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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科申请代码发生了大规模调减ꎬ指出了地理学科资助体系这一变化带来的

挑战ꎮ 分析了 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的主要特点ꎬ针对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ꎬ在对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资助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ꎬ择优对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简要介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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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科资助体系调整情况

２０１８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

金委)地球科学部对下属学科的申请代码进行了大

规模调整ꎬ涉及地理学科原基金资助体系多个方面ꎬ
新增了环境地球科学学科ꎮ 作为学科申请代码调整

后的试行年度ꎬ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学科资助体系仅包括

自然 地 理 学 ( Ｄ０１０１ 和 Ｄ０１０３ )、 人 文 地 理 学

(Ｄ０１０２ )、 自 然 资 源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 Ｄ０１０４ 和

Ｄ０１０５)ꎬ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Ｄ０１０６ꎬＤ０１０７
和 Ｄ０１０８)等分支学科ꎮ 其中共有 ８ 个二级代码、１８
个三级代码(较 ２０１７ 年二级代码减少 ４ 个ꎬ三级代

码减少 １６ 个)ꎬ主要是调减了水文学、土壤学、环境

变化与预测、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区域环

境质量与安全等方面ꎮ
如何持续保持地理学科体系在水、土、生态和环

境等领域的完整性ꎬ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ꎬ服务于自然资源保护ꎬ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ꎬ促
进可持续发展ꎬ是摆在地理学基金管理人员以及基

金申请人面前的共同课题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度ꎬ地理学科

充分发挥学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作用ꎬ针对基金

代码优化调整、学科发展和基金项目布局以及基金

评审管理等方面开展广泛调研ꎬ加强地理科学基金

事业发展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研讨ꎮ 通过充分聆听

广大工作人员和地理科学研究人员的意见并及时上

报优化建议ꎬ力争地理科学能健康发展ꎬ全面对标党

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ꎮ

２　 ２０１８ 年集中受理期项目申请及受
理数量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８ 年接收申请面上项目

１ ６３８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１
４７０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地区基金)３６７
项(表 １)ꎻ重点项目 ９４ 项(其中重点领域 ６“地表环

境变化过程及其效应”５４ 项、领域 ７“土、水资源演

变与可持续利用”４０ 项)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５９ 项ꎻ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１ 项ꎮ 经过初

审ꎬ上述项目中有 ８９ 项不予受理ꎬ其余 ３ ６５０ 项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０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张朝林(１９７２￣)ꎬ男ꎬ云南昭通人ꎬ研究员ꎬ主要从事地理学领域的基金管理和相关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ｃｌ＠ ｎｓｆｃ.ｇｏｖ.ｃｎ



受同行评议ꎮ 在不予受理项目中ꎬ面上项目、青年基

金和地区基金合计 ８５ 项ꎬ占 ９５.５％ꎮ
在地球科学部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申请量均有小幅增加的前提下ꎬ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

一处 ３ 类项目申请数量较 ２０１７ 年分别减少了 ７４５
项、７８６ 项和 ２２２ 项ꎬ降幅高达 ３１. ３％ꎬ ３４. ８％ 和

３７.７％ꎬ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的申请代码调出到新增

的环境地球科学学科所致ꎮ 但如果仅比较 ２ 个年度

申请代码体系相同部分的申请量(即剔除申请代码

体系调减的影响)ꎬ２０１８ 年地学一处面上项目、青年

基金和地区基金 ３ 类项目的申请数量实质上是有较

大幅度增长的ꎮ 申请总量的增幅为 １８.６％(表 １)ꎬ
具体情况如下:

(１)从项目类型看ꎬ地区基金申请总量的增幅

最大ꎬ为 ３０.６％ꎻ其次为面上项目ꎬ增幅为 ２１.４％ꎻ青
年基金增幅最小ꎮ

(２)从分支学科看ꎬ增幅最大的为自然资源管

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ꎬ增幅为 ２８.４％ꎬ比较可观ꎬ但
总体申请量与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依然较小ꎬ需要进

一步发展ꎮ 其次为自然地理学ꎬ增幅为 ２２.４％ꎮ
(３)自然资源管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支学科

面上项目增幅达到了 ３７.４％ꎬ其次为遥感与地理信

息系统分支学科ꎬ增幅为 ２１.４％ꎮ
(４)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分支学科的青年基金

增幅为 ５.５％ꎬ是所有分支学科中增幅最小的ꎬ但其

基数大ꎬ相对增长数也是可观的ꎮ 也说明这一方面

上的基础研究队伍比较稳定ꎮ
(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分支学科申请量在地

学一处申请总量中的占比达到了 ４０％ꎬ暂时成为地

理学现资助体系中最大的分支学科ꎮ
２０１８ 年青年基金申请项目数量平均相当于面

上项目申请数量的 ９０％ꎬ占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 ３ 类申请数量的 ４２％ꎬ地理学青年人才有

很好的储备ꎮ
受申请代码调整的影响ꎬ地理学 ２０１８ 年 ３ 类项

目共依托 ６０４ 个注册依托单位申报ꎬ与近几年相比数

量有明显下降(表 ２)ꎮ 其中ꎬ有 ２１１ 个单位仅申请 １
项ꎬ占申请项目总量的 ６.１％ꎻ８ 个申请数量超过 ４０ 项

的单位申请项目总量占到总申请量的１６.１％(表 ３)ꎬ
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１０３ 项、武
汉大学 ９２ 项、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 ９１ 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８８ 项、
中山大学 ５３ 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４８ 项、北京师范

大学 ４４ 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４１ 项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数量比较

　 　 　 　 　 　 　 　 类别

方向　 　 　 　 　 　 　 　

面上项目
２０１７ 年

/ 项
２０１８ 年

/ 项
增幅

/ ％
　

青年基金
２０１７ 年

/ 项
２０１８ 年

/ 项
增幅

/ ％
　

地区基金
２０１７ 年

/ 项
２０１８ 年

/ 项
增幅

/ ％
　

合计
２０１７ 年

/ 项
２０１８ 年

/ 项
增幅

/ ％
地理学:自然地理学( Ｄ０１０１)、
景观地理学(Ｄ０１０３)

