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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 年度项目受理和资助情况

1.1　项目受理情况

2004 年度地球科学五处共受理各类项目 397 

项，较 2003 年（296 项）有较大的增长。其中：面上

项目 363 项（自由申请 256 项，青年科学基金89 项，

地区科学基金18 项）；“天气、气候系统的物理动力

学”优先资助领域重点项目 14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17 项）与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3

项）共计 20 项。

值得一提的是，面上申请项目与 2003 年（255 

项）相比增加 108 项，增长率达 42.4％，是近年来增

长数最多的 1 年。其中：自由申请较 2003 年（174 

项）增加 88 项，增长率 47.1％；青年科学基金较

2003 年（63 项）增加 26 项，增长率 41.3％；地区科

学基金较 2003 年增加4 项，增长率 28.6％。

面上项目申请中，以气候学、数值天气预报与数

值模拟、大气动力学分支领域的项目居多，分别占总

申请项目数的27.55％、12.67％和 10.47％。

2004 年项目申请单位共 94 个，较 2003 年（59

个）有较大增长。申请者中 45 岁以下 287 人，占总

数的 79.06％，比 2003 年（77.25％）略有提高。申

请者中博士学位获得者 189 人，占总数的 52.07％，

较 2003 年（50.98％）也有所提高。

1.2　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2004 年资助自由申请 46项，平均资助强度32.85 

万元，资助小额探索项目 6 项，平均资助强度 10 万

元。自由申请项目（含小额探索项目）平均资助率为

20.3％；青年科学基金 25 项，资助率 28.1％，平均资

助强度 25.88 万元；地区科学基金 2 项，资助率 11.
1％，资助强度 22.0 万元。各分支领域中，2004 年资

助率较高的分别为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湍流（35.

7％）、大气遥感和大气探测（33.3％），其次为大气动

力学（26.3％）、大气物理学（24.3％）和天气学（22.

7％）。值得一提的是，大气化学（21.1％）和大气环境

（20.0％）资助率有所上升，与平均资助率（21.8％）基

本相当，而气候学领域资助率则有所下降。

1.3　2004 年申请书填报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 2004 年申请数量的较大增长，申请书填报

中出现的问题也较多，造成一定数量的申请书因不

符合要求而初删，其中尤以第一次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项目居多。比较典型的问题有：

（1）重点项目的合作单位超过 2 个，不符合重

点项目管理办法。

（2）申请书中填报的合作单位没有盖章。

（3）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参加人员超项（主持或

参加的面上项目不能超过 2 项；同期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只能申请1 项）。

（4）申请经费太高。在 2004 年科学五处受理

的面上项目中有2 项申请经费超过 80 万元，其中 1

项达 120 万元。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

资助强度在逐年增加，最高资助强度限额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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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但每年面上项目的经费标准仍有明确的限制。

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管理办法，80

万元以下申请项目按面上项目管理；因此，面上项目

申请经费超过80 万元已超过该类项目资助范围，而

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申请。

（5）面上项目合作单位超过4 个。

（6）立论依据中没有列出参考文献。这种情况

以初次申请项目的业务部门申请者居多。事实上，

基金项目申请书立论部分的撰写与科学论文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立论依据的撰写是申请人对申请项目研

究工作国内外现状了解程度的最好证明，应作到“言

必有据”，尊重自己的工作、更要尊重他人的工作。

2　2003 年结题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

2003 年底科学五处结题项目为 56 项。其中：

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与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3 项，自由申请 30

项（包括延期 2 项），青年科学基金 9 项，地区科学

基金2 项，小额探索项目7 项（包括延期1 项），主任

基金 4 项。

通过对各类项目发表的期刊论文数，及进入三

大检索系统  SCI （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
 ISTP （科技会议录索引）论文的统计（表 1），2003 年

底结题项目平均每项发表期刊论文 10.07 篇，其中

进入三大检索系统3.47 篇；有 76.36％的项目有三

大检索系统的论文发表。相比较而言，面上项目中

发表三大检索系统论文最多的是自由申请项目，平

均每项有3.10 篇，其次是青年基金项目（2.56 篇），

小额探索项目为 1.71 篇。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高水平论文数相对较少。

表 1　2003 年底结题项目成果统计

项目类别 项目数
发表

论文数

论文

平均数

三大检索系统

论文的项目数

三大检索系统

论文数

三大检索系统

论文平均数

重大项目 1 90  90  1 24  24 

重点项目 1 40  40  1 19  19 

杰出青年 3 16  5.33  3 12  4 

自由申请 30  280  9.33  24  93  3.10 

青年基金 9 58  6.44  7 23  2.56 

地区基金 2 35  17.5  0 0 0 

小额探索 7 25  3.57  5 12  1.71 

主任基金 4 10  2.50  2 8 2 

综　　合 55  554  10.07  42  191  3.47 

　　注：三大检索系统指  SCI （包括  SCIE ）、EI和  ISTP 检索论文

　　通过对重大、重点以外的 53 个项目的初步结题

评价，全面按研究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的项目有 44

项，占 83.02％，基本按研究计划完成的项目 7 项，

占 13.21％，完成情况比较一般的2 项，占 3.77％。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列举几项有较为突出

