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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重点专项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十四五”时期国家科技创新的有关部署，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启动实施“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

项“十四五”实施方案的安排，现发布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通过多学科交

叉研究，深入认识地球系统和全球环境演变历史、规律和未来变

化趋势，探索地球深部动力过程、地表及地球外圈层、人类活动

三者及其互相作用对全球变化的影响机理，获取原创性的科学数

据，创新地球系统和全球变化研究的方法体系，构建一批全球和

区域性数据产品，发展新的理论体系，满足应对全球变化领域的

需求，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2024年度指南围绕以下 7个重点任务进行部署：1）地球宜

居性演化的关键因素；2）地球圈层分异及其相互作用对地球宜

居性的控制作用；3）全球变化基础数据采集、集成、挖掘、同

化研究与综合数据平台研发；4）全球变化特征、机理与关键过

程研究；5）全球/区域海陆气耦合模式、地球系统与区域地球系

统模式优化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研究；6）全球变化影响评估和风

险预估；7）全球变化适应理论与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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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指南包括 28个方向，拟择优支持不超过 22个常规

项目，安排国拨经费概算不超过 4.4亿元。同时，拟支持 20个青

年科学家项目，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0.6亿元，每个项目 300万元。

常规项目统一按照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方向申报。每

个指南方向最多支持 1项（有特殊说明的除外）。申报单位根据

指南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进行设计。项

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研究内容。常规项目

实施周期一般为 5年，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

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

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本指

南 28个项目方向均可作为青年科学家项目组织申报，但不受研

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也不要求指南内容全覆盖。青年科学家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不再下设课题。项目设 1名负责

人，负责人年龄男性 38周岁以下（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女性 40周岁以下（198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

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1. 地球宜居性演化的关键因素

1.1 典型大陆碰撞带精细结构及物质循环的过程和效应

研究内容：针对大陆碰撞带复杂的边界结构和物质循环过

程，开展地球物理和地质地球化学综合研究，约束重要界面和碰

撞带精细结构，建立地球浅部-地壳-上地幔多尺度地球物理模型，

浙
江

大
学

 oocs
t



- 135 -

查明大陆碰撞带精细结构和变质-交代-岩浆作用以及从俯冲/碰

撞到张裂阶段的精细地质记录，揭示俯冲古洋壳和大陆地壳物质

的循环过程，阐明大陆碰撞带化学地球动力学机制及其对地球宜

居环境的影响。

考核指标：建立典型大陆碰撞带高精度（地球浅部结构横向

分辨率优于 5 km，地壳结构横向分辨率优于 15 km，上地幔结构

横向分辨率优于 30~50 km）、多参数（包括地震波速、各向异性、

电阻率）综合地球物理学模型，查明俯冲和碰撞过程中熔流体活

动与壳幔相互作用的联系，揭示大陆碰撞带不同构造演化阶段中

的变质-深熔-岩浆作用的过程和机制，建立典型大陆碰撞带化学

地球动力学的定性-定量模型及其精细过程，阐明大陆俯冲/碰撞

带古洋壳和陆壳物质循环规律及其对地球宜居环境的影响。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大陆碰撞带结构，熔流体活动，壳幔相互作用，物

质循环

1.2 显生宙大陆地壳演化的深部驱动及地表环境效应

研究内容：针对大陆俯冲-碰撞过程典型研究区，聚焦大陆地

壳，开展正演动力学数值模拟与地球物理、地质学等天然观测联

合约束的系统研究，解读大陆地壳的分层结构与熔-流体分布情

况，约束大陆地壳演化的时空规律；认识控制大陆地壳演化的深

部动力学过程与机制，剖析下地壳拆沉、地壳重熔、俯冲侵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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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贡献比例及其反应的地球深部运行机制；约束大陆地壳与

地理-生态环境演化的时空关联，理解大陆地壳演化对地球宜居性

的影响。

考核指标：建立大陆地壳高精度（横向分辨率优于 15 km）、

多参数（包括地震波速度、衰减结构、各向异性）分层结构模型，

约束其中的熔-流体分布情况；构建区域动力学演化模型，模拟下

地壳拆沉、地壳重熔、俯冲侵蚀等深部机制，量化各类机制的贡

献比例及与深部熔-流体、相变间的关系；查明大陆地壳演化与区

域地貌及环境演化之间的关联。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显生宙大陆地壳演化，大陆地壳分层结构，下地壳