３６１ ４２３ １７.２ ２７０ ３２１ １８.９ ６６ １０９ ６５.２ ６９７ ８５３ ２２.４

地理学:人文地理学(Ｄ０１０２) ２９７ ３５４ １９.２ ２９６ ３４７ １７.２ ８２ ９２ １２.２ ６７５ ７９３ １７.５
自然资源管理(Ｄ０１０４)、区域

可持续发展(Ｄ０１０５)
１３９ １９１ ３７.４ １４８ １８４ ２４.３ ５４ ６３ １６.７ ３４１ ４３８ ２８.４

遥感机理与方法(Ｄ０１０６)、地
理信息系统(Ｄ０１０７)、测量与

地图学(Ｄ０１０８)
５５２ ６７０ ２１.４ ５８６ ６１８ ５.５ ７９ １０３ ３０.４ １ ２１７ １ ３９１ １４.３

合计 １ ３４９ １ ６３８ ２１.４ １ ３００ １ ４７０ １３.１ ２８１ ３６７ ３０.６ ２ ９３０ ３ ４７５ １８.６

　 注:自然资源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申请代码在 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 Ｄ０１１１ 和 Ｄ０１１２ꎬ２０１８ 年调整为 Ｄ０１０４ 和 Ｄ０１０５

表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申请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依托单位数量

年份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近 ５ 年平均

依托单位数量 / 个 ７０１ ７１０ ７２５ ７２３ ７５３ ６０４ ７０３

３　 ２０１８ 年项目申请及通讯评审过程
中暴露的突出问题

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项目申请及通讯评审

过程中主要暴露出以下问题:①高达 ８９ 项申请书未

能通过形式审查ꎮ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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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突出ꎮ ②部

分申请书个人简介中未按格式要求填写导师信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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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依托单位申请情况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申请量 / 项
依托单位数

/ 个
３ 类项目申请

项目总数 / 项
在依托单位总数

中占比 / ％
在 ３ 类项目申请总数中

占比 / ％
≥４０ ８ ５６０ １.３ １６.１
２０~３９ ２２ ６１７ ３.６ １７.８
１０~１９ ６４ ８８５ １０.６ ２５.５
２~９ ２９９ １ ２０２ ４９.５ ３４.６
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３４.９ ６.１
合计 ６０４ ３ ４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或者学位授予单位以及工作单位名称未使用规范名

称ꎮ 另外ꎬ在职攻读博士的人也没有如实填写导师

姓名ꎮ 建议申请人及时更新基金 ＩＳＩＳ 系统的个人

信息ꎬ避免出现信息不一致的情况ꎮ ③重点项目未

正确填写附注说明ꎮ ２０１８ 年基金委重点项目和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行无纸化申报ꎬ但同样要进

行严格的形式审查ꎮ 重点项目特别需要注意在附注

说明中严格无误地填写地球科学部重点项目指南中

列出的领域名称ꎮ ④通讯评审专家信息需要进一步

规范ꎮ ⑤通讯评审意见应加强针对性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科学处有如下倡议:①申请人须

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年度指南和相关项

目管理办法ꎮ ②申请人应认真阅读所填报项目类型

的填报说明ꎮ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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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实规范ꎬ并对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ꎮ 特别是

如果曾经使用过其他身份证件ꎬ必须在简历中进行

说明ꎮ ④为避免学术不端ꎬ申请人不得将内容相同

或相近的项目向科学部提出申请ꎮ 更不得将已获资

助项目向科学部申请重复资助ꎮ ⑤评审专家应认真

阅读通知评审的邮件内容ꎬ了解相关的评审要求ꎬ特

别是关于评审的保密原则和回避原则ꎬ确保评审的

公正性ꎮ ⑥专家应及时更新个人信息中的“研究领

域”ꎬ以便今后工作人员可以严格高效地按照规范

和评审人的研究领域指派适宜的申请书ꎮ ⑦基金委

正在全面推进专家信誉管理档案的建立ꎮ 对于无正

当理由“超期”拒绝评议项目或评审意见过于简单、
空泛、草率等情况ꎬ会影响专家信誉ꎮ ⑧评审人请确

保“通信地址”的准确性ꎬ以便评审结束后能够及时

收到基金委发放的专家咨询费ꎮ

４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
基金送审情况

按照地球科学部的统一部署ꎬ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科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执行送审 ５ 位通讯

评审专家的制度ꎮ 科学处根据学部下达的 ２０１８ 年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资助计划ꎬ严格按照

计划局关于评审工作的要求ꎬ在保证高于最低送审

比例的前提下ꎬ综合考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和工

作强度ꎬ提出 ２０１８ 年学科评审组审议的送审项目计

划(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送审项目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数 / 项 送审上会数 / 项 拟批数 / 项 送审项目占拟批准项目比例 / ％

面上项目 １ ６３８ ５１５ ３８２ １３５
青年基金 １ ４７０ ５２９ ４００ １３２
地区基金 ３６７ ８４ ６２ １３５
合计　 　 ３ ４７５ １ １２８ ８４４ １３４

　 　 送审项目的遴选原则是首先保证考虑二级代码

优先排序情况不发生逆序上会ꎮ 其次分别按以下标

准遴选:①面上项目:平均分 ３.０ 分及以上ꎬ去除资

助意见中“不予资助”大于等于 ３ 的项目ꎮ 在此基

础上ꎬ综合权衡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的

发展ꎬ针对自然地理(Ｄ０１０１)、人文地理(Ｄ０１０２)、
遥感机理与方法(Ｄ０１０６)和地理信息系统(Ｄ０１０７)