进展的结题项目：

2.1　天气气候学

热带气旋是影响我国的主要天气系统，由于它

巨大的破坏性，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大气边界层

过程对热带气旋发生发展的影响”（项目主持人：伍

荣生；批准号：40075011 ）项目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肯定了南半球冷空气入侵可以导致西北太平洋地区

热带气旋形成这一存有疑义的学说，利用飓风  An-

 drew （1992 ）模式输出结果，揭示了热带气旋尤其是

其边界层中显著的水平螺旋流特征。指出边界层摩

擦的作用使得水平风速的切变非常明显，导致热带

气旋的低层大气具有明显的水平螺旋流特征；探讨

了热带气旋引起的冷水上翻产生的洋面冷源对热带

气旋双眼墙结构形成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新的热

带气旋双眼墙的形成机制，即热带气旋对洋面冷源

强迫的地转适应调整过程可以导致双眼墙的形成。

项目共发表论文13 篇，三大检索系统论文 5 篇。

在大气中，许多强对流系统的发生、发展不仅与

大尺度强迫有关，也与中尺度系统强迫关系密切，这

给预报、特别是临近天气预报带来较大的困难。

“锋面过程对强对流系统启动和演变的影响研究”

（项目主持人：谈哲敏；批准号：40075010 ）项目的结

果表明，气旋性初始扰动结构能导致斜压系统扰动

动能增长，且这些结果可用“位涡屏蔽”理论得到解

释；系统涡旋性质、边界层湍流特性、纬度是影响边

界层日变化的主要特征；大气对流强度越强，初始误

差增长越快。这些理论结果为改进和提高强风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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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统的模拟和预测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项目共发表论文6 篇，三大检索系统论文 4 篇。
 ENSO 预报研究是当前国际气候研究的前沿课

