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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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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会同原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教育部、中

国科学院等部门，共同编制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环境安全

保障”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本专项紧紧围绕提升我国海洋环境安

全保障能力的需求，（1）重点发展海洋监测高新技术装备并实现

产业化，培育一批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基地，仪器装备自给能

力提升到50%以上；（2）重点发展全球10千米分辨率（海上丝绸

之路海域4千米分辨率）海洋环境预报模式，提供多用户预报产

品并实现业务化运行；（3）重点构建国家海洋环境安全平台技术

体系，实现平台业务试运行，支撑风暴潮、浒苔、溢油等重大海

洋灾害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 年至 2020 年，2016-2018 年围绕专项

目标和重点任务启动了“海洋声学层析成像理论、技术与应用示

范”等75个项目。2019年拟针对上述方面继续支持约7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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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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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拨经费约1.2亿元。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2-3年。对于企

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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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用于

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不得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

金总额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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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海洋环境立体观测/监测新技术研究与核心装备国产化

1.1 拖曳式光学、温度、盐度、压力传感器阵列研制

研究内容：自主研发拖曳式模块化阵列传感器，每个模块包

括海洋光学环境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和压力传感

器，模块串在拖曳链上形成阵列，拖曳链以电磁耦合方式与模块

之间实现数据传输和供电，拖曳链水下顶端固定有定深潜航器，

形成用于测量200米深海洋潜流、洋流尺度的在线设备，并开展

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海洋光学传感器包括海水吸光度传感器和荧光传

感器，皆为明场检测型，其中，吸光度传感器覆盖波长

340nm-980nm，测量精度 0.0001AU；荧光传感器除测量海水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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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素外，还需检测示踪剂，海水中叶绿素检测下限分别≤0.05ug/L

和≤0.005ug/L；温度传感器测量准确度±0.01℃，年漂移≤

0.01℃；电导率传感器测量准确度±0.0005S/m，月漂移≤

0.0005S/m；压力传感器测量准确度±0.2%FS，年漂移≤0.1%FS；

以上传感器响应速度皆≤0.1秒，部件国产化率90%以上；上述5

个传感器集成在1个划翼式模块内，含数据传输和储能电池，总

功耗不大于6W，内部总体积不大于800cm
3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5000小时；不少于50个模块安装在拖曳链上；技术成熟度达到

8级。通过海上试验验证。

1.2 极地科技发展与国际治理战略决策支撑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系统梳理并结合国内外极地科技创新相关研究成

果，基于实施我国极地战略的考量，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总结

和分析我国开展南北极地区空间规划、相关履约和国际合作所面

临的主要法律和政策问题，包括国际法依据、相关国际法律议程

走向、各国的立场及主张、国内立法与政策保障等。

考核指标：建成极地科技创新研究成果的共享与集成评估机

制，为我国参与北极理事会、北极科学部长会议、南极条约协商

等工作提供关键科技信息支撑；就我国极地空间规划的法律与政

策问题提出系统的对策建议，包括参与相关国际议程的立场及主

张，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采取的配套举措，国内立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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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施机制的具体建议；提出系统的极地国际合作策略，并与不

少于2个国家/地区建立双边国际极地合作机制。

1.3 新型海洋大气边界层动力学剖面自动观测系统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海洋环境监测预报、台风等极端天气监测预

警、海上风能资源勘测开发等需求，研发具备海洋大气边界层剖

面观测能力和实时/准实时通信能力的新型漂浮式风廓线、湍流剖

面测量设备，开展“两洋一海”示范网观测试验。

考核指标：设备在位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海洋大气剖面

测量高度10～300m；关键部件国产化率不低于90%，性能指标达

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通过第三方海上测试评估和应用检验。

2. 海洋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技术

2.1面向全球海洋的数值预报业务化评估体系与公共验证服

务平台构建

研究内容：基于多源异构的海洋数据，构建海洋数值预报产

品的验证标准体系；针对全球及海上丝路海洋预报服务的需求，

开展分区、分级、分类的多用户产品制作技术研究；形成海洋数

值预报模式由业务化试运行转为业务化运行的评估标准体系；研

发海洋数值预报产品共享服务体系，构建海洋大数据共享和数值

预报公共验证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海洋数值预报产品验证标准，符合现行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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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技术规范要求；针对不少于5个海上丝路沿线

国家，不少于 10家远洋运输、捕捞、工程和科考等单位，设计

海洋数值预报产品；至少1套专项研发的数值预报系统由试运行

转为业务化运行；构建万 TB级的公共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具备

海洋环境安全保障专项的数据共享能力。

3.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

3.1辽东湾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辽东湾主要污染物在流域-河口-湿地-海域中

的分布、迁移转化及生态效应；开展基于陆海统筹的辽东湾污染

防治方法研究；查明辽河口湿地翅碱蓬植被退化机理，建立其适

宜的生境指标，并在退养还滩区示范；研究生态化人工岸线改善

环境的机理与实施方案，并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给出辽东湾河口及海域 5 种以上主要污染物的环

境承载力；提出基于陆海统筹的辽东湾入海污染物精准化减排方

案；辽河口退养还滩区翅碱蓬恢复示范工程面积不少于 500 亩，

主要污染物削减率均超过 20%，形成河口湿地生态环境修复指导

手册；形成人工岸线生态修复指导手册。

3.2 渤海湾生态环境监测评估及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入海排放口主要污染物通量监测及估算技术

研究；开展养殖区、港口航运区等海上污染源强监测与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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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氮、磷和新兴污染物的关键源区和路径；开展渤海湾重点海

域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建立基于生态风险管控目标的主要入海

污染物减排方案；建立渤海湾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系统并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渤海湾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技术系统1套，

运行时间不少于1年，提供监测数据共享服务；提交渤海湾陆源

污染物通量监测方案和估算方法，提交示范期通量监测和估算结

果；查明海上污染源排污强度和排放规律；提出基于生态风险管

控目标的渤海湾主要污染物减排方案和监督性考核方案。

3.3 秦皇岛海域生态灾害多发原因及监测预警系统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秦皇岛附近海域赤潮、绿潮、水母等生态灾

害生消过程及环境控制因子调查，结合历史资料，分析该海域生

态灾害多发的规律及成因；研发区域海洋生态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及预警模式，并开展示范应用，为秦皇岛海域生态灾害应急处置

及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考核指标：秦皇岛附近海域生态灾害发生案例收集年限不低

于 30年，查明该海域生态灾害多发原因并提出防控对策；建立

区域监测预警系统1套，移动监测器速度可控，定点采样精度优

于30米，最高时速大于25千米，连续作业时间不小于3小时，

并可开展2-3个固定点的水质在线监测，致灾生物识别准确率不

低于85%，致灾生物量监测误差小于50%；监测系统对监控海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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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灾害的早期发现率不低于80%，示范运行时间不少于3个月，

提供监测数据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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