４ 个申请主要领域ꎬ进一步去除平均分为 ３.０ 分、资
助意见中“不与资助”大于 １ 的项目或者资助意见

中“不予资助”等于 １ 且“优先资助”小于等于 １ 的

项目ꎮ ②青年基金:平均分为 ３.０ 分及以上ꎬ去除资

助意见中“不予资助”大于等于 ３ 的项目ꎮ ③地区

基金:平均分为 ３.０ 分及以上ꎬ去除资助意见中“不
予资助”大于等于 ３ 的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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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科学基金申请人应认真阅

读年度申请指南中的“科研诚信须知”ꎬ基金委严格

比对当年申请书与往年申请书的整体和各部分的相

似度情况ꎬ这其中包括与已资助项目的申请书相似

情况ꎬ各学科对相似度较高的项目从严送审并要求

学科评审会专家逐项审议ꎮ 对发现的科研不端行

为ꎬ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将予以调查与处理ꎬ并追究相

关责任ꎮ 因此申请人应严格遵守基金条例、基金项

目管理办法和申请指南的要求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独立完成申请书的撰写ꎬ为基金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环境和学术氛围ꎬ维护基金声誉ꎬ切实保障每一

位基金参与者的正当权益ꎮ

５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
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共接受面上项目申请

１ ６３８项ꎬ资助 ３８２ 项(其中小额探索性项目 ２ 项)ꎬ
直接费用资助 ２２ ３９４ 万元ꎬ资助率(含小额探索项

目)为 ２３.３２％ꎬ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 ５８.６２ 万

元 /项ꎮ ２０１８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共受理青年基金

１ ４７０项ꎬ资助 ４００ 项ꎬ直接费用资助 ９ ７８９ 万元ꎬ资

助率为 ２７.２１％ꎬ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４.４７ 万

元 /项ꎮ 共受理地区基金 ３６７ 项ꎬ资助 ６２ 项ꎬ直接费

用资助 ２ ４６３ 万元ꎬ资助率为 １６.８９％ꎬ直接费用平

均资助强度为 ３９.７３ 万元 /项ꎬ共有 ３４ 个单位获得

资助ꎮ 地球科学部一处各二级申请代码 ２０１８ 年面

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申请、送审以及资助数

量见表 ５ꎮ 在 ２０１８ 年资助体系下ꎬ地理学的优势学

科方向主要集中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 ３ 个方面ꎬ其中人文地理学资助率较

低ꎬ反映出这一分支的申请还需加强与自然科学研究

范式的融合ꎮ 景观地理学、自然资源管理、区域可持

续发展等 ３ 个方面基础研究力量较为薄弱ꎬ特别是景

观地理学和自然资源管理的人才队伍有待加强ꎮ
２０１８ 年共有 ６０４ 个依托单位申请地球科学部

一处的上述 ３ 类项目ꎬ其中 ２６８ 个单位获得资助ꎮ
获得 ３ 类项目 １０ 项以上资助的单位有 １８ 个ꎬ共获

得项目 ３３９ 项ꎬ占一处 ３ 类资助项目总数的 ４０.２％ꎮ
其中ꎬ６ 个隶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ꎬ获得资助项目

１３７ 项ꎻ１１ 个高等院校ꎬ获得资助项目 １９２ 项ꎮ 地球

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不同部门依托单位申请和资助情况见表 ６ꎮ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地理学科二级申请代码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评审情况

申请代码

面上项目
申请量

/项
送审量

/项
送审率

/ ％
资助量

/项
资助率

/ ％
　

青年基金
申请量

/项
送审量

/项
送审率

/ ％
资助量

/项
资助率

/ ％
　

地区基金
申请量

/项
送审量

/项
送审率

/ ％
资助量

/项
资助率

/ ％
自然地理学 Ｄ０１０１ ３８３ １４１ ３６.８ １０５ ２７.４ ２８９ １４１ ４８.８ １０３ ３５.６ １０１ ３１ ３０.７ ２４ ２３.８
人文地理学 Ｄ０１０２ ３５４ ９２ ２６.０ ７９ ２２.３ ３４７ ９５ ２７.４ ７４ ２１.３ ９２ １８ １９.６ １５ １６.３
景观地理学 Ｄ０１０３ ４０ ２４ ６０.０ １３ ３２.５ ３２ １５ ４６.９ １０ ３１.３ ８ ３ ３７.５ ２ ２５.０
自然资源管理 Ｄ０１０４ ３９ ７ １７.９ ２ ５.１ ３７ １１ ２９.７ ８ ２１.６ 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区域可持续发展 Ｄ０１０５ １５２ ３３ ２１.７ ２０ １３.２ １４７ ４１ ２７.９ ２９ １９.７ ５４ ７ １３.０ ５ ９.３
遥感机理与方法 Ｄ０１０６ ２３１ ８８ ３８.１ ６４ ２７.７ １９０ ８６ ４５.３ ７０ ３６.８ ２４ ５ ２０.８ ３ １２.５
地理信息系统 Ｄ０１０７ ３６２ １０３ ２８.５ ８１ ２２.４ ３４３ １０５ ３０.６ ８４ ２４.５ ６０ １１ １８.３ ８ １３.３
测量与地图学 Ｄ０１０８ ７７ ２７ ３５.１ １８ ２３.４ ８５ ３５ ４１.２ ２２ ２５.９ １９ ９ ４７.４ ５ ２６.３
合计 １ ６３８ ５１５ ３１.４ ３８２ ２３.３ １ ４７０ ５２９ ３６.０ ４００ ２７.２ ３６７ ８４ ２２.９ ６２ １６.９

表 ６　 ２０１８ 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依托单位申请和资助情况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数占比 / ％ 资助单位数占比 / ％ 申请项目数占比 / ％ 资助项目数占比 / ％