题。“用于  ENSO 预测系统的协调高效的初始化方

案研究”（项目主持人：周广庆；批准号：40005007 ）

项目，通过大规模的预测试验，确立协调高效初始化

方案，提高  ENSO 预报技巧。研究结果表明，海洋次

表层信息对提高  ENSO 预报技巧至关重要，初值与

模式的协调性则有助于保持和提高预报技巧；通过

对比试验，调整同化参数，获得与模式较为协调的初

值，提高了预报技巧。并多次参加由国家海洋环境

预报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组织的  ENSO 预测会商，

提供了实时预测结果。准确地预测出 2002 年的弱
 El Ni� o 事件和2003 年的正常年份。项目共发表论

文 6 篇，三大检索系统论文5 篇。

冻土—雪盖—干旱地区是广阔而十分重要的下

垫面，它们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冻土—雪

盖水、热输运耦合模型研究”（项目主持人：孙菽芬；

批准号：40075019 ）项目从研究冻土内部及干旱土内

部水热交换及相变过程机制入手，建立了完整的研

究冻土、干旱土内部流动过程、传热、相变过程的复

杂线性方程组；为适应于陆面过程总体模型研究需

要，对复杂模型进行了细致的量级分析，独立地发展

了不失真的冻土和干旱土简化物理数学模型及计算

机上可操作的分层差分模型；发展的冻土、干旱土模

型和软件，为陆面过程总体模型改进创造重要保证

条件，也为未来研究冰冻圈、干旱地区与大气相互作

用提供了定量模拟的工具。项目共发表论文 10 篇，

三大检索系统论文 3 篇。

2.2　大气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运动对热量、动量、水汽的

输送等大气物理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对发生在

边界层上下的中尺度各种能量和物质交换、大气化学

过程、污染物扩散等大气现象起到支配作用。“大气

边界层大涡特性及其在高分辨气象模拟中的应用研

究”（项目主持人：蒋维楣；批准号：40075004 ）项目运

用大涡模拟手段对不同条件下发生在边界层上部的

一些大气过程与现象，如大涡输送、夹卷过程及其在

边界层输送中的作用等进行细致模拟，然后进行边界

层参数化的分析，再用到高分辨率气象模拟中。研究

在成功实现对流边界层三层结构模拟的基础上，利用

先进的粒子成像测速（ PIV ）技术，成功实施了对流边

界层条件下的速度矢分布测量，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

参数化方案；并引入大涡机制，实现了 3 种大涡模式

的建立并成功实施了理想非均匀条件和森林、城市 2

种实际不均匀条件下的模拟，充分提高了气象模式模

拟的能力和分辨率。项目共发表论文 12 篇，三大检

索系统论文 7篇。

2.3　大气遥感

对于快速区域云图，在用传统的相关法计算云

迹风时，会遇到亚象素尺度位移问题。“静止卫星

快速区域云图导风的傅立叶相位分析技术研究”

（项目主持人：王振会；批准号：40075005 ）项目提出

傅立叶相位分析理论并应用于卫星快速区域云图导

风，避免了亚象素尺度位移问题。首先推导了利用

傅立叶相位分析进行两维图象变换、空间域波谱分

析、谐波相位计算和由相位的时间变化计算相速度

和速度谱的理论表达式，建立进行快速区域云图导

风实验的微机系统；把傅立叶相位分析理论应用于

卫星云图导风，不但避免了亚象素尺度位移问题，同

时用傅立叶相位分析技术不仅可以计算云迹风矢，

而且可得到速度谱和方差，这也是传统的相关法所

不能得到的。项目共发表论文 12 篇，三大检索系统

论文 5 篇。

2.4　大气化学

“内蒙古草原土壤—大气间氧化亚氮排放规律

的研究”（项目主持人：杜睿；批准号：40005009 ）项

目，取得了如下一些重要的科学结果：内蒙古典型草

原暗栗钙土壤 N 2O 的微生物产生过程以硝化作用

为主，反硝化作用在草原植物不同的生长物候期具

有不同的贡献；硝化作用过程中是以异养硝化在温

带半干旱草原土壤 N 2O 产生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反硝化作用、自养硝化作用与异养硝化作用在草原

植物的不同生长阶段的贡献大小各不相同；温度对

于 N 2O 的产生速率有着显著的影响，随着土壤深度

的增加，温度对土壤 N 2O 产生速率的影响力在减

弱；两者之间并不仅仅存在单纯的线性关系而具有

阶段性的非连续函数关系，在草原不同的生长物候

期两者之间均存在着多项式相关。项目共发表论文
9 篇，三大检索系统论文5 篇。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民经济进入高

速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机

动车数量的快速增加。汽车尾气排放使得大气污染

已由单纯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转变成复合型污

染，要治理此类污染，必须对其前体物有深入的了

解。“我国人为源  VOC 排放通量及其对对流层贡献

率的 研 究”（项 目 主持 人：白郁 华；批 准 号：

40075027 ）项目，利用化学质量平衡受体模式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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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大气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进行了源解析，采集了 40 余个  VOC 空气样品，并测

定  VOC 源成分谱；同时，开展了全国人为源  VOC 排

放清单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数据库和县级空间水平

的  VOC 排放清单。项目共发表论文 8 篇，三大检索

系统论文 3 篇。

3　2005 年项目申请中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 2004 年项目评议（审）过程出现的一些情

况，希望申请人在 2005 年项目申请中适当注意以下

2 个问题：

3 ．1　关于选题

科学基金的定位是着力推动源头创新和基础研

究，资助项目突出体现在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

究上。创新性与超前性是基金面上项目选题时必须

首先考虑的问题。申请项目的选题应符合科学基金

的资助范围、指南、公告和学科性质，要有科学意义、

学术价值和创新性，要能发挥自己的研究基础与学

术优势。

由于现行评价制度尚不够完善，造成不少申请

人为避免失败而回避风险，导致原始性创新思想受

到遏止，“四平八稳”的项目居多，而真正探索性强

的项目偏少
［1］

。

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在基金项目的评审过程

中，特别注意保护原始性创新思想，每年专门划拔一

部分经费用于对探索性强的项目和“非共识项目”

的资助，尽可能保证一些原创性的思想能得到支持，

鼓励和引导我国大气科学工作者敢于争先，乐于

“啃硬骨头”的科研作风。

3.2　关于申请书的撰写

申请人在申请书撰写时，主要应阐明的是：申请

项目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怎么做？有无能力和

条件做？突破点和创新之处是什么？与前人工作相

比强在那里？预期能做出什么？需要什么条件？等。

立论部分，希望对拟研究项目国内外的研究现

状、进展、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阐明并附主要参考文

献。基础研究项目，应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前沿

性和探索性论述科学意义；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应结

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和

技术问题论述项目的应用前景。既要介绍国外动

态，更要介绍国内研究情况（包括申请人自己的研

究工作）。注意做到是项目论证，而不是领域论证。

研究方案的设计一定要翔实、具体、明了，避免“大”