拆沉，大陆地壳重熔，浅表宜居性响应

1.3 大洋板块俯冲背景下地幔过渡带挥发分的汇聚与释放

研究内容：研究含挥发分（C-H-F-Cl）矿物在地幔过渡带

（410~660 km）的物理化学性质（包括状态方程、化学调控、电

导率、弹性波速），明确其赋存和转化形式；探测地幔过渡带间

断面相变精细结构，厘定挥发分空间分布，揭示地幔过渡带结构

对挥发分分布的调控作用；研究含挥发分大洋板块在俯冲过程和

地幔过渡带的相变和迁移规律，明确不同类型板块俯冲引起过渡

带挥发分富集的效率和差异；示踪地幔过渡带挥发分组成和迁

移，研究不同挥发分共生耦合过程及其活化释放机制；构建大洋

浙
江

大
学

 oocs
t



- 137 -

板块俯冲与地幔过渡带相互作用系统框架，阐明地幔过渡带挥发

分的汇聚和释放机制。

考核指标：精确获取含挥发分（C-H-F-Cl）矿物在地幔过渡

带（深度范围包含 410~660 km；温度范围≥1300~2400 K）的状态

方程、电导率、弹性波速等地球物理参数，厘清挥发分引发的结

构相变和耦合机制；在典型海域布设≥30台宽频带地震台阵，构

建地幔过渡带间断面精细结构模型（垂向分辨率优于 5 km）；建

立板块俯冲引起地幔过渡带挥发分富集机制和模型，估算其存储

规模；构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实验和数值模拟证据约束的地

幔过渡带挥发分迁移和释放模式。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地幔过渡带，挥发分，相变，存储规模，释放模式

1.4 地球早期演化模拟方法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围绕地球早期地壳、地幔及地核各圈层分异过程，

利用高温高压实验重现地核及深下地幔的温度压力条件，回收超

高压实验样品，建立其微量元素、尤其是挥发性元素的高精度测

量方法；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围绕第一性原理计算的大数据集，

建立训练原子势能的方法，实现大体系二相平衡的分子动力学数

值模拟；揭示早期各圈层的关键生命元素分布，探讨深下地幔熔

融及结晶、地核形成的动力学过程。

考核指标：建立微纳尺度上的挥发分测量方法，适用于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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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幔主要矿物及铁合金，空间分辨率优于 1 μm；实现高精度、大

体系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原子势能训练精度优于每原子 10 meV，

体系为十万至百万个原子；获取关键生命元素在核幔分异和岩浆

洋结晶过程中的分配行为并探讨其动力学意义。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地球早期，高温高压实验模拟，第一性原理计算，

动力学机制

1.5 中新生代之交陆地生态系统与宜居环境演化

研究内容：聚焦白垩纪重要生物群，综合多门类分析，解析

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的时间、标志和成因；分析白垩纪末大灭

绝和古新世-始新世之交极热事件等对陆地生物及其生境的作用，

研究这些极端事件对现代陆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开展综合地

层学研究，构建可靠的年代学框架，开展多重古环境指标的研究，

并分析生物群落的演化；对重要生物群开展埋藏学研究，解析埋

藏的偏差效应并进行校准，开展古生态重建。

考核指标：构建白垩纪至古近纪植物、鸟类、昆虫等重要生

物类群的系统发育树、关键特征演化及宏观演化趋势；揭示白垩

纪陆地革命初期不同纬度的生物群面貌；确立白垩纪末大灭绝和

古新世-始新世之交极热事件等对不同陆地生物类群演化的影响；

构建白垩纪至古近纪重要陆地生物群演化的综合年代框架。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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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白垩纪-古近纪，陆地生态系统，埋藏学，综合地层