高等院校 ６９.７ ７４.６ ７６.８ ６９.３
中国科学院 ７.３ ９.３ ８.３ ２１.９
其他科研机构 ２３.０ １６.０ １４.９ ０８.８

　 　 此外ꎬ申请数量(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

金 ３ 类项目合计)在 ３０ 项及以上的主要依托单位的

申请和资助情况为:共有 １８ 个依托单位的申请数量

大于等于 ３０ 项ꎬ占地学一处申请总量的 ３０.４％ꎬ其

中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居首ꎬ其次

为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ꎬ均在 ９０ 项以上(表 ７)ꎮ 这些主要依托单位申请

获资助的成功率也相对较高ꎬ资助量占比达到了

５７２１第 １２ 期　 　 　 　 　 　 　 　 　 　 　 　 张朝林等:２０１８ 年度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与成果分析　 　 　 　 　 　 　 　 　



３４.８％ꎬ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的占比最高ꎬ其次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

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ꎮ 另

外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师范

大学和南京大学 ４ 个依托单位的申请获资助比例均

超过了 ５０％ꎬ远远高于地学一处 ２８.８％的平均水平ꎬ
也高于主要依托单位 ３３.０％的平均水平ꎮ

６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成果统计

由于申请代码和资助格局的调整ꎬ２０１７ 年底结

题项目的数量和成果产出有很大变化ꎬ成果总量与

近几年不具有可比性ꎮ 因此ꎬ选择一些相对产出数

据进行更进一步分析ꎮ

整体而言ꎬ以资助项目是否发表 ＳＣ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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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４％ꎬ青年基金的发文

率是 ９３.１％ꎬ地区基金的发文率是 ８５.０％ꎬ其余项目

类型的发文率均为 １００％(表 ８ ~ １０)ꎮ 从这部分数

据可以看出ꎬ地理学成果产出率有较大提升[１]ꎮ
根据近 ５ 年的学科报告对比[１~４]ꎬ随着申请量

和资助量的增加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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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
篇 /项ꎬ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３ 篇 /项ꎬ２０１６ 年为 ２.２
篇 /项以及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４ 篇 /项ꎮ 说明面上项目研

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在持续上升ꎮ

表 ７　 ２０１８ 年主要依托单位(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合计申请 ３０ 项及以上)申请及资助情况

依托单位 申请量 / 项 申请量占比 / ％ 资助量 / 项 资助量占比 / ％ 资助比例 / ％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１０３ ３.５２ ３０ ３.５５ ２９.１
武汉大学 ９２ ３.１４ ２８ ３.３２ ３０.４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９１ ３.１１ ３１ ３.６７ ３４.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８８ ３.００ ３５ ４.１５ ３９.８
中山大学 ５３ １.８１ ２１ ２.４９ ３９.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４８ １.６４ １４ １.６６ ２９.２
北京师范大学 ４４ １.５０ ２３ ２.７３ ５２.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４１ １.４０ ２３ ２.７３ ５６.１
南京大学 ３９ １.３３ ２０ ２.３７ ５１.３
河南大学 ３６ １.２３ ５ ０.５９ １３.９
广州大学 ３５ １.１９ ８ ０.９５ ２２.９
兰州大学 ３４ １.１６ １０ １.１８ ２９.４
华东师范大学 ３３ １.１３ ２０ ２.３７ ６０.６
陕西师范大学 ３２ １.０９ １２ １.４２ ３７.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３１ １.０６ ６ ０.７１ １９.４
南京师范大学 ３０ １.０２ １１ １.３０ ３６.７
新疆大学 ３０ １.０２ ３ ０.３６ １０.０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３０ １.０２ １２ １.４２ ４０.０
以上单位合计 ８９０ ３０.４ ２９４ ３４.８ ３３.０
３ 类项目合计 ２ ９３０ １００.０ ８４４ １００.０ ２８.８

表 ８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 ＣＳＣＤ 中文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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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３ ２５９ １ ５２３ ５２ ８２.７ ４.９ ９８６ ６４.７ ３.２
青年基金 ３９４ ２６２ ８７４ １７ ６６.５ ２.２ ４９８ ５７.０ １.３
地区基金 ６０ ４９ ３２９ ４６ ８１.７ ５.５ ２３６ ７１.７ ３.９
重点项目 １１ ９ １１４ ２８ ８１.８ １０.４ ４７ ４１.２ ４.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 １ ３ ３ ３３.３ １.０ ３ １００.０ １.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 ７ ２１ ７ １００.０ ３.０ １２ ５７.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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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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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标注

基金项目

论文总数

/篇
面上项目 ３１３ ２６３ １ ４８６ ５０ ８４.０ ４.７ ７４３ ５０.０ ２.４ １ １１５
青年基金 ３９４ ２９１ ９４０ １４ ７３.９ ２.４ ４１８ ４５.２ １.１ ６７１
地区基金 ６０ ２５ ９１ １２ ４１.７ １.５ ６２ ６８.１ １.０ ７６
重点项目 １１ １１ ３４２ ５９ １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２４ ３６.３ １１.３ ２２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 ３ １０４ ４５ １００.０ ３４.７ ４９ ４７.１ １６.３ ８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 ７ ７５ ３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７ ２７ ３６.０ ３.９ ４２

表 １０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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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３ １２７ ５４４ ２１ ４０.６ １.７ ３３９ ６２.３ １.１
青年基金 ３９４ １２０ ２５１ ９ ３０.５ ０.６ １５５ ６１.８ ０.４
地区基金 ６０ １３ ２６ ６ ２１.７ ０.４ １７ ６５.４ ０.３
重点项目 １１ ２ ５ ４ １８.２ ０.５ １ ２０.０ ０.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 １ ３ ３ ３３.３ １.０ ２ ６６.７ ０.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 ２ ３ ２ ２８.６ ０.４ ２ ６６.７ ０.３

