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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度地质学科共受理各类项目 953 项。

其中面上项目 831 项，重点项目 51 项，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 57 项，海外青年学者合作基金 7 项，创新研

究群体 2 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5 项。

1　面上项目受理情况

831 项面上项目申请中，包括自由申请 680 项、

青年基金 137 项、地区基金 14 项。总申请金额约为
3.28 亿元，较 2005 年增加 0.5 亿元。平均申请强

度自由申请项目为 40.9 万元，青年基金为 33.3 万

元，地区基金为 32.09 万元。单项申请最高金额 62

万元，最低金额 8 万元。

近 5 年来地质学科面上项目申请数量持续增加

（图 1）；2006 年度申请项目数增长较为明显，与

2005 年度相比，自由申请项目数增加 54 项；青年基

金申请项目虽然增加了 23 项，但占地球科学部青年

基金申请总数的比例由 2005 年度的 14.25％降低

图 1　近 5 年来地质学科各类面上申请项目数

为 13.09％，与自由申请的数量（占地球科学部总数

的 21.5％）相比极不相称。青年科学基金申请占面

上申请总数的比例，全委平均为 22.7％，地球科学

部平均为 23.9％，而地质学科仅为 16.5％。

申请项目在各分支学科的分布情况大致显示了

当年的学科格局。2006 年度申请项目在各主要分

支学科的分布，按申请项目数排序依次为：工程地质

学 93 项，水文地质学 74 项，构造地质学 74 项，环境

地质学 72 项，古生物学 71 项，第四纪地质学 69 项，

岩石学 63 项，石油天然气地质学 61 项，矿床学 56

项，沉积学 52 项，矿物学 43 项，煤田地质学 27 项，

地层学 19 项，大地构造 17 项。与 2005 年度相比，

有明显增加的分支学科是石油天然气地质学（增加
20 项）、工程地质学（增加 19 项）、水文地质学（增

加 17 项）、环境地质学（增加 11 项）等；其它分支学

科变化幅度均在 10 项以内。

资源与环境科学研究，是地球科学近年来最为

活跃的领域，在地质学科项目申请中也清楚地显示

了这一特征。综合近 5 年来申请项目变化趋势，资

源和环境领域的申请项目增长最为显著（表 1）。与
2002 年的申请数相比，石油天然气地质学增加了

49％，煤田地质增加了 80％，矿床学增加了 60％，水

文地质学增加了 76  ％，工程地质学增加了 55％，第

四纪地质学增加了 97％，环境地质学增加了 76％。

而其他分支学科（矿物岩石、构造地质、古生物学

等），同期只增加了 9％。因此，地质学科面上项目

申请的格局演变特征可以归纳为：矿物岩石学、构造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核心基础学科稳步增长，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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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领域发展迅速。

表 1　地质学科 2002 —2006 年度各分支学科

面上项目受理申请数分布

学科名称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古生物学 64  71  76  68  71 

地层学 17  27  12  19  19 

矿物学 45  42  53  40  43 

岩石学 55  60  69  62  63 

矿床学 35  46  45  53  56 

沉积学 49  60  54  53  52 

石油天然气地质 41  34  46  41  61 

煤田地质 15  19  14  29  27 

第四纪地质 35  35  43  59  69 

前寒武纪地质 9 10  11  12  16 

构造地质学 68  64  72  78  74 

大地构造 14  17  23  24  17 

水文地质 42  44  50  57  74 

工程地质 60  61  68  74  93 

数学地质 5 11  9 10  14 

地热地质 6 3 2 1 4 

遥感地质 4 4 7 8 6 

环境地质 41  42  54  61  72 

总计 605  650  708  749  831 

地质学科 2006 年度项目申报单位共 168 个，其

中申报超过 10 项的单位有 31 个，都是 5 年以来最

多的。实际上，近 5 年来，申报地质学科项目的单位

持续增加（表 2），显示涉足地质学基础研究的机构

在增多。

表 2　2002 —2006 年度申报地质学科项目单位数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申请单位数 137  135  149  151  168 

申报 10 项以上单位数 16  22  19  22  31 

2　其它项目受理情况

地质学科 2006 年度共受理了 57 项杰出青年基

金，几乎占了地球科学部申请总数（188 项）的 1 /3 。

这与面上项目中青年基金申请的数量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这 57 项申请中，绝大多数的质量都是很高

的，书面评议中，综合评价超过 3 个“优”的就有 32

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质学在近几年处于研

究力量的高峰期。然而值得关注的是，41  ～45 岁的

申请人占了总数的 75％。这一方面可能表明地质

学研究成果的积累相对较慢，也可能暗示对地质学

后继人才需加大培养力度。
2006 年度地质学科受理了 51 项重点项目申

请，占全学部总数（236 项）的 21.6％。在地球科学

部公布的受理重点项目申请的 7 个领域中，主要分

布在大陆动力学（20 项）、地球环境与生命过程（5

项）、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4 项）、地球系统观测、探

测与分析新原理与新技术（5 项）、区域可持续发展

（4 项）以及其它（13 项）等领域。

3　前期评审工作概况

在总结 2005 年度试行“3 ＋X ”同行评议方式的

基础上，地质学科对 2006 年度的面上项目继续采用

了“3 ＋X ”同行通讯评议方式。按照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试点‘3 ＋X ’面上项目同行通讯评议的