学，宏演化

1.6 地球-火星宜居性演变的类比研究

研究内容：从比较行星学的角度，开展深时地球大气、辐射、

矿物与生命的协同演化过程研究，认识可能孕育生命的宜居环境

特征，定量揭示驱动地球生命起源与演化的热力学机制；研究地

球生命在极端条件下的产生、演化与适应过程，获得不同环境条

件驱动上述过程的非平衡态能量转化机制；构建多尺度、高精度

的涵盖火星大气、地表及地层等环境条件的立体地质填图，获得

潜在生命痕迹信号与其载体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关系，提出受火星环境约束下的生命元素的赋存、转化及迁

移途径和机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获得生命与宜居环境协同演

变的系统认知。

考核指标：此项目属于“科学目标导向型”的探索性研究，不

设考核指标。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比较行星学，行星宜居性，生命起源，生命演化

1.7 特征时期地球深部与表层氧化协同演变及生命效应

研究内容：围绕关键时期大气氧气含量和生命演化的关系，

基于地表和大气相互作用等指标定量重建氧气含量演变历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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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特征时期火山作用岩浆及其地幔源区氧化还原状态的变化，限

定其向大气输入还原性物质的通量；研究陆源营养盐输入及生物

光合作用效率的变化，限定海洋光合作用生物产氧量，揭示氧气

源-汇的协同变化，理解大气氧含量与生命演变耦合关系的深部驱

动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基于陆地风化过程的大气氧含量演变的指标

体系；厘清关键时期火山及其地幔源区的氧化还原状态变化，建

立深部还原性物质向地表的输出及对氧气消耗的定量模型；揭示

关键时期深地过程与大气氧含量变化的耦合机制，建立大气-海洋

氧交换与生命协同演化的新模型。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大气氧气含量，地球深部氧化还原状态，海洋生物

光合作用，深浅过程协同变化

2. 地球圈层分异及其相互作用对地球宜居性的控制作用

2.1 新生代古大气环流和水汽来源重建与模拟

研究内容：基于不同地质-生物记录的交叉验证、现代过程和

数值模拟研究，确立针对亚洲季风-干旱环境的大气环流及水汽来

源示踪的指标和方法体系，研究新生代亚洲主要环境单元在构造

-轨道-千年-百年-年代际尺度上大气环流格局及水汽来源的演变，

认识不同时间尺度外部强迫与气候系统内部变率的影响过程与

机制，建立新生代全球增温影响能量收支、大气环流、水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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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输送的物理框架。

考核指标：此项目属于“科学目标导向型”的探索性研究，不

设考核指标。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数据汇交、

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新生代，亚洲季风演变，大气环流，水汽来源

2.2 元古宙重大突变期地球系统内外耦联过程

研究内容：聚焦元古宙早期与晚期地球表层增氧和气候突变

等重大事件，开展多尺度、高精度的地质学、地球生物学和地球

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重建增氧和气候变化等发生的时间和幅

度；揭示突变期地球深部岩浆作用性质和规模，探索地球深部挥

发份释放过程；重建突变期地球表生过程的演化特征，查明其对

地球表层系统挥发份浓度和生物演化的影响；从地球系统内外联

动的角度揭示元古宙重大突变期成因、过程与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元古宙早期和晚期重大增氧事件和极端气候

事件演变的精细过程；建立地球深部岩浆作用的演变过程并约束

地球深部过程对地表挥发份储库的影响；定量约束地质微生物过

程调控地表挥发份储库的途径和通量；提出地球系统内外联动调

控元古宙增氧和降温的新认识。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大氧化事件，雪球地球气候，挥发份，地质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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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过程

2.3 古亚洲洋石炭-二叠纪重大生物-气候事件及资源效应

研究内容：聚焦北方中纬度地区古亚洲洋构造域石炭-二叠纪

关键转折期，开展重大气候-生物-化石能源事件关联机制的研究。

通过综合地层学、地质年代学和全球地层对比等研究年代地层框

架，研究海陆生物多样性演化的模式，揭示古亚洲洋关闭过程对

全球气候和环境演变的影响过程，阐明晚古生代地球系统演变过

程中有机质富集与油气等化石能源形成的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古亚洲洋区域石炭-二叠纪高精度时间框架和