　 　 从近 ５ 年青年基金的 ＳＣＩ 发文比例对比可以看

出ꎬ２０１７ 年的发文比例有明显提升ꎬ达到７３.９％ꎬ近 ５
年首次突破 ７０％ꎮ ＳＣＩ 发文的第一标注发文平均数

(１.１ 篇 /项)均比较稳定ꎬ但青年基金的 ＣＳＣＤ 发文项

目比例持续下降ꎬ仅为 ５７.０％(表 ８)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

文发文平均数达到了 １６.３ 篇 /项ꎬ创历史新高ꎻ论文

的第一标注率上升到 ４７.１％ꎬ高于其他 ４ 年ꎮ 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ＳＣＩ 平均论文发文情况远低于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ꎬ也是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设立以来成果产出最低的一年[１ꎬ４]ꎮ 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工作平台、科研条件和团队等方面配

套情况也是影响年青人出成果的重要方面ꎬ同时也

表明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ꎬ
需要警惕和努力ꎮ

２０１８ 年度地理学科尝试增加了“第一标注基金

项目论文总数”统计指标ꎬ考察成果产出中标注的

资助项目为基金委来源项目的数量ꎮ 结果表明ꎬ按
照这个统计指标ꎬ所有项目类型产出成果中基金项

目资助第一标注率均超过了 ５０％ꎮ 因此ꎬ基金委在

基础研究成果产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ꎻ同
时也看出ꎬ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

的重复资助ꎮ
２０１８ 年度ꎬ地球科学部一处继续统计结题报告

成果中的标注项目情况以及成果产出效率情况ꎮ 主

要总结为以下 ２ 个方面:
(１)文章成果标注资助项目批准号比较混乱ꎮ

表 １１ 统计了每一类基金项目发表文章中标注的基

金项目个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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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数ꎮ 成

果产出中资助项目随意标注的情况没有好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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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量化和对比了不同类型项目

的论文产出效率(表 １２)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 ＳＣＩ 文章产出效率最高ꎬ优于其他类型项目ꎮ

７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中的优秀成果

７.１　 自然地理学

(１)湿地系统

黄河口新生湿地系统碳氮循环关键过程对外源

氮输入的响应(项目负责人:孙志高ꎻ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１１０４)ꎮ

项目探讨了外源氮输入对湿地土壤碳氮时空分

布及植物氮累积与释放过程的影响ꎬ揭示了氮输入影

响下湿地温室气体释放规律及其生成机制ꎬ评估了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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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２０１７ 年底结题项目标注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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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标注全部类型项目

平均产出 / (篇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面上项目 ３１３ １ ４３３ ３ ８９６ ２３ ６５ ４.６ １２.４ １.０ １.１ ０.４ ０.４
青年基金 ３９４ １ ３４３ ３ ５３７ １３ ３７ ３.４ ９.０ ０.７ ０.７ ０.３ ０.２
地区基金 ６０ １９０ ６３１ １２ ３９ ３.２ １０.５ ０.５ １.７ ０.１ ０.５
重点项目 １１ ２０１ ５８２ ３６ １２７ １８.３ ５２.９ １.７ ０.６ ０.６ ０.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 ５４ １２３ ２２ ５０ １８.０ ４１.０ １.９ ０.１ ０.８ 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 ４７ １３９ １１ ３１ ６.７ １９.９ １.６ ０.４ ０.５ ０.２

表 １２　 ２０１７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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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３ ２３２.１１ ６.４ ３.２ ６.６ ４.２
青年基金 ３９４ ９６.３６ ９.８ ４.３ ９.１ ５.２
地区基金 ６０ ２９.５４ ３.１ ２.１ １１.１ ８.０
重点项目 １１ ３３.２１ １０.３ ３.７ ３.４ １.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 ６.００ １７.３ ８.２ ０.５ ０.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 ７.００ １０.７ ３.９ ３.０ １.７

输入强度对湿地氮循环平衡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外
源氮输入并未改变湿地土壤总氮( ＴＮ) 和氨态氮

(ＮＨ＋
４ ￣Ｎ)的变化模式ꎬ但明显改变了土壤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ꎬＳＯＣ)和硝态氮(ＮＯ－
３ ￣Ｎ)的动

态特征ꎻ适量氮输入明显提高了土壤中 ＮＯ－
３ ￣Ｎ 含

量ꎬ但持续输氮不利于 ＳＯＣ 转化ꎮ 外源氮输入条件

下湿地土壤矿化速率和累积矿化量均发生了明显改

变ꎬ低氮输入土壤的矿化能力最低ꎬ高氮输入最高ꎬ
而中氮输入土壤的矿化量较高且最为稳定ꎮ 外源氮

输入并未改变植物地上生物量的季节变化模式ꎬ但
改变了其地下生物量的动态变化特征ꎻ外源氮输入

不但延长了植物生长高峰期ꎬ而且也使得地上生物

量最大值取得时间推迟 ２０ ｄ 左右ꎻ氮输入并未改变

植物不同器官的氮累积分配格局以及地上与地下之

间的养分供给关系ꎬ但其为适应不同养分条件而调

整自身养分供给与分配的特性在中氮输入下尤为明

显ꎮ 外源氮输入条件下残体基质质量改变促进了其

分解ꎬ且该促进作用在低氮处理下最为明显ꎻ氮输入

条件下残体中的氮在分解过程中呈累积状态ꎬ且累

积量随氮输入增强而增加ꎮ 不同氮输入强度下湿地

均表现为较强的 ＣＯ２ 和 Ｎ２Ｏ 释放源ꎬ但氮输入整体

抑制了 ＣＯ２ 和 Ｎ２Ｏ 释放ꎬ且该抑制作用在低氮和高

氮处理下较强ꎮ 湿地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ＣＯ２ 释

放)及 ＣＨ４ 的产生和氧化能力受到温度、水分及碳

氮基质等因素的影响ꎮ 特别是 Ｎ 输入 ( ＮＨ＋
４ 和

ＮＯ－
３)类型与强度对不同潮滩湿地土壤 ＣＨ４ 产生与

氧化的促进 /抑制程度差异显著ꎮ 建立了不同氮输

入强度下湿地氮循环分室模式ꎬ定量了各分室氮储

量及流通量ꎮ
在该面上项目资助下ꎬ主持人以第一 /通讯作者

发表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文 ８ 篇ꎮ
(２)景观格局与过程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的城市景观格局演变及其热

