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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重大研究计划2021年度项目指南

发布时间： 2021年03月09日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重大研究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的宗旨是从当代地球科学发展趋势和国家重大需求出

发，充分发挥特提斯构造域在地球科学发展中的地域优势，提炼和把握制约当前板块构造理论发展的重大科学问

题，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一、科学目标

　　本计划的总体科学目标是：高度集成地球科学、数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的观测、探测、分析、模拟、实验手

段，通过特提斯域内洋陆变化与圈层相互作用研究，明确特提斯构造域形成变迁的动力学原因，揭示板块构造的

驱动机制；分析域内重要矿产资源与能源的分布与形成规律，为我国资源能源战略提供科学支撑；通过广泛的国

际合作，建立与“一带一路”地缘国良好的科技合作关系，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二、核心科学问题

　　本计划的核心科学问题是：地球多陆块单向聚合动力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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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边界起始形成的判别。

　　研究板块构造如何产生的最大障碍是不能清晰勾画不同类型板块边界初始出现的标志。若理清了大洋张开和

俯冲带初始出现的标志，便可有效地恢复各块体的演化历史，进而对其动力过程提出制约。

　　（二）多陆块单向裂解-聚合过程。

　　特提斯域内大陆单向裂解-聚合目前还处于描述阶段，究竟这些块体属性如何，隶属何处，它们又在何时以

何种方式拼贴到早先聚合的大陆之上，目前还缺乏精细的限定。只有理清这些块体的裂解-拼合历史及与其伴随

的地质过程，才有可能详细讨论它们的聚合机制。

　　（三）多陆块单向裂解-聚合过程的资源、能源与古环境响应。

　　目前对地球各圈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机制和规律还缺乏系统认识，亟待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视角重新梳理

上述问题，阐明特提斯构造域内多个小块体在其单向裂解-聚合过程中的古地理格局变迁、岩石圈结构与物质组

成的变化如何导致巨量资源能源的形成,以及古环境的巨变乃至生物的大灭绝。

　　三、2021年度重点资助研究方向

　　本计划2021年度拟资助以下研究方向：

　　（一）重点支持项目。

　　1.特提斯演化过程中的古环境效应与生物演化。

　　主要研究特提斯洋及其周边大陆裂解与汇聚而引发的重大生物与环境事件，分别聚焦于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

末两个时间段，着重研究这些重大生物与环境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发生的古地理环境、地球深部制约和发

生的具体机制。本方向拟重点资助项目2项。

　　2.特提斯构造域大陆裂解-聚合动力学。

　　通过地球动力学模拟方法，定性识别和定量计算海底扩张、俯冲板片拖拽、地幔上涌等在特提斯大陆裂解-

聚会过程中的各自贡献，推动板块构造源动力争议问题的研究。本方向拟重点资助项目1项。

　　（二）集成项目。

　　1.特提斯演化过程中特征性岩浆-变质作用及其动力学指示。

　　特提斯构造域不仅出露不同热梯度下形成的变质岩，而且发育不同时代大陆裂解和大洋俯冲形成的岩浆岩。

古大洋俯冲带受到大陆碰撞及碰撞后过程的叠加改造，结果变质作用和岩浆作用呈现出显著的时空不均一性。本

集成项目将综合研究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变质岩和岩浆岩，厘定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与超大陆裂解/汇聚之间

的关系，为特提斯地球动力学总结提供系统证据和约束。

　　2.特提斯构造域深部结构及动力学指示。

　　综合特提斯构造域地球物理深部探测资料，构建特提斯构造域统一地壳及全地幔物性结构参考模型，及洋陆

俯冲-碰撞转换带等关键地区的高分辨率地壳和上地幔物性结构模型，并基于深部物性结构模型开展地球动力数

值模拟研究，探索特提斯构造域动力学演化过程及其对板块构造理论的指示意义。

　　3.特提斯演化过程中的优势及特色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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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提斯在单向裂解汇聚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独具特色的资源，如铜、金、铅锌、铬铁矿以及新近发现的

锂铍等稀有金属。不过，为何古/新特提斯洋有相似的构造演化历史，但矿化类型却明显不同？为何新特提斯洋

经历了漫长的俯冲过程，却鲜有俯冲阶段的成矿记录？特提斯在单向裂解汇聚过程中对于成矿作用，有何种深层

次的控制作用？目前都尚未得到较好的理解。本项目通过梳理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试图回答特提斯演化过程中

的资源效应。

　　四、遴选项目的基本原则

　　围绕本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在确保实现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本计划鼓励：

　　（一）具有创新思路的研究；

　　（二）基础较好，近期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

　　（三）科学问题带动下的探测和实验研究;

　　（四）促进科学问题深化的新方法探索研究；

　　（五）学科交叉研究；

　　（六）具有国际合作背景的研究。

　　五、2021年度资助计划

　　2021度拟资助重点支持项目3项，资助期限为4年，直接费用资助强度约为330万元/项，优先支持围绕特提斯

地球动力系统已有较好工作基础、有望在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项目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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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资助集成项目3项，资助期限为4年，直接费

用资助强度约为500万元/项，优先支持已有扎实工作基础且较好掌握特提斯构造域构造沉积古地理领域资料的项

目申请，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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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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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4月16日16时。

　　（1）申请人应当按照科学基金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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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附注

说明选择“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根据申请的具体研究内容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

　　集成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4个，重点支持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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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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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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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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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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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学部一处

　　联系电话：010-6232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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