０％(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８ 年度申请项目同行评议资助意见和送审情况统计

项目类别和送审统计
同行评议不予资助的份数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申请项目数 / 项 １９７ ６３ ５２ ３０ ２４ １８ １０
审议项目数 / 项 １１４ ５６ ４３ １５ ０ ０ ０
送审率 / ％ ５７.９ ８８.９ ８２.７ ５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占送审项目比例 / ％ ４９.１ ３７.７ １３.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申请项目数 / 项 １９１ ５４ ５８ ４０ ２４ １２ ３
审议项目数 / 项 ７９ ４４ ３１ ４ ０ ０ ０
送审率 / ％ ４１.４ ８１.５ ５３.４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占送审项目比例 / ％ ５５.７ ３９.２ ５.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申请项目数 / 项 ３１ ８ ８ ７ ４ ２ ２
审议项目数 / 项 ９ ７ ２ ０ ０ ０ ０
送审率 / ％ ２９.０ ８７.５ ２５.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占送审项目比例 / ％ ７７.８ ２２.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４.２　 审议项目特点

面上项目同行评议中有不予资助意见的项目占

４１.６％ꎬ在送审项目中占 ５０.９％ꎻ青年基金中两者的

比例分别为 ５１.３％和 ４４.３％ꎻ地区基金两者比例分

别为 ４８.４％和 ２２.２％(表 ４)ꎮ 在同行评议中没有不

予资助意见的项目送审率最高ꎬ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和地区基金的送审率均大于 ８０％ꎬ分别为 ８８.９％ꎬ
８１.５％和 ８７.５％(表 ４)ꎮ 对于同行评议中有 １ 个不

予资助意见的申请项目ꎬ面上项目的送审率略微降

低到 ８２.７％ꎬ而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送审率下降

非常明显ꎬ分别为 ５３.４％和２５.０％(表 ４)ꎮ 当申请项

目同行评议中有 ２ 个不予资助意见时ꎬ面上项目的

送审率降低到 ５０％ꎬ青年基金送审率降低到 １０.０％ꎬ
而地区基金没有项目送审(表 ３)ꎮ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整体送审率

为 ４８.２％(表 ５)ꎮ 其中二级学科同位素地球化学

(Ｄ０３０１)、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Ｄ０３０５)和宇宙化

学与比较行星学(Ｄ０３０７)的送审率高于整体送审

率ꎬ分别为 ６０.７％ꎬ６２.５％和 ５２.６％ꎻ气体地球化学

(Ｄ０３０８)的整体送审率最低(２９.４％)ꎻ其他学科的

整体送审率差别不大(３９.４％ ~ ４３.８％) (表 ５)ꎮ 面

上项目的平均送审率为５７.９％ꎬ同位素地球化学

(Ｄ０３０１)、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Ｄ０３０５)和实验地

球化学和计算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６)面上项目的送审率

最高ꎬ分别为 ６４.２％ꎬ７６.５％和 ６６.７％ꎻ其他学科面上

项目的送审率差别不大(４５.５％ ~ ５４. ２％) (表 ５)ꎮ
青年基金的平均送审率为 ４１.４％ꎬ同位素地球化学

(Ｄ０３０１)、同位素和化学年代学(Ｄ０３０５)和宇宙化

学与比较行星学(Ｄ０３０７)青年基金的送审率最高ꎬ
分别为 ５６. １％ꎬ５３.８％和 ５４. ５％ꎻ而矿床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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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０３０４)、实验地球化学、计算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６)和
气体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８)的青年基金送审率最低ꎬ分
别为２９.２％ꎬ２０.０％和 １４.３％ꎬ反映这些学科青年人

才的培养力度有待加强ꎻ其他学科青年基金的送审

率差别不大(３５.７％ ~ ４１.２％)(表 ５)ꎮ 地区基金的

平均送审率只有 ２９. ０％ꎬ只在同位素地球化学

(Ｄ０３０１)、微量元素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２)、岩石地球化

学(Ｄ０３０３)和矿床地球化学(Ｄ０３０４)有项目送审ꎬ

送审率分别为 ７１. ４％ꎬ ５０. ０％ꎬ ２５. ０％ 和 １２. ５％
(表 ５)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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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资助计划分配方案执行(表 ６)ꎮ
　 　 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ꎬ在会议评审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二级学科送审项目分布情况