岛效应研究 (项目负责人:周伟奇ꎻ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１１９７)ꎮ

项目围绕“城市景观格局精细尺度空间异质性

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特征定量表征”和“精细尺度

上城市景观类型的空间配置对城市热岛强度和空间

分布的影响” ２ 个关键科学问题ꎬ选取城市扩张迅

速、城市热岛问题突出的北京作为研究对象ꎬ重点开

展了 ３ 个方面的研究:①基于高分辨率遥感的城市

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定量化方法ꎻ②城市生态系统景

观格局演变ꎻ③城市景观格局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

响ꎮ 取得了以下主要进展:构建了基于高空间分辨

率遥感影像的城市景观格局定量化方法ꎬ用于定量

表征城市景观格局空间异质性和社会自然复合特

性ꎮ 提出了耦合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的城市景

观格局表征与量化的分类体系ꎬ将城市景观表征为

由 ２ 个等级的斑块构成的镶嵌体ꎬ分别刻画其自然

属性与社会经济属性ꎻ在此基础上ꎬ发展了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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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表征和量化的技术方法ꎬ提出了基于景观类型

和景观要素的等级分类概念框架ꎮ 定量分析了研究

区主要建成区精细景观的特征与演变ꎬ揭示了北京城

市建成区绿地景观高度破碎以及高度动态的特征ꎮ
研究发现: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ꎬ北京市五环内新建绿地面

积近 ６０ ｋｍ２(面积占比 １０.３６％)ꎬ但原有绿地减少近

３０ ｋｍ２(４.９１％)ꎻ新增绿地斑块以小斑块为主ꎬ平均面

积仅为 ６７６.３１ ｍ２ꎮ 与中等分辨率 ＴＭ 数据的对比研

究发现ꎬＴＭ 数据会严重低估城市绿地的覆盖率ꎬ并且

无法准确揭示其高度的动态度ꎮ 定量研究了精细尺

度景观格局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ꎬ揭示了城市景观要

素(如绿地)的空间配置对城市热环境具有显著的影

响ꎬ但影响程度在不同城市存在差异ꎻ进一步探讨了

局地尺度建设用地比例与城市规模对城市热岛影响

的相对重要性ꎬ发现当城市规模较小时ꎬ局地尺度人

工表面比例对气温的影响更大ꎬ而当城市规模较大时

其对气温的影响更加重要ꎮ
在该面上项目资助下ꎬ在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等期刊上以第一 /通讯

作者发表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文 ９ 篇ꎮ
７.２　 人文地理学

(１)城市社会

开发区驱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转型与重构(项
目负责人:杨振山ꎻ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１００８)ꎮ

开发区是我国城市发展中重要的空间经济单

元ꎬ该课题以此为视角完善我国城市社会增长与转

型研究ꎮ
理论研究上ꎬ指出创新驱动和产城融合是今后

开发区研究的发展趋势ꎬ并且经济地理学在这一研

究中将大有可为ꎬ这一论断得到亚洲开发银行的高

度认可并收录在 ２０１６ 年的研究报告中ꎮ 提出了舒

适性与产业集聚双轮驱动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模

型ꎻ强调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来理解开发区建设过程

中生产与生活空间的相互影响过程ꎮ 实证研究中ꎬ
根据不同城镇化阶段ꎬ不同地域类型中开发区与城

市建设之间的耦合关系ꎬ结合宏观分析和典型案例

研究ꎬ采用社会经济分析、参与式多利益主体规划方

法ꎬ综合利用地理信息、遥感和空间统计等技术手

段ꎬ重点对北京、南沙和安徽宣城展开调研分析ꎬ对
南京、哈尔滨、青海格尔木等地展开拓展性分析ꎮ 从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区
域发展作用ꎬ以及经济演变格局与人口变化等层面

宏观论证了我国开发区演进趋势ꎻ在舒适性理论的

指引下ꎬ测算了社会空间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作

用ꎻ构建了大都市区产业集群制造业———服务业产

业集群谱系ꎬ鉴别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进路径和

空间格局ꎬ衡量了主要产业集聚区和城市功能区社

会公共服务措施水平和影响作用ꎻ以可持续生计框

架为指导ꎬ对以南沙和宣城为代表的中小城市开发

区的流动人口和本地就业人员的生计空间进行调

查ꎬ细化了开发区影响下的社会空间研究ꎬ对促进包

容性城市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ꎮ
在该面上项目资助下ꎬ以第一 /通讯作者发表本

项目第一标注 ＳＣＩ / ＳＳＣＩ 论文 １１ 篇ꎬ另外还发表第

一标注 ＣＳＣＤ /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１８ 篇ꎮ
(２)城市管理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脆弱性的发生机理与慢

性沉积效应 (项目负责人:方创琳ꎻ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１１７７)ꎮ

项目针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脆弱性加

重导致各类“慢性城市病”进入突变和高发期的现

状ꎬ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出发ꎬ揭示了城市脆

弱性的影响因素、发生过程与形成机理ꎬ分析了城市

脆弱性的慢性沉积效应与累计放大效应ꎮ
构建了城市非空间—空间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

