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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

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按照《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要求，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

及地方，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恢复与保护研

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本专项紧紧围绕“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科技需求，重点支持生态监测预警、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

治理、石漠化治理、退化草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模式

研发与典型示范，发展生态产业技术，形成典型退化生态区域生

态治理、生态产业、生态富民相结合的系统性技术方案，在典型

生态区开展规模化示范应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

本专项要求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2~3年。2019

年拟部署 3个指南方向，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6000万元。同一指

南方向下，如未明确支持项目数，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

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2项，并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鼓励

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

用。对于典型市场导向且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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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

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每

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本专项 2019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北方风沙区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1.1油沙豆防风固沙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开展油沙豆用于北方各类典型沙漠化土地的防风

固沙技术研发并示范，研发生态环境友好、低成本的油沙豆采收

技术，开发油沙豆根茎、地上茎叶的有效成分综合开发利用技术，

探索油沙豆防风固沙的“三生共赢”模式并开展评价。

考核指标：研究制定各类典型沙漠化土地油沙豆荒漠种植操

作技术规程3~5个，建设典型沙漠化土地油沙豆种植示范基地3~5

个，形成油沙豆根茎、地上茎叶的有效成分综合开发利用工艺 5

个以上。

2.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功能提升与适应性管理

2.1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的主要物源制约因子及其应用研

究

研究内容：研究不同区域退化草地自然恢复的关键生物（人

类活动、不同植物间的相互作用等）和环境制约因子，研发植物

多样性种源补给和养分资源添加技术体系，研究野生牧草种子采

集和种子包衣以及免耕补播设备和技术体系；研发加速退化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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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和沙地恢复进程的微生物制剂技术体系及其恢复模式。

考核指标：识别不同区域不同退化草地自然恢复的关键生物

和环境制约因子；揭示加速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的物源调控途

径和技术 2~3项；研发野生植物种子采集设备 1套，种子包衣技

术 2~3项、草原免耕补播机械 1套、以及相关技术标准（规程）

3~4个；研发适合高寒退化草地恢复的菌根菌剂和复合微生物菌

剂 4~6种，并形成 20吨的中试示范生产，菌剂有效活菌数 10亿

/mL以上。开展物源调控技术示范 100 公顷，微生物制剂示范 100

公顷，自主研发恢复技术模式 2~3套，研究结果、数据和参数须

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享。

3. 国家生态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3.1 “美丽中国”生态建设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及分区管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研究

“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建设目标。结合专项在生态退

化机制、恢复模式、监测体系建设方面的成果，开展“美丽中国”

生态建设的现状检测与评估，提出“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的战略框

架和科技支撑体系，研制国家生态监测网络构建方案。研究“美丽

中国”生态建设的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并选择不同类型生态

区开展示范，提出不同类型区生态保护与恢复的系统性技术方案

和关键技术体系。开发“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评估与展示平台。

考核指标：提出“美丽中国”生态建设分区分类的建设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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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评估方法 1套，形成不同生态区生态保护与恢复技术体系、

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及生态质量改善路线图，提出国家生态监测网

络构建方案 1套，编制“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评估技术规范 1套，

建成“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的评估与展示平台 1个，建设不同类型

“美丽中国”生态建设评估示范应用 3~5个。申请软件著作权 2项，

提交政府决策咨询建议 5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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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

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随纸质项目预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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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不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8年 4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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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何霄嘉 010-5888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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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

2019 年度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1 傅伯杰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2 舒俭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3 蒋忠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4 王磐岩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5 李秀彬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6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研究员

7 赵学勇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8 杜国桢 兰州大学 教 授

9 方江平 西藏农牧学院 研究员

10 胡宝清 广西师范学院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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