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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度 地 球 科 学 部 评 审 工 作 仍 将 维 护 公 正

性放在评审工作的首位，力求保证评审质量、提高评

审效率；严格按程序评审，防 范 利 益 冲 突，落 实 各 项

保密与回避制度；加强民主决策和制约监督，惩戒科

研不端行为，重视评审工作中的科学道德建设。

１　评审工作概况

会议评审阶段，开 展 评 审 专 家 会 前 承 诺 和 公 正

性调查。强调工作人员评审纪律的“三条红线”（选

择的评议专家 明 显 偏 离 合 理 范 围，通 风 报 信，影 响

专家）和“零容忍”，以进一步提高评审质量和科学基

金资助效益。资助项目本 身 具 有 较 强 的 导 向 作 用，

项目遴选重点关注项目的创新性 和 学 术 价 值、申 请

人的研究能力、项目构思是否科学，是否有明确的科

学问题及是否具备必要的研究基 础 与 条 件，努 力 使

评审结果得到科技界的普遍尊重 与 信 任，提 高 科 学

基金项目的公信力。

１．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

２０１５年 度 集 中 受 理 期 间，共 接 受 各 类 申 请

１３　３４７项，较２０１４年 增 加１　３７５项，增 长１１．５％。

其中，面上项 目５　７９２项，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５　４１９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７４２项，重点项目４５１项，“青

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 及 其 全 球 气 候 效 应”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３６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４９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２０项，创新研究群

体项目２２项，海 外 及 港 澳 学 者 合 作 研 究 基 金 项 目

３１项（含３项延续资助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５９项，国家重大 科 研 仪 器 研 制 项 目８４项

（含１４项部委推荐项目），联合基金项目１４１项。各

类项目不予受理共２５７项，占１．９３％。初审结果公

布后，项目申请人因对不予受理决定有异议，提出复

审申请的４８项，经审查，认 为 不 予 受 理 决 定 事 实 确

凿、判断无误，维持原决定的４４项；撤销原决定并进

入评审的４项。

１．２　项目评审

通讯评审在维 护 专 家 库 的 基 础 上，努 力 拓 展 评

审专家库，认真做好专家选聘工作，选准选好同行评

议专家，遴选专家既考虑其学术水平，也考虑其在以

往评审工作中的信誉，注意选择 和 补 充 在 科 研 一 线

工作、年轻的科研人员作为评审专家，继续吸纳海外

优秀华人专家。确保有 效 评 审 意 见 数 量，不 断 提 高

通讯评审质量。

会议评审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组织专家，掌
握程序，资助政策层面的协调把握”。继续重点做好

以下工作：
（１）提供准 确、足 够 的 信 息，供 评 审 专 家 判 断。

向评审组所有专家提供同行通讯评议意见全文及申

请书等材料；
（２）向评 审 组 报 告 项 目 受 理 及 通 讯 评 议 情 况、

送审项目的原则和程序，以示前 期 评 审 过 程 的 公 正

性和有效性；
（３）评审 会 的 全 体 会 议 上，学 部 认 真 介 绍 项 目

定位、资助政策、评审程序和评审工作的有关要求；
（４）不断深化对通讯评议与会议评审的功能定

位的理解和把握，界定管理职责与学术判断，提高组

织会议评 审 的 水 平；注 重 评 审 组 集 体 智 慧 的 发 挥。

会议评审的各类项目大于科学部资助计划的１３０％
以上。会议答辩评审对申请人汇报和评审专家提问

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并作为会议档案保存。同时，公

布评审专家名单。

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的 资 助 格 局 包 括 互 相 联 系、

各有侧重 的 三 个 系 列：研 究 项 目 系 列，人 才 项 目 系

列，环境条件系列。下面 按 三 个 系 列 的 主 要 项 目 类

型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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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项目系列

研究项目系列的资助思路是以培育创新思想为

重点，坚持创新导向，统筹学科布局，突出重点领域，
推动学科交叉，加强合作 研 究。研 究 项 目 系 列 的 项

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

究计划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等。

２．１　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具有

重要地位，资助定位强调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为
学科发展打下全面而厚实的基础。评审工作尊重基