和测度模型ꎬ研制了城市脆弱性预测模型优选方法ꎬ
提出了中国城市综合脆弱性指数三维测度模型与分

类方法ꎬ定量评价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的动

态演变及空间分异规律ꎬ得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的

三维判定与综合判定分类结果ꎬ将中国 ２８７ 个地级

以上城市脆弱性分为低脆弱度(０.１０ ~ ０.３４)、中脆

弱度(０.３５ ~ ０.４８)和高脆弱度(０.４５ ~ ０.７６) ３ 个级

别ꎮ 并选择合肥、大庆等典型案例城市进行了脆弱

性动态演变模拟预测的验证分析ꎬ提出了在快速城

镇化背景下抑制脆弱性沉积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与城市脆弱性分区调控对策ꎮ 研究成果为逐步缓解

慢性城市病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调整城市发展方

针与城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技术支

撑ꎮ 该研究对降低城市脆弱性、提高城镇化发展质

量、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ꎮ
在该面上项目资助下ꎬ以第一 /通讯作者发表本

项目第一标注 ＳＣＩ / ＳＳＣＩ 论文 ９ 篇ꎮ 出版«城市脆弱

性的综合测度与调控»专著 １ 部ꎬ开发«中国城市脆

弱性动态评估系统»计算机软件 １ 个ꎬ并获得国家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ꎮ
７.３　 区域可持续发展

(１)可再生能源

我国典型生物质能的可再生性与碳减排潜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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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负责人:张力小ꎻ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１５２１)ꎮ
生物质能源的低品质性和分散性ꎬ要求采用其

替代化石能源之前ꎬ必须先进行加工转化、品质提

升ꎬ这个过程势必要投入大量的外部能源ꎬ因而也会

造成一定的资源环境影响ꎮ 因此ꎬ需对生物质能源

转化过程的资源环境成本进行系统核算ꎬ并与化石

能源进行比较ꎬ以确定其资源环境效益ꎮ 项目基于

环境投入产出技术的最新进展及最新的经济与社会

统计数据编制了 ２０１２ 年我国资源环境投入产出数

据库ꎬ计算了 ２０１２ 年我国 １４０ 个国民经济部门的直

接能源消耗强度、直接水资源消耗强度、直接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及直接污染物排放强度 (包含 ＳＯ２ꎬ
ＮＯｘꎬＰＭ２.５和 ＣＯ)等关键指标ꎮ 通过构建的混合生

命周期评价模型ꎬ提出了 ＬＣＡ 模型的四大误差ꎬ并
实证分析了各类误差在生物质能源 ＬＣＡ 研究中的

大小范围ꎻ核算了典型生物质能源转化过程的资源

环境成本核算了其节能减排效益ꎮ 研究结果发现ꎬ
随着能源品质提升ꎬ系统能量成本增加而可再生性

下降的规律ꎮ
在该面上项目执行期间ꎬ已在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ｅｒ￣
ｇ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自然资源学

报»、«环境科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１８ 篇ꎬ
其中第一 /通讯作者发表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文 ８ 篇ꎮ

(２)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关中—天水经济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力

驱动机制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项目负责人:李晶ꎻ
项目批准号:４１３７１０２０)ꎮ

通过遥感等空间分析方法ꎬ结合统计数据分析

和实地调研ꎬ定量研究了关天经济区粮食生产、涵养

水源、土壤保持、固定 ＣＯ２ 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ꎬ分
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ꎮ 调节型生态服务功

能价值与供给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之间存在着此消

彼长的关系ꎮ 引入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ꎬ表明固碳

服务的增加会对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服务有促进作

用ꎬ共同改善生态系统ꎻ粮食生产与固碳、粮食生产

与涵养水源、粮食生产与水土保持之间存在权衡竞

争关系ꎬ且提高调节服务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ꎮ 通

过对人类活动强度的定量描述ꎬ辨识了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变化的驱动因子ꎮ 自然因子包括气候、高程、
地貌、水系等ꎮ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人类活动强度空间格局显

著ꎬ西安市和咸阳市的人类活动强度最大ꎬ由中部地

区向周围扩展其人类活动强度逐渐降低ꎮ 从相关分

析上看ꎬ人类活动的变化尤其是耕地比率的减少是

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价值增加的主要因素ꎮ 在不同

情景下ꎬ预测固碳与粮食生产、固碳与水土保持坐标

点均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下方ꎬ表明 ２ 种情景都有改

进的潜力ꎬ可以通过增加林地或草地面积、开拓未利

用地、退耕还林还草、提高粮食亩产量使土地资源得

到最优配置ꎮ 建立了未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预

测模型和调控机制ꎮ 通过以上研究ꎬ探讨了关天经

济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人类活动(城市化)之间

的耦合关系ꎬ城市化发展水平与 ＮＰＰ 价值、水土保

持价值的耦合协调度比较小ꎬ而与固碳释氧价值、涵
养水源价值和粮食生产价值的耦合协调度比较大ꎮ

该面上项目共产生 ２３ 篇文章ꎬ其中以第一 /通
讯作者发表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文 １１ 篇ꎮ 并在科学出