陆地生物多样性模式，刻画环境演化的精细过程，揭示晚古生代

北方中纬度地区古地理演变对全球气候、环境和生物的影响，查

明油气等化石能源时空分布规律与重大气候-生物-环境事件的关

联机制，揭示大洋关闭对油气资源富集分布的控制规律。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晚古生代大冰期，生物多样性，综合地层对比，古

亚洲洋，油气资源

2.4 俯冲碰撞改造克拉通的圈层相互作用与成矿耦合机理

研究内容：围绕受新元古代以来（或中生代以来）大洋俯冲

和新生代印度-亚洲大陆碰撞改造的扬子克拉通及周缘的岩石圈

演和矿床发育，采用地质学（矿床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地

震学、大地电磁等）和数值模拟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方法，研究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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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碰撞与克拉通相互作用的关键深部过程，探索克拉通改造过程

与深部物质演变;刻画成矿金属在岩石圈储库的孕育与活化过程;

追踪成矿流体在浅部岩石圈的上升通道和侵位特点；揭示从俯冲

碰撞到陆内伸展过程中深部驱动与浅部成矿的耦合机制。

考核指标：获取跨越扬子克拉通及周缘重要成矿带3条≥100

km长岩石-地球化学剖面及壳幔精细结构（包括地震波速度和电阻

率，横向分辨率优于2 km）；模拟俯冲、拆沉、热蚀与浅部响应

机制，构建软流圈/岩石圈的热-化学交互模型；建立克拉通被俯冲

碰撞改造过程中含矿岩浆形成演化及成矿物质迁移富集模型，揭

示REE、Cu-Au和W-Sn等金属大规模成矿机制。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000万元。

关键词：成矿物质迁移与富集，岩石圈精细结构，克拉通及

其周缘

2.5 地幔柱-俯冲板片相互作用与深部物质循环

研究内容：针对深俯冲引发的地幔柱系统，以南海为关键研

究区进行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高温高压实验和数值模

拟综合研究，揭示化学地幔柱的启动机制、上涌方式与物质组成，

多尺度探测地幔结构与间断面性质，刻画地幔柱与俯冲板片相互

作用的时空演化特征，阐明系统中关键元素（尤其 C-H-O-N-S）

配分行为与深部物质循环，建立化学地幔柱综合判别体系，揭示

其浅表岩浆-构造响应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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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构建南海地幔柱-俯冲板片的三维速度（探测深度

达 1500 km，横向分辨率优于 50 km）和各向异性模型（横向分

辨率优于 50 km）；揭示化学地幔柱的形成机制，建立化学地幔柱

的综合判别体系；阐明化学地幔柱的浅表岩浆-构造响应与机制，

形成化学地幔柱跨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

有关说明：研究方法、数据、结果和模型须公开发表，并按

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

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化学地幔柱，地幔柱-俯冲板片相互作用，跨圈层，

深部物质循环，南海

3. 全球变化基础数据采集、集成、挖掘、同化研究与综合数

据平台研发

3.1 陆气相互作用关键要素的卫星定量遥感反演

研究内容：基于光学、微波和重力等多传感器卫星，特别是

国产遥感卫星数据，研制高时空分辨率融合、多星多模式立体观

测协同等基础遥感数据处理关键技术，建立新的多圈层关键要素

遥感反演体系，实现多圈层碳水交换过程参量的精确监测与反演；

基于多模式三维遥感机理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手段，发展陆气关键

要素遥感反演算法和矢量辐射模型，提升时空分辨率和反演精度，

构建高精度、标准化、长时间序列产品。

考核指标：全球多圈层关键要素新型遥感反演模型、算法与

产品，包括：植被光学和微波三维遥感机理模型耦合仿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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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记录数≥1万条；10 m植被精细类型产品以及农作物灌溉季

产品，精度≥80%；30 m森林三维结构产品；1985~2020年10 km2

以上湖库月水储量产品，精度≥70%；时间跨度≥40年、空间分辨

率不低于5 km的积雪面积；时间跨度≥60年的极地冰盖和冰川变化

及储量产品；全球4 km逐小时的全天时云物理特性产品，全球时

间跨度≥6年，其中中国地区时间跨度≥15年；发展矢量辐射模型，

建立适用于不少于2颗国产卫星辐射传输仿真模拟系统。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000万元。