础研究探索性、不可预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处理好

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与择优支持的关系，“热点”与“冷

点”、“薄弱点”与“希望点”的关系；特别关注高风 险

性、交叉和学科前沿研究。地 球 科 学 部 今 年 受 理 面

上项目５　７９２项，较去年增加１　４０６项，增加３２．１％，
申请经费４８．２亿元。４５岁以下的中青年科学家占

总申请人数的６８．７％，根据申请书填报学科代码统

计，跨科学部交 叉 项 目７２２项，学 部 内 交 叉６２３项，
（共占２３．２％）。参加总人数为４３　８８６人，每项平均

参加 人 数７．５８人。申 请 单 位６８８个，申 请 项 数 大

（等）于１０项的单位１５４个，申请４　３９７项，占申请总

数７５．９％。
经评审，资助面上项目１　５５４项（含小额预研探

索项目），平均资助强度７０．２９万元／项（不含小额为

７０．５８万元／项），资助率２６．８３％。单项最高资助强

度１１６万元，单项最低资助强度４１万元。小额预研

探索项目强 度 为１９．７８万 元／项。资 助 跨 科 学 部 交

叉项目１３４项，学部内交叉项目１６８项。４５岁以下

的中青年科学家占资助项目数６５．８３％。资助单位

共２９１个，其中获资助１—２项的单位１６６个。获资

助经费前２０个单位总金额为４２　８８７万元，占资助总

经费的３９．２９％。

２．２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的资 助 原 则 是：在 面 上 项 目 促 进 学 科

均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在优先发展领域的框架下，
形成重点项目指南，更集中地瞄准国际前沿，突出创

新，以关键科学问题带动不同学科 领 域 的 交 叉 与 协

作，整合队伍和资源，力争在若干领域和重要方向孕

育重点突破。评审中重视 学 科 交 叉 与 渗 透，强 调 有

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的遴选原则。
地球科学部依据“十二五”优先发展领域中的重

要研究方向，２０１５年 重 点 项 目 指 南 立 项 领 域 为１１
个：行星地球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大陆形成演化与

地球动力学，矿产资源、化石能源的形成机制与探测

理论，天气、气候与大气 环 境 变 化 的 过 程 与 机 制，全

球环境变化与地球圈层相互作 用，人 类 活 动 对 环 境

影响的机理，陆地表层系统变化过程与机理，水土资

源演变与调控，海洋过程及其资源和环境效应，日地

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和对地观测及其信息处理。共

受理重点项目申请４５１项。经评审，资助８０项，经

费２３　６１０万元，资助率１７．７％，平均强度２９５．１２万

元／项。２０１６年将 仍 以“地 球 科 学 十 二 五 优 先 发 展

领域”的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框 架 发 布 重 点 项 目 指 南。
实行“适度控制资助规模，努力 提 高 资 助 强 度，注 重

推动学科交叉”的资 助 政 策。拟 资 助８０项 左 右，平

均强度３５０万元／项。

２．３　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的定 位 是 瞄 准 国 家 目 标，把 握 世 界 科

学前沿，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重点

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学 问 题，组 织 学 科 交 叉

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源头创新能力。
重大项目主要资助：（１）科学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
我国具有优势，可望取得重大突破，达到或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的 前 沿 性 基 础 研 究；（２）国 家 经 济 发 展 亟

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对开拓 发 展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具有 重 要 影 响 或 有 重 大 应 用 前 景 的 基 础 研 究；
（３）围绕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或为国家宏观决

策提供依据的重要基础性研究，以 及 具 有 广 泛 深 远

影响的科学数据积累等基础性工作；（４）基金面上、
重点项目多年资助基础上凝炼 出 来 的、需 加 大 资 助

力度可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重大科学问题。
今年收到重大项目立项建议书３６项，重大项目

的立项是重大项目资助工作的 核 心，为 完 善 重 大 项

目立项机制，地球科学部组织专 家 对 科 学 家 提 出 的

重大项 目 立 项 建 议 书 进 行 评 议。根 据 通 讯 评 议 意

见，经学部部务会议讨论，遴选８项送专家咨询委员

会差额遴选。经专家咨 询 委 员 会 投 票 表 决，遴 选 出

４项：（１）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机

理及交互胁 迫 效 应；（２）地 球 宏 观 科 学 现 象 的 月 基

观测研究；（３）中 国 典 型 地 区 云 系 结 构 与 辐 射 气 候

效应研究；（４）青 藏 高 原 东 北 缘 新 生 代 构 造 演 化 与

深部动力学过程。

２．４　重大研究计划

重大研究计划的总体资助思路是：有限目标、稳
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 发 展；通 过 相 对 稳 定 和 较 高