版社出版专著 １ 部ꎮ
７.４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测量与地图学

(１)遥感机理研究

空—谱融合高光谱遥感影像混合像元稀疏分解

与空间定位 (项目负责人:钟燕飞ꎻ项目批准号:
４１３７１３４４)ꎮ

高光谱遥感影像常受到混合像元问题的影响而

限制其应用潜力ꎮ 混合像元光谱分解和亚像元空间

定位技术是解决混合像元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项目基

于稀疏表达理论对高维信号表达与处理的优势ꎬ以
“高光谱影像稀疏表达—过完备端元光谱库构造—
空—谱融合混合像元稀疏分解—联合稀疏分解的亚

像元空间定位”为研究主线ꎬ发展了统一、稳健的

空—谱融合高光谱遥感影像混合像元稀疏分解和空

间定位的模型与方法:①利用稀疏表达理论对欠定

问题的求解能力ꎬ建立了高光谱遥感影像自适应空

谱融合稀疏表达与分解模型框架ꎻ②提出了基于影

像学习的完备端元光谱库的构造与学习方法ꎻ③融

合影像空间信息ꎬ发展普适性高、稳定性强的非局部

稀疏分解模型ꎻ④提出了基于 ＭＡＰ 自适应亚像元定

位等一系列亚像元空间定位的模型与方法ꎬ揭示了

地物亚像元级空间分布信息ꎻ⑤搭建了星—空—地

高光谱观测平台ꎮ 基于理论成果ꎬ研发了高光谱遥

感信息处理原型系统ꎬ已应用于国产高光谱遥感数

据处理ꎬ被国产高光谱卫星研制与应用单位认为

“与其他国内软件相比ꎬ在国产高光谱遥感数据处

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ꎮ
在该面上项目资助下ꎬ申请人以第一 /通讯作者

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２５ 篇ꎬ３ 篇论文入选 ＥＳＩ 高被引论文ꎻ
申请发明专利 ２ 项ꎻ获国际光学工程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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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ｔｏ￣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 ＳＰＩＥ) 理论

创新奖ꎮ
(２)遥感应用研究

基于作物生长模型和遥感数据同化的大尺度水

稻重金属污染胁迫动态(项目负责人:刘湘南ꎻ项目

批准号:４１３７１４０７)ꎮ
农田重金属污染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生态环

境问题之一ꎬ对全球环境质量、粮食安全和人类生存

构成威胁ꎮ 项目针对大尺度水稻重金属污染胁迫遥

感监测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ꎬ选择湘江流域典型重

金属污染区作为试验区ꎬ以大尺度水稻重金属污染

胁迫遥感动态评估为目标ꎬ分析了重金属胁迫对水

稻生长及其光谱的影响机制ꎬ探索了卫星遥感观测

数据与作物生长模型的耦合机制与模式ꎬ构建了基

于遥感信息和作物生长模型同化的水稻重金属污染

胁迫遥感监测模型ꎮ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从重金属

胁迫对作物生长状况与生理功能影响的角度出发ꎬ
构建了水稻重金属胁迫遥感监测与评估指标ꎬ动态

模拟了重金属污染胁迫下水稻生长参数及其变化特

征ꎬ揭示了不同浓度重金属污染胁迫下水稻生长状

况变化及其差异性特征ꎬ实现了水稻重金属污染胁

迫遥感监测ꎻ面向区域大尺度水稻重金属胁迫动态

监测的应用需求ꎬ开展了同化框架尺度扩展研究ꎬ提
升了水稻重金属胁迫遥感动态监测模型区域大尺度

应用效果ꎻ通过揭示水稻重金属胁迫冠层辐射能量

变化特征ꎬ建立了基于能量平衡理论的水稻重金属

污染胁迫遥感监测方法ꎻ基于重金属污染对水稻生

长周期持续性胁迫特征ꎬ探索并揭示了水稻遥感物

候对重金属胁迫的响应规律ꎮ
项目研究对水稻重金属污染胁迫遥感监测及其

空间尺度扩展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探索ꎬ提高了水稻重金属胁迫遥感动态监测的可信

度ꎬ突破了同化框架尺度外推的瓶颈ꎬ实现了大尺度

水稻重金属污染胁迫动态监测ꎬ提升了作物重金属污

染胁迫监测技术工程化应用的可行性ꎬ为农田生态系

统变化遥感动态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ꎮ
在该面上项目资助下ꎬ申请人以第一 /通讯作者

发表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文 １５ 篇ꎬＳＣＩ 论文第一标注率

１００％ꎮ

８　 ２０１７ 年项目结题和进展报告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 ２０１７ 年的基金项目管理情况ꎬ科学处倡议

项目负责人在总结项目结题和进展报告时注意以下

方面:
(１)项目负责人如果确实需要进行参加人员变

更的ꎬ需要单独提交人员变更申请ꎻ经费调整需按最

新的基金经费管理办法执行ꎬ由单位主管部门审批

备案ꎮ 在进展报告中提出的变更无效ꎮ
(２)结题报告的核心进展要总结到位ꎬ重点突

出ꎮ 避免项目的结题摘要和报告只是对工作内容的

简单罗列ꎬ强调过程ꎬ缺少核心结论的提炼ꎬ缺少对

科学问题的总结ꎮ
(３)基金成果的标注要规范ꎮ 诸如不要把没有

标注基金资助的文章作为成果提交ꎬ不要把非基金

第一标注的文章成果列为基金第一标注ꎬ不要把与

基金项目研究内容之间关联度不高的文章标注为基

金资助ꎮ 同时在文章标注时要认真核对资助项目批

准号ꎬ避免出现标注错误等ꎮ
(４)对基金成果的分类总结要规范ꎮ 在进展和

结题报告中ꎬ需要根据发表文章的作者角色以及数

据库收录对成果进行分类汇总ꎮ 项目负责人不应无

视这一要求ꎬ出现非常不严谨的情况ꎮ
(５)基金成果的提交要规范ꎮ 项目负责人要按

基金委计划局要求以电子附件形式在基金委系统中

提交相应的结题成果ꎬ避免出现学科无法阅读并统

计相应成果ꎬ不得不通过邮件和电话催要ꎬ影响结题

报告审核效率的情况ꎮ
(６)注意基金成果的质量ꎮ 希望广大基金主持

人(特别是青年基金的主持人)不要以追求成果数

量为主要目标ꎬ要注意高水平成果的发表ꎮ
(７)年度进展报告应对年度开展的工作以及本

年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必要的总结ꎬ避免出现

内容过短、缺乏实质性内容描述的现象ꎮ 另外ꎬ年度

进展报告仅需列出本年度所产出成果ꎮ
(８)按时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是每个

项目负责人的义务ꎮ 以不知道需要填写进展报告为

理由进行搪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ꎮ 无论是承担

项目管理责任的依托单位ꎬ还是项目负责人ꎬ均应重

视基金的研究工作ꎬ按照要求完成年度进展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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