关键词：植被类型及三维结构，云物理特性，农田利用与灌

溉，冰冻圈

3.2 全球海-陆-气多源数据挖掘、融合与耦合同化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支撑全球变化研究的大气、陆面和海洋等多

圈层及跨圈层、多尺度、多源数据采集、质控、挖掘、融合、同

化的新技术和新理论，建立多圈层统一的耦合同化框架，发展多

尺度弱耦合同化技术，搭建同化系统；开展多圈层资料耦合同化

试验，同化海-陆-气-冰等多源观测数据，研发多圈层协同变化的

再分析资料集；在自主数值模式与自主大气与海洋卫星观测数据

基础上，发展高分辨率、多参数遥测技术以及多源数据同化和融

合技术，提高有效信息的估计精度和实时性，研发长序列、高精

度气候变化及效应数据集（库）；整合联网观测、控制实验、模

式模拟结果，构建支撑全球变化研究的大数据平台框架，开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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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试验。

考核指标：构建全球多圈层观测质量控制预处理和数据挖掘

方法；建成一套陆-气、海-气等多个界面的多源数据实时融合分

析和同化方法及其应用系统，空间分辨率达到 5~10 km，时间频

次达到逐小时，时间延迟不高于 3小时；建立一套时空连续的、

内部协调一致的长序列多圈层再分析产品，序列长度达到 40年

以上，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达到或接近国际同类产品。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多源数据融合，耦合同化，数据挖掘，再分析

3.3 全球变化大数据耦合计算与信息共享网平台研发

研究内容：围绕多源异构全球环境变化数据的智能构建与协

同在线分析，开发多源数据汇聚和时空数据存储管理、混合云架

构和超融合存算一体技术，构建地球系统科学海量数据分级存储

和计算框架，实现分布式高时空分辨全球变化大数据的智能构建；

建立多学科融合应用的数据描述模型，实现全球变化大数据协同

计算、可视化服务和智能应用，形成云共享平台在线分析与耦合

集成能力；建成一个体系健全、持续更新、快速应用的数据共享

网。

考核指标：基于数据库接口与Web服务的多源数据自动汇聚，

存储能力≥100 PB，注册用户能力≥10万人；分布式计算环境下不

同类型数据的自动处理，文件型和对象型数据的转换能力≥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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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s；分布式空间海量异构数据的动态存储和智能构建能力，计

算能力≥1000万亿次/秒；支持跨域数据发现、访问、互操作、重

用及分布式协同计算，用户并发访问能力≥100万；多时相数据三

维数据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可视化；服务不同主题全球变化研究

项目≥2项。

有关说明：软件代码、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000万元。

关键词：多源数据自动汇聚和处理，海量异构数据时空数据

存储管理，跨域协同计算和分析，多维地理空间数据协同处理，

三维数据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可视化

4. 全球变化特征、机理与关键过程

4.1 春播季重大持续性气候异常的机制、影响及预测

研究内容：分析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春播季持续性气候异常

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研究海-陆-冰-气耦合过程对春播季重大持续

性气候异常的影响机理，检测人类活动和自然外强迫的影响；研

究春播季持续性气候异常对我国主要粮食产区农作物春播、生长

发育等的影响及机理，改进作物模型；发展客观预测和约束预估

方法，预测春播季持续性气候异常的未来变化及对农业的影响。

考核指标：揭示我国春播季持续性气候异常多尺度变化的物

理机制并构建概念模型；阐明春播季持续性气候异常对春播、粮

食作物生理过程等的影响及机理，改进作物模型；发展客观预测

与约束预估方法，预估不确定性至少降低 10%；构建春播季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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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候异常及其影响的预测模型，预估 2030~2050年持续性气候

异常的演变趋势及其对农业的影响，预测预估产品空间分辨率不

低于 25 km。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持续性气候异常，变化机制，预测，未来变化预估