强度的支持，促进学科 交 叉，培 养 创 新 人 才，着 力 提

升某些领域整体创新能力，并力 争 在 若 干 重 要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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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突 破。地 学 部 正 在 组 织 实 施 的 重 大 研 究 计 划

有：华北克拉通破坏，黑河流域生态—水文过程集成

研究，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

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中国大气 复 合 污 染 的 成 因

与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
“黑河流域生态—水文过程集成研究”重大研究

计划受理申请２项，其中，战 略 研 究 项 目１项，培 育

项目１项；项目正在评审中。“南海 深 海 过 程 演 变”
重大研究计划 受 理 集 成 项 目 申 请５项，４项 通 过 初

审，项目正在评审中。“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

化及其全 球 气 候 效 应”重 大 研 究 计 划 受 理 申 请３６
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１３项，培育项目２３项；经评

审资助１４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６项，培育项目８
项。“华北 克 拉 通 破 坏”重 大 研 究 计 划 受 理 申 请８
项，其中集成项目７项，指导专家组战略研究项目１
项；项目正在评审中。“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与

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联合重大研究计划 受 理 申 请

１５５项，其 中 重 点 支 持 项 目８５项，培 育 项 目７０项。
项目正在评审中。

２．５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５年共接 收 重 点 国 际（地 区）合 作 研 究 项 目

申请５９项。５７项 通 过 初 审，未 通 过 初 审 的２项。
经 评 审，资 助 ９ 项，经 费 ２　２００ 万 元，资 助 率

１５．２５％。评审强调“项 目 的 国 际 合 作 意 义，与 国 际

合作项目资助政策的吻合程度”。

３　人才项目系列

人才项目系列 的 资 助 思 路 是，以 培 养 创 新 人 才

为重点，蓄积后备人才，稳 定 青 年 人 才，扶 植 地 区 人

才，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人才项目系列包

括的项目类型有：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地区基金等。

３．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 基 金 项 目 的 资 助 原 则 是 稳 定 青 年 队

伍，扶持独 立 科 研，激 励 创 新 思 维。２０１５年 地 球 科

学部受理 青 年 基 金 项 目５　４１９项，增 加８２项，增 长

１．５４％。申请单位７９６个，申请项数大（等）于１０项

的单位１５４个，申请３　５８４项，占 申 请 总 数６６．１％。

１　５８２项，资助强度２０．９９万元／项，资助率２９．１９％，
其中地区基金 资 助 区 域 内 的 青 年 科 研 人 员 共 有５７
人获得青年基金的资助。

３．２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年地学部受理地区基金项目７４７项，减少

４８项，减少６．０４％，申请经费约３．４７亿元。申请单

位１２９个，申请项数大（等）于２项 的 单 位８７个，申

请７０５项，占申请总数的９４．４％。经评审，资助１６９
项，平均资助强度４２．０７万元／项，资助率２２．６２％。
评审工作贯彻“培养和扶植地区人才，稳定和凝聚优

秀人才，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项目定位。

３．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是人才项目系列中新增的一

个重要项目类型，与青年科学基 金 和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学基金项目之间形成有效衔 接，促 进 创 新 型 青 年

人才的快速成 长，主 要 支 持 具 备５—１０年 的 科 研 经

历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 科 学 技 术 人 员，在 科

研第一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

展基 础 研 究。２０１５年 地 学 部 共 受 理３４９项，经 评

审，资助３９项，经费５　０７０万元，资助率１１．１７％，资

助 强 度１３０万 元／项。获 资 助 者 年 龄 分 布 情 况 见

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５年优青获资助者年龄分布

图２　２０１５年杰青获资助者年龄分布

３．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 科 学 基 金 的 资 助 定 位 是，支 持 在

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

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 年 科 学 技 术 人 才 的

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

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２０１５年地学部受理２２０项，
较去年增加５项，增长２．３％。经评审，资助２１项，
每项直接经费３５０万元，共资助７　３５０万元。在评审