实施方案》，原则上每份有效的面上申请项目只送 3

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据此由项目主任判断申

请书的创新性和研究价值，经学科年认真讨论，提出

送专家评审会审议的方案。

地质学科面上项目共选送通讯评议专家 3 331 

人次，回收评议意见 3 298 份，回收率接近 100％。
2006 年度共有 808 位专家参与了项目书面评议。

虽然 2006 年度的申请数量增加了，但平均每位专家

评议项目约 4 项，与 2005 年度基本持平，有效地达

到了减少评议专家工作量的目的。

回收的 2 451 份面上项目同行评议意见中，项

目综合评价为“优”的 708 份（占 29％，与 2005 年持

平），“良”为 891 份（近 36％，比 2005 年减少 1％），

“中”的 728 份（占 30％，比 2005 年增加 1％），“差”

为 124 份（5％，与 2005 年相同）；资助建议中，“优

先资助”547 份（占 22％，与 2005 年相同），“可资

助”1 027 份（42％，比 2005 年减少 1％），“不予资

助”877 份（36％，高于 2005 年 1％）。总体看，同行

专家对申请书的把握尺度较为稳定。2006 年度评

议意见多数表述清楚、具体，为项目主任对项目创新

性的把握提供了较好的支持；非常简单、空洞和无具

体内容的评议意见很少。

在确定送审项目过程中，项目主任充分尊重函

评专家对项目的综合评价意见和资助建议，又不简

单拘泥于综合评价（优、良、中、差）的情况，而以具

体的文字评议意见为主要参考，经认真分析和讨论，

摒弃非科学因素，始终将项目是否具有创新性和研

究价值放在首位，而不苛求一定要有完善的研究计

划和预期成果；注重申请者及项目组已有的学术积

累及学术信誉，对以往承担基金项目完成质量优秀、

成果突出的申请，在综合评价相近情况下，优先提请

专家评审组重点审议并建议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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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项面上项目申请中，共 326 项申请被列为

送审项目，交由会评专家审议。2006 年度 3 份函评

意见均为“优”的项目共有 53 项，全部列为上会项

目。得到 2 份“优”的项目，共 141 项，其中 132 份申

请列为上会项目（约 94％）。得到 1 份“优”的项目

共 264 项，124 份申请列为上会项目（约 45％）。总

体上，326 份上会申请项目中，全“优”项目占 16％，
2 份“优”项目占 40％，1 份“优”项目占 38％，其他

约 6％。91 份申请项目有 1 位专家不同意资助，占

全部上会项目的 28％。
2006 年度地质学科因申请书不符合要求而被

初筛面上项目为 21 项，占申请项数的 2.5％，较
2005 年（45 项，占 6％）有明显减少，说明各单位和

申请人在准备申请书时更为认真。被初筛的主要原

因是 ：

︵1） 申请人或项目组骨干违反了基金申请限项

规定，出现最多的情况是误以为申请当年结题的项

目不计入限项范围。

（2） 申请人的资格认定不合格，主要问题是不

具高级职称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没有提供具有高级

职称的专家的推荐意见，或者是在职博士研究生作

为项目负责人而未提供导师意见。

（3） 申请书未加盖本单位或合作单位公章、申

请人及项目骨干成员签字违规。

（4） 申请书填写不规范，如没有按要求提供所

负责前一基金结题项目的总结。

项目主任在项目评审中发现，2006 年的申请项

目质量有明显提高，但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包括：

①对创新性科学问题把握不准，或对选择研究的科

学问题缺乏有效的论述，导致研究目标不明确；②对

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缺少清晰的科学构思或工作模

型，也没有准确地提出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使评

议人对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提出质疑；③对拟采取

的技术路线的可行性缺少必要的论证，特别是对拟

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否落实未提供必要的说明，使评

议专家难以确定其研究方案的可行性；④本次研究

拟定的预期成果过高、过多，而评议专家对项目组成

员的以往学术积累、学术信用提出疑问，认为其难于

实现预定目标；⑤经费预算不严谨，有时为了达到申

请强度而拼凑预算经费，反而与研究方案中所列内

容不相称，与实际经费需求差距过大。

在遴选送审项目过程中，特别注意了对非共识

项目和探索性项目的保护，特别是对学术信誉好的

申请者，他们往往思维敏捷，科学洞察力强，大胆假

设，这种项目在立项时有时难于达成共识。出现这

种情况一般有 2 个原因：一是选题确实存在问题；二

是创新性强、思路比较独特，个别评委理解有误或不

同意其学术观点；综合考虑函评专家的“权重”（如

科学敏锐性，学术判断力等），经项目主任集体讨

论，部分送交专家评审组审议。

此外，学科处还适当考虑了各分支学科的平衡

发展，在重点支持前沿、热点领域的同时，也兼顾较

基础，“显示度”不高的研究领域，保持动态平衡，以

利于学科健康、稳步的发展；同时，也适当考虑了研

究单位布局，在同等的情况下，对一些弱势单位给予

一定倾斜，以培养和稳定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对于

青年基金，注重考察申请者的创新潜力，而不过于强

调其学术积累。

4　项目批准情况

在前期评审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评审专家组讨

论和投票，2006 年度地质学科共批准面上项目 253 

项，总经费 8 639 万元。其中自由申请项目 212 项，

经费 7 534 万元；青年科学基金 39 项，经费 1 059 万

元；地区基金 2 项，经费 46 万元。批准重点项目 8

项，总经费 1 220 万元。批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 6 项，总经费 1 200 万元；海外合作基金 2 项，总

经费 80 万元。国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 项，经费
500 万元。加上国际合作、专项项目等类别的项目，

总经费达到约 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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