4.2 平流层地球工程的气候效应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研究内容：构建不同的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地球工程方案，模

拟分析中国水热配置和极端气候的响应与主要物理过程；研究平

流层地球工程对中国陆地生态环境格局和功能的影响与机制；集

成多源代用资料，结合数值试验，研究过去千年火山爆发（平流

层人为气溶胶注入的自然类比）背景下中国气候和陆地生态环境

的变化及机理；综合比较自然火山爆发与平流层地球工程气候和

生态影响的异同，评估平流层地球工程的潜在风险及不确定性。

考核指标：建立不同的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方案（时间、地点

和路径）试验数据集；给出平流层地球工程方案下中国水热配置、

极端气候（高温、干旱等）、陆地生态环境（植被、农作物等）

响应的空间特征，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50 km；绘制过去千年火山

爆发后中国温度、降水、植被等变化的空间分布图；构建平流层

地球工程影响中国气候-生态-环境的综合物理模型；完成气候干

预决策咨询建议 1份。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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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平流层地球工程，火山爆发，水热配置，陆地生态

环境，动力学机制

4.3 青藏高原冰冻圈快速变化对水文循环和水资源的影响

研究内容：针对青藏高原冰冻圈快速萎缩现象，开展冰冻圈

内部温度探测及热动力过程研究，认识其内部变化机理；发展基

于冰冻圈全物理过程的高寒水文模型，结合实地观测，刻画冰冻

圈变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开展典型跨境流域冰川-冰湖灾害链一

体化监测，研究冰湖溃决灾害的机制和水文动力过程，预估未来

风险；预估冰冻圈流域径流变化的“拐点”，评估冰雪洪水等极端

水文事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考核指标：不同气候区冰冻圈钻孔温度曲线（超过 100 m深

度的不少于 8条）；建立冰冻圈不同要素互馈和多圈层相互作用

的高寒水文模型；建立典型跨境流域冰川-冰湖灾害链监测体系，

提交喜马拉雅高分辨率（<10 m）的冰湖变化和高危冰湖未来风

险评估数据集各 1套；预估融水径流变化的“拐点”时间，量化冰

冻圈变化对水资源的贡献。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青藏高原，冰冻圈变化，冰川-冰湖灾害链，水资源

4.4 高寒泥炭地演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

研究内容：反演全新世以来高寒泥炭地的环境与生物演化过

浙
江

大
学

 oocs
t



- 150 -

程，探明其碳累积过程的关键调控因素；认识高寒泥炭地碳库的

稳定性及其生物地球化学调控机制，包括碳降解及甲烷产生与氧

化的微生物代谢途径与机制；聚焦温度和水位变化等因素，揭示

高寒泥炭地表层和深层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提出不同

气候变化情景下高寒泥炭地的可持续管理策略。

考核指标：此项目属于“科学目标导向型”的探索性研究，不

设考核指标。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高寒泥炭地，碳库稳定性，响应与适应，气候变化

4.5 全球变化背景下河口海岸生态系统演变与多样性维持机

制

研究内容：聚焦珠江口、长江口、黄河口等典型河口海岸系

统，研究流域-河口-海岸连续体生态系统演变、突变及发展趋势，

揭示河口海岸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多尺度响应机理；研究人类

活动和气候变化及其叠加作用对河口海岸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影响，解析河口海岸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开展地表水-地下水

-生态系统动态监测，研发流域-河口-海岸连续体水动力过程与生

态效应耦合模型，研究河口海岸生物多样性提升的陆海统筹调控

原理。

考核指标：定量解析不少于 3个典型河口海岸生态系统近百

年演变过程及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形成包括物理、化学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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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指标的近百年数据集，关键性指标涵盖水动力、溶解氧、水温、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重金属、新兴污染物、物种多样性、α多

样性等；构建无损、高通量、长序列、分类型的河口海岸生物多

样性监测技术，并形成技术指南（行业或团体标准）1项；构建

1套流域-河口-海岸连续体水动力过程与水生态效应耦合模型，

主要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模拟精度达到 80%以上；揭示全球变

化背景下河口海岸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提出不少于 3个典型河

口海岸生物多样性提升的陆海统筹调控方案。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河口海岸，生态系统演变，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