　

　４１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５年

中注重考察申请者的学术贡献（学术贡献 的 科 学 价

值）和发展潜力（拟开展研究工作是否提出前沿性的

科学问题和创新性的构思）。获资 助 者 年 龄 分 布 见

图２。

３．５　创新研究群体

创新研究群体 的 资 助 定 位 是：为 了 营 造 有 利 于

创新的环境，促进学科交叉和团队协作，提高我国的

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支勇于冲击 国 际 科 学 前 沿 的

“攻坚队”。２０１５年地学部受理２２项，经评审，资助

５项，经费５　２５０万 元。评 审 工 作 坚 持“科 学 目 标 引

导，增强协作创新，发挥团队力量，冲击国际前沿”的

资助政策。评审要点是：（１）自然形成的群体（有机

整体，１０人左右）；（２）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和共

同研究的科学问题；（３）创新性贡献、在国内外同行

中的学术地位；能冲击世界水平，能挑战科学前沿重

大问题，在国际科学前沿有竞争力；（４）学术带头人

是一线科学家，群体结构合理。

３．６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２０１５年地球 科 学 部 共 接 收 海 外 及 港 澳 学 者 合

作研究项目申 请３１项。未 通 过 初 审 的２项。两 年

期项目和延续资助项目分别有２１项 和４项 通 过 初

审。经评审，资助９项两年 期 项 目 和 延 续 资 助 项 目

２项。

４　环境建设项目系

环境建设项目 系 列 的 资 助 思 路 是，以 优 化 基 础

研究发展 环 境 为 重 点，加 强 条 件 支 撑，促 进 资 源 共

享，增进公众理解，优化发展环境。

４．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 仪 器 研 制 项 目 的 定 位 是：着 力 支

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工 作，为 科 学 研 究

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全面提 高 我 国 科 学 研 究

原始创新能力。强调“科学目标引 导 的 科 研 工 具 研

制”在遴选中特别注重考察以下方面：
（１）对推动科学创新的价值和作用；
（２）与国家重大科研需求的关系；
（３）设计方案的创新性，如原理性创新、独到的

设计思想、自主知识产权等；
（４）项目实施的基础和可行性。

２０１５年地球 科 学 部 共 接 收 国 家 重 大 科 研 仪 器

研制项目申请８６项（含部委推荐１４项），未 通 过 初

审的２项，均为自由申请 项 目。经 同 行 专 家 通 讯 评

审，９项部委 推 荐 项 目 被 推 荐 至 学 部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答辩，遴选出４项参加国家重大 科 研 仪 器 项 目 专

家委员会 会 答 辩，其 中１项 通 过 答 辩 并 予 以 资 助。
通过初审的７０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

申请项目）中，共９项获得资助。

４．２　联合基金

本年度，地学部共资助“ＮＳＦＣ－河南人才培养联

合基金”、“ＮＳＦＣ－广东联合基金”、“ＮＳＦＣ－云南联合

基金”、“ＮＳＦＣ－新疆联合基金”、“促进海峡两岸科技

合作联合基金”、“ＮＳＦＣ－石油化工联合基金”等６类

联合基金项目，各类项目的受理和资助情况见表１。

４．３　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项目

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计划旨在为必需进行海

上考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提供船舶运行

时间，以确 保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海 上 考 察 任 务 的 实 施。

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科学海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计划

共资助１０项，总经费５　５００万。
综 上，２０１５ 年 资 助 面 上 项 目 １　４０５ 项，共

１２８　０７０万元；资助重点项目７９项，共２７　７７０万元；
资助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８项，共２　４７０万

表１　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项目申请 项目资助

申请项数 不予受理数 资助项数
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万元／项）

资助率

河南 人才培养联合基金 ３２　 ０　 ５　 １３５　 ２７　 １５．６

广东 重点支持 ２７　 ２　 ５　 １　２００　 ２４０　 １８．５

云南 重点支持 ２２　 ２　 ３　 ５８５　 １９５　 １３．６

新疆

培育 ２３　 １　 ５　 ２４５　 ４９　 ２１．７
重点支持 １５　 １　 ３　 ６５７　 ２１９　 ２０．０
本地人才 ６　 １　 １　 ９０　 ９０　 １６．７