而“空”的书写方式；研究目标注意做到有限、研究

重点要突出，避免“大题小做”，鼓励“小题精做”；拟

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初步设想（特别是创新点），要有

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研究思路和方法要有新

意，避免研究内容与已有工作的重复。经费预算要

合理、适度、实事求是。对于一些原创性的思路和想

法，可以在申请书的立论部分做重点的说明。

在上述基础上，申请书的撰写要做到版面整洁、

简洁明了、逻辑清楚、可读性强。

4　做好科学基金“十一五”大气科学发
展战略研讨和优先领域的遴选工作

4.1　国内外现状

新世纪开始，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和大气科学相

关研究领域的主要机构相继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

略：1998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地球科学与环境资源委

员会大气科学与气候委员会出版的《大气科学走向

21 世纪》；2000 年美国  NASA 出台了“地球科学发

展战略”［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未来10 年

计划“2000 年以后的地球科学———理解和预测地球

的环境和可居住性”；2001 年 10 月美国国家大气科

学研究中心（ NCAR ）公布了其未来战略计划［3，4］；

2002 年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 NERC ）发布了

“可持续未来的科学 2002 —2007 ”计划
［2］

；2003 年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发布的2003 —
2008 年  NOAA 战略计划和优先领域；2003 年7 月美

国发布的国家“气候变化科学计划（ CCSP ）”和“美

国气候变化研究未来 20 年战略计划”
［5］

等。

我国从 2002 年起，从国家层面上开始了未来 20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规划工作，同时，相

关部门和一些重要的领域也相继开始了各自的发展

战略规划，如国务院领导、中国气象局牵头组织的“中

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等。这些工作无疑为我国大气

科学事业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

那么，作为着力推动源头创新和基础研究，重视

和支持国家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资助项目

要突出体现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针对大气科学领域，未来几年明确的发展战略

和优先资助领域的确定对我国大气科学的发展方向

将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科学基金“十一五”

大气科学发展战略研讨和优先资助领域的遴选具有

重要的意义。

4.2　科学基金大气科学领域“十一五”发展战略研

讨和优先资助领域遴选工作

大气科学领域“十一五”发展战略研讨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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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遴选工作，将在地球科学部的统一部署下进

行。初步计划分4 个步骤实施：

（1）我国大气科学现状调查研究。全面、详实

地了解国内外大气科学研究的现状，建立完整的信

息库（包括人才、成果、期刊、文献、正在进行和拟启

动的科学计划等），分析我国大气科学发展与国际

发达国家间的差别、优势与不足，收集和汇总国际大

气科学研究领域的焦点、热点研究主题，追踪国际大

气科学研究最新发展趋势。

（2）启动了大气科学领域“十一五”发展战略

的研讨工作。为及时、准确、全面、充分地了解我国

大气科学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为下一步

遴选 2005 —2010 年我国大气科学基础研究前沿科

学问题、以及我国实际发展的国家需求中面临的大

气科学重要问题，研讨科学难点和切入点，以及应对

措施等做准备，由地球科学部组织于 2004 年3 月召

开了“十一五”大气科学领域相关问题研讨会第一

次筹备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以 3 个主要部门（中国

科学院、高校系统、中国气象局）分设战略研究小

组，确定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高校系统的小

组召集人，并初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气

科学“十一五”发展战略研究撰写提纲分为：①总

论；②国际大气科学前沿发展现状、趋势（10  ～20 

年）；③我国大气科学现状、存在的问题、战略目标

及优先发展领域；④条件建设战略及措施保障建议；

⑤结语等 5 部分，并形成文字材料。

（3） 计划从 2004 年年底到 2005 年就大气遥

感、大气探测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问题，气候

模式系统与气候变化、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大气环

境、大气化学等一些重要分支领域召开研讨会。同

时，讨论我国大气科学领域的发展战略和优先资助

领域。鼓励科学家和相关单位组织这样的会议。

（4）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计划于2005 年中后期

召开第 4 次大气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和“十一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气科学优先资助领域研讨会和

遴选工作。

为做好科学基金“十一五”大气科学优先领域

的遴选工作，鼓励大气科学和与大气科学相关领域

或主要分支领域的科学家组织战略研讨会，并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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