陆海统筹调控

5. 全球/区域海陆气耦合模式、地球系统与区域地球系统模

式优化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研究

5.1 关键海气交换参数化方案发展及其在全球和区域海气耦

合模式中的应用

研究内容：基于海上固定平台和浮标等，开展不同海况下海

气交换精细化科学实验以及长期连续观测，结合 AI等新技术，

发展适用于全球和区域海气耦合模式的海气动量、感热和潜热交

换以及太阳辐射等新型参数化方案；构建海洋飞沫生成函数，开

展飞沫在海气碳、氮物质交换中的作用研究；相关参数化方案支

撑自主全球和区域大气-陆面-海浪-海洋-海冰耦合模式发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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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耦合模式开展模拟试验，揭示海浪在海-气交换及气候系统中

的作用。

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每年不少于三分之一时长的海气界

面过程长期观测；发展包含动量交换、潜热和感热交换、海面反

照率、海洋内部短波穿透等不少于 4套新型参数化方案；新型参

数化方案在不少于 2个的自主海气耦合模式中应用，全球模式的

全球平均 SST、ENSO、季风爆发等关键要素模拟能力提升不低

于 5%，区域模式的台风强度模拟能力提高不低于 10%。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海浪，海气动量交换，海气潜热和感热交换，海表

短波辐射，碳氮物质交换。

5.2 共享开放、自主可控的多圈层耦合地球系统模式研发与

应用

研究内容：研发全球多圈层多过程耦合的地球系统模式

（ESM）；研制包括农业和城市的人类活动模式（HSM），刻画人

类生产生活与气候环境间的动态互馈过程；研发从地表到低热层

的中高层大气模式（HAGCM），研究中高层大气与对流层的互馈

机制；研究地球系统模式在国产高性能计算机上的适配技术，实

现全球-区域双向嵌套；开展气候变化模拟与预估，评估气候变化

对未来中国及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探讨机器学习优化地

球系统模式参数化方案和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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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耦合的 ESM自主可控，包含大气、海洋、海冰、

陆面、大气化学、陆地和海洋地球生物化学、动态植被、大陆冰

盖、人类活动等过程，水平分辨率优于 50 km，大气高度不低于

100 km。HSM提供与ESM耦合相匹配的物质能量精细时空分布；

HAGCM高度不低于 150 km。ESM中大气和海洋模式在 3种不

同指令级国产处理器超算系统百万核并行效率不低于 30%。量化

模拟全球大气 CO2分布及海气和陆气碳通量，结果参与 CMIP7，

提供未来气候变化下全球植被分布和自然碳源汇变化的预估数

据集。

有关说明：耦合地球系统模式代码、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

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地球系统模式，人类活动模式，碳通量，动态植被，

国产超算

6. 全球变化影响评估和风险预估

6.1 寒区陆地生态系统突变的机制、影响及区域联动

研究内容：揭示青藏高原与泛北极等典型寒区陆地生态系统

关键要素（高寒草地、北方森林、湿地与多年冻土等）分布格局

及温室气体源汇功能的演变特征，解析其对全球变化（升温与极

端事件等）的非线性响应过程与机制，阐明寒区植被格局与温室

气体源汇功能反转的关键驱动因子及其阈值，探讨寒区生态系统

反转通过生物物理与生物地球化学反馈对区域-全球气候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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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青藏高原与泛北极的联动效应。

考核指标：研制近 40年寒区植被分布与多年冻土关键参量

数据集（空间分辨率≤1 km）；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温室气体监测平

台，形成近 20年逐月温室气体通量数据集（空间分辨率≤10 km）；

发展包含寒区关键过程的生态系统模型及区域陆气耦合模式，提

供寒区生态系统反转的气候情景清单，评估至少 5个排放情景的

寒区生态系统反转风险及其区域气候效应。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寒区陆地生态系统，植被分布格局，温室气体源汇