海峡 重点支持 １７　 ３　 ３　 ６４５　 ２１５　 １７．６

石油化工
培育 １２２　 ２　 １１　 ５２０　 ４７．３　 ９．０
重点支持 ７６　 ２　 ８　 ２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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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助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 作 研 究 基 金 项 目１１项，

５８０万元；资助青年基金项目１　６２３项，共４０　５６０万

元；资助地区基金项目１６９项，共８　４８０万元；资助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８项，共３　８００万元；资助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１项，共４　２００万元；资助创

新研究群体５项，共６　０００万元；资助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６项，经费４　９４５万元；资助联合基金

３４项，经费１２　８７７万元；资助基金项目海洋科学 考

察共享航次项目１０项，５　５００万元。

５　问题与建议

（１）研究加强监督制约机制。部分项目类型会

后公示会议评审专家名单，既起到了监督作用，又减

少了对会议评审工作的干扰。“活动”、“打 招 呼”的

现象所有所减少，但仍不 同 程 度 存 在。建 议 进 一 步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２）进一步完善会议评审机制。２０１５年会议评

审经费压缩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但随着项目申请

数量的增加和会议经费的压缩，如 何 高 效 完 成 会 议

评审工作，特别是面上项目的会议评审工作，仍需要

进一步 研 究 和 讨 论。建 议 充 分 发 挥 网 络 评 审 的 优

势，使会评工作更加公正和高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Ｌｉｕ　Ｙｕ　 Ｌｉｕ　Ｚｈｅ　 Ｌｉ　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Ｙｕ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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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澄江动物群的最新研究表明软体动物和环节动物的单起源假说成立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７日，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在线发布

了西北大学张 志 飞 教 授 课 题 组 的 题 为“Ｎｅｗ　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ｗａｘｉａ　ｓｃｌｅｒｉｔｏｍｅ，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的 研 究 论 文（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ｒｅｐ１４８１０），这是关于澄

江动物群的最新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在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 基 金（项 目 批 准 号：４１４２５００８）的 资 助 下 完

成的。
冠轮动物超门（Ｌｏｐｈｏｔｒｏｃｈｏｚｏａ）主要包括现生

的软体动物、环节动物和腕足动物等１０余个动物门

类。威瓦亚虫（Ｗｉｗａｘｉａ）是一类出现在寒武纪早期

（５．３亿～５．１５亿年前）的奇特冠轮类生物，因为其

背部覆盖叶片状的骨片、外形诡异，一直被认为是寒

武纪大爆发生物的明星代表。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加

拿大著名的布尔吉斯页岩化石库，近 两 年 在 我 国 华

南多地也有发现。但因缺乏背部骨片与身体组织如

何相互连接的关键化石证据，其分 类 位 置 一 直 存 有

争议。近日，西北大学地质 学 系 早 期 生 命 研 究 所 张

志飞教授领导的课题组联合英国学者对澄江动物群

化石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澄江化石库 发 现 的５．２５亿 年 前 的 化 石 标 本

代表一个新种，形态上处于未成年幼虫阶段，因其骨

片簇 状 聚 集 呈 蝴 蝶 形，而 命 名 为 凤 蝶 威 瓦 亚 虫

（Ｗｉｗａｘｉａ　ｐａｐｉｌｉｏ）。化石分析表明凤蝶威瓦亚虫身

体背部的骨片主要可分为９排、２列，每排呈蝴蝶形

簇状对称排列在身体两侧，其骨 片 显 示 了 清 楚 的 分

节性特征以及明显的同律性的特点（即 环 节 动 物 门

的关键特征）。这与早期恢复的 外 缘 型 排 列 的 骨 片

明显不同。惊奇的是，这 些 幼 体 标 本 同 时 还 特 异 保

存了软 体 动 物 齿 舌 状 的 口 器。综 合 系 统 分 析 认 为

５．３亿年前的威瓦亚虫属于软体动物门和环节动物

门的基干类群，支持了软体动物 门 和 环 节 动 物 门 的

单系起源假说，揭示了这两个无 脊 椎 动 物 门 的 共 祖

特征，对理解后生动物门类，尤其是冠轮超门（Ｌｏｐｈ－
ｏｔｒｏｃｈｏｚｏａ）的系统演化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供稿：顾松竹　姚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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