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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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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指南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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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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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资金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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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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

含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

本专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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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油沙豆用于华北及东北西部各类典型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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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约因子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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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牧草种子包衣生



— 3 —

产工艺技术及其应用、野生牧草种子收获及其免耕补播技术研究

和应用、草原免耕补播机械设备改制和应用，研发加速退化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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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微生物制剂技术体系 1~2 套、微生物制剂恢复模式

1~2 项。开展物源调控技术示范 100 公顷，微生物制剂示范 100

公顷。研发的技术、模式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研究结果、数据

和参数须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享。

2.2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评估、预警与监控关键技术

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祁连山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屏障作用，研究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濒危物种分布格局与保护价值，评估人类活

动和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潜在影响机制；建立祁连山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技术方法；建立保护区生

态环境变化情景预测技术，开发预警模型，形成可对祁连山生境

变化的预警机制；开发自然保护区全过程监控技术，提出天地一

体化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监控网络设计途径与方法；形成可在全

国推广应用的自然保护区评估、预警和监控技术体系，提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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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有效监控管理办法，并建立相关示范基地。

考核指标：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评估、预警和监控技术标准

规范 4~6 项，形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 1 个，建立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监控网络等相关示范基地 2 个，申请发明专

利 6 项以上。

3. 长江中上游区生态保护与修复

3.1 漓江流域喀斯特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

示范

研究内容：以漓江流域喀斯特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目

标，研究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背景下景观格局演变过程、退化机

理及其驱动机制；开发喀斯特湿地水资源调控技术，研发生态补

水、水文调控及水质管理综合模型；研究景观资源保育和生态修

复技术，形成系统修复技术；开展漓江流域景观资源价值评估，

建立承载力测算模型，探索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相关产业发展

途径，建立自然景观资源保育和可持续利用的系统方案和可持续

利用模式；研制自然景观可持续利用信息共享与展示平台，建立

相关试验示范基地。

考核指标：揭示漓江流域重要景观资源演变与退化机制；研

发景观资源保育与生态修复技术系统和相应技术规范；提出喀斯

特地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建立不同类型景观资

源保育和可持续利用模式；构建漓江流域景观资源数据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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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流域景观资源综合监管平台，提出桂林喀斯特景观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申请发明专利 8 项，研制相关技术标

准（规程）和评价规范 5 项以上。建立喀斯特退化景观修复与湿

地水资源调控利用示范区 1 个，生态旅游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试

验示范区 1 个，示范区人均年收入提高 10%以上。

指南说明：要求产学研用结合，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

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4. 国家生态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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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

态文明历史文化积淀，研究“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的科学内涵和

建设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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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不同类型省

区开展示范。开发“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评估与展示平台。

考核指标：揭示“美丽中国”生态建设与自然环境和中华文

明历史传承的关系，评估“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的现状及面临的

挑战，提出分区分类的建设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 1 套，编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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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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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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