申报学科
面上项目

受理数 / 项 审议数 / 项 送审率 / ％
　

青年基金

受理数 / 项 审议数 / 项 送审率 / ％
　

地区基金

受理数 / 项 审议数 / 项 送审率 / ％
送审率

/ ％
Ｄ０３０１ ５３ ３４ ６４.２ ５７ ３２ ５６.１ ７ ５ ７１.４ ６０.７

Ｄ０３０２ １１ ５ ４５.５ １７ ７ ４１.２ ４ ２ ５０.０ ４３.８

Ｄ０３０３ ３４ １６ ４７.１ ２８ １０ ３５.７ ４ １ ２５.０ ４０.９

Ｄ０３０４ ４８ ２６ ５４.２ ４８ １４ ２９.２ ８ １ １２.５ ３９.４

Ｄ０３０５ １７ １３ ７６.５ １３ ７ ５３.８ ２ ０ ０.０ ６２.５

Ｄ０３０６ １８ １２ ６６.７ １０ ２ ２０.０ ４ ０ ０.０ ４３.８

Ｄ０３０７ ８ ４ ５０.０ １１ ６ ５４.５ ０ ０ ０.０ ５２.６

Ｄ０３０８ ８ ４ ５０.０ ７ １ １４.３ ２ ０ ０.０ ２９.４

合计 １９７ １１４ ５７.９ １９１ ７９ ４１.４ ３１ ９ ２９.０ ４８.２

表 ６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资助计划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

申请项目数 / 项 １９７ １９１ ３１

拟资助项目数 / 项 ７６ ５２ ５

计划经费额度 / 万元 ４ ８１０ １ ２７２ ２０８

平均资助强度 / (万元 / 项) ６３.２９ ２４.４６ ４１.６０

计划资助率 / ％ ３８.５８ ２７.２３ １６.１３

时要把握研究项目系列和人才项目系列的不同定位

和资助策略ꎬ充分尊重同行评议意见ꎬ着重从宏观战

略和综合分析评判角度遴选项目ꎬ学科评审会上重

点讨论同行评议或评审专家有争议的项目ꎮ
为促进女性科研人员的成长、充分发挥女性科

研人才的作用ꎬ在各类项目评审中ꎬ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资助女性科研人员ꎮ
青年基金会议评审时ꎬ在同等条件下向地区科

学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ꎮ
对于拟资助项目的建议资助经费由学科评审组

审定ꎬ且不允许超过申请经费ꎮ
按照相关规定ꎬ基金委信息中心对 ２０１８ 年度的

所有申请项目进行了相似度检查ꎮ 对于审议项目在

相似度检测中出现的问题将提交学科评审组进行认

真审议ꎮ

６　 ２０１７ 年度结题项目总结

２０１７ 年度地球化学学科共有 １３５ 项结题ꎬ包括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３ 项、面上项目 ６７ 项、青年基金 ６０ 项和地区

基金 ３ 项ꎮ 部分项目因为在报告撰写格式和内容、
经费使用、项目进度安排等方面出现了问题ꎬ学科处

进行了退改和审核处理ꎬ同时对提出变更依托单位、
调整项目组成员和延长研究期限的项目进行了认真

审查和办理ꎮ
２０１７ 年结题项目具有以下特点:①国内外会议

交流、人才培养和发表文章之间存在很好的正相关

性ꎬ说明在基金项目支持下的学术活动越频繁ꎬ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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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科研成果产出越高ꎬ完成基金的效果越好ꎻ②获

奖偏少ꎬ这与奖项申请所需成果的积累周期长可能

有关ꎬ是一种滞后效应ꎻ③大多申请者在科普方面的

投入不足ꎻ④大部分申请者的经费完成情况良好

(平均结余 ２６. ９％)ꎬ个别的结余较多 (结余大于

５０％的项目占总申请项目的 １４.１％)ꎬ部分结算说明

书不详细ꎻ⑤传统地球化学研究较强的高校和科研

院所取得的成果普遍偏好ꎬ４ 项宇宙化学和比较行

星学(Ｄ０３０７)的成果非常突出ꎮ
在项目执行期间共出版中文专著 １ 部、外文专

著 ２ 部ꎬ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１８ 项ꎮ 基金项目相关成

果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 ４ 项ꎬ二等奖 １ 项ꎬ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２ 项ꎮ 项目执行期间 ３ 人获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ꎬ培养博士研究生 ４１
人、硕士研究生 ７３ 人ꎮ

２０１７ 年结题的各类基金项目共发表 ＳＣＩ / ＳＳＣＩ
论文 ４９２ 篇ꎬ平均每个项目 ３.６ 篇和 ＥＩ 论文 ０.５ 篇ꎮ
整体而言ꎬ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结题的论文产出率

均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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