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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重大研究计划2021年度项目指南

发布时间： 2021年03月05日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重大研究计划立足地球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瞄准西太平洋作为

地球系统的窗口所拥有的科学价值和地域优势，提炼和把握以流体为纽带的跨圈层动力过程与能量物质循环这一

重大科学问题，进行多学科、跨尺度、跨圈层综合研究，发展板块构造理论，服务于西太平洋气候、环境、资源

及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目标。

　　一、科学目标

　　本重大研究计划的总体科学目标：揭示西太平洋多尺度海洋及板块俯冲的动力过程，认识其中的物质能量交

换机理，阐明地表圈层与地球深部圈层的关联机制，揭示流体在跨圈层动力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把地球系统科学

从地表圈层拓展到地球深部，引领跨尺度、跨圈层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

　　二、核心科学问题

　　本重大研究计划的核心科学问题：西太平洋跨圈层动力过程与物质能量循环。该重大研究计划的组织实施将

围绕以下三个关键科学问题展开：

　　（一）西太平洋复杂地形对海洋动力过程和气候系统的影响。

　　西太平洋紧邻欧亚大陆，具有全球最典型的沟弧盆体系和海底复杂地形结构。西太平洋独具特色的构造与地

形体系如何影响海洋动力过程和气候系统是有待突破的关键科学问题。

　　（二）西太平洋流固界面跨圈层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

　　西太平洋具有丰富的陆源物质输入、活跃的海底热液和冷泉活动、广泛的海底裂隙，是研究跨圈层物质能量

循环的关键区域。然而，流固界面跨圈层物质能量交换对岩石圈演化和海洋深层环流等动力过程的影响仍不清

楚，是本重大研究计划所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三）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与地球深部流固相互作用。

　　西太平洋是研究板块俯冲和地球深部过程的天然实验室，流固相互作用对板块俯冲相关的深部物质循环和岩

石圈演化十分重要，并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是完善板块构造理论和发展地球科学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三、2021年度重点资助研究方向

　　本重大研究计划2021年度以集成项目与重点支持项目的形式予以资助，重点资助研究方向如下：

　　（一）集成项目。

　　1. 西太平洋复杂地形和多尺度动力过程相互作用、能量串级与三维混合过程。

　　集成重大研究计划已有成果，阐明复杂地形影响下的海洋能量串级和物质输运过程，发展参数化方案和模式

系统，服务于海洋与气候模拟及预测，形成理论和方法的完整体系。

　　2. 西太平洋多时间尺度能量与物质界面交换及其在地球系统中的作用。

　　集成重大研究计划已有成果以及历史资料，围绕海-气、流-固界面过程及机理，开展西边界流地形约束下的

动力-生物地球化学耦合研究，探讨碳、氮、铁等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耦合与分异关系，并通过沉积记录

揭示其历史演化与多时间尺度过程。

　　3. 西太平洋俯冲带起始、演化动力学机制及其水-碳-岩浆循环过程。

　　集成重大研究计划已有成果，针对西太平洋俯冲带构造、岩浆动力过程，开展俯冲带起始驱动、演化过程、

水-碳-岩（浆）深部循环机理研究，发展跨圈层观测实验方法和深部物质循环理论。

　　（二）重点支持项目。

　　1. 西太平洋沟弧盆体系调控下的近海-大洋环流系统与物质循环。

　　2. 西太平洋海洋性大陆热力异常的多时间尺度变化及其与亚澳季风系统变异的联系。

　　3. 西太平洋生物泵及其在冰期旋回中的演化、西太平洋碳循环及其中的生物泵与溶解度泵比较。

　　4. 西太平洋流固界面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



　　5. 西太平洋深部过程有关的水和碳的循环及其通量。

　　6. 西太平洋板块俯冲过程中的流固相互作用和岩浆-资源记录。

　　四、项目遴选的基本原则

　　围绕核心科学问题，本重大研究计划强调和鼓励：

　　（一）对实现总体科学目标的贡献率。

　　（二）促进科学问题解决的新思路、新方法。

　　（三）学科交叉、海陆气结合。

　　（四）促进我国相关领域发展的国际合作与共享。

　　（五）关键观测、探测技术与数值模式的发展。

　　五、2021年度资助计划

　　2021年度拟资助集成项目3项，直接费用资助强度约为800万元/项，资助期限为3年，集成项目申请书中研究

期限应填写“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拟资助重点支持项目6项，直接费用资助强度约为300万元/

项，资助期限为4年，重点支持项目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应填写“2022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资助项目数和资助经费将根据申请情况和申请项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而定。

　　六、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条件。

　　本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

人进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执行《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限项申请规定的相关要求。

　　（三）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应当认真阅读并执行本项目指南、《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和《关于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中相关要求。

　　1. 本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书提交日期为2021年4月26日－4月30日16时。

　　（1）申请人应当按照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中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填报说明与撰写提

纲要求在线填写和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2）本重大研究计划旨在紧密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将对多学科相关研究进行战略性的方向引导和优势整

合，成为一个项目集群。申请人应根据本重大研究计划拟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和项目指南公布的拟资助研究方

向，自行拟定项目名称、科学目标、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相应的研究经费等。

　　（3）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研究计划”，亚类说明选择“重点支持项目”或“集成项目”，附注

说明选择“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根据申请的具体研究内容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

　　重点支持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集成项目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4个。

　　（4）申请人在申请书“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部分，应当首先明确说明申请符合本项目指南中的重点资助

研究方向，以及对解决本重大研究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实现本重大研究计划科学目标的贡献。

　　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重大研究计划相关的其他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

件”部分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2. 依托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完成依托单位承诺、组织申请以及审核申请材料等工作。在2021年4月30日16时前

通过信息系统逐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于5月1日16时前在线提交本单位项目申请清单。

　　3. 其他注意事项。

　　（1）为实现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科学目标和多学科集成，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遵守相关数据和资

料管理与共享的规定，项目执行过程中应关注与本重大研究计划其他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

　　（2）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促进项目群的形成和多学科交叉与集成，本重大研究计划将每年举办1次资助

项目的年度学术交流会，并将不定期地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获资助项目负责人有义务参加本重大研究计



划指导专家组和管理工作组所组织的上述学术交流活动。

　　（四）咨询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地球科学部四处

　　联系电话：010-6232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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