功能，反转点，气候反馈

6.2 全球变化背景下关键区域生物入侵的影响及风险评估

研究内容：聚焦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滨海湿地等关

键区域，研究外来入侵物种分布规律及其扩散限制的关键环境因

素，解析外来入侵物种与全球变化的关系；研究多环境要素作用

下外来入侵物种和本地物种种间/多物种的相互作用机制，阐明生

物因子和环境要素影响入侵扩散的机理；研发多物种关系耦合多

环境要素的生态模型，预判全球变化下重大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风

险及其对关键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考核指标：此项目属于“科学目标导向型”的探索性研究，不

设考核指标。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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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外来入侵物种，分布格局，物种模型，入侵风险，

关键区域

6.3 气候变化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风险评估和预测

预警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开展全球变化背景下，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时

空变化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开发风能、太阳能资源的长时间序

列评估/预估数据集；探究高比例风光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气候

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极端性、持续性天气气候异常事件对我

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风险评估技术；研发基于风险的多时间

尺度风光新能源功率预测-预警技术方法，支撑“双碳”目标下的能

源安全建设。

考核指标：建立覆盖我国陆地和近海的高时空分辨率（公里

级、小时级）风光资源长时序评估（涵盖过去 30年以上）和预

估（涵盖未来 40年以上）数据集，风速和总辐照度均方根误差

分别≤2 m/s和 120W/m2；明晰我国风光资源长期变化的时空异质

性及其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影响机理；建立风光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的气候风险评估模型，评估可信度 80%以上；建立基于

风险的风光新能源功率预测预警技术和方法，预测预警的时效在

两周以上。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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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估，基于风险的预测

预警

7. 全球变化适应理论与技术研究

7.1 典型干旱区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适应

研究内容：研究干旱区水资源演变及对气候变化响应机制，

揭示水资源变化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机制，提出多目标耦合的

水资源气候变化适应性策略；揭示气候变化影响农牧业的机制，

构建农牧业气候变化监测模型、适应性技术体系，提出适应性策

略；评估 40年来气候变化对旅游资源的影响，识别影响关键区，

提出适应性策略，开展气候变化情景模拟技术研发与示范；揭示

城市化与气候变化交互影响机理，研发适应性城市可持续性评估

模型，提出气候适应型宜居城市建设路径。

考核指标：提交气候变化对干旱区社会经济系统（农牧业、

旅游业和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和适应性综合研究报告 1份；构建

干旱区气候变化-水资源-经济社会适应性数据库 1套；研发气候

变化下水资源模拟模型 1套；研发农业和牧业气候变化灾害监测

模型 1套；构建气候变化背景下旅游影响关键区适应性技术 1套；

提出典型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模式 1~2个；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

示范区 2~3个；提出相关咨询报告 2~3份。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干旱区水资源风险，农牧业，旅游，城市化，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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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适应性

7.2 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复合性和级联性风险及应

对技术

研究内容：聚焦陆地野生动植物及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全

球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土地利用活动和环境污染对生

物多样性影响的复合性和级联性风险，揭示不可逆转后果的形成

机制；解析极端气候事件及人类介导的环境变化（如土地利用转

变、生境破碎化和环境污染等）下物种迁移和微进化、群落和生

态系统转变等变化特征，揭示生命系统的适应性策略和韧性特

征，探索对复合性和级联性风险的适应限制机制；评估当前保护

措施对气候变化适应的有效性，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方法（EbA）

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适应途径；研发防范复合性和级

联性风险的适应性技术，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 1套全球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土

地利用和环境污染对生物多样性复合性和级联性影响的风险评

估技术方法，形成技术指南（行业或团体标准）1项；量化解析

全球变化对 3个以上典型关键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揭示影响

的复合性以及级联效应，阐明极端事件及人类介导的环境变化下

生物多样性的韧性特征与风险适应限制机制；建立 1套防范复合

性和级联性风险的 EbA和 NbS适应途径及方案；构建 1套综合

适应技术体系，选择 3个以上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开展应用示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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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复合性和级联性风险，生物多样性韧性，适应限制，

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适应技术

7.3 低云辐射干预地球工程及其气候效应理论与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低云遥感探测反演技术，形成全面综合的低

云三维特征认知；开展多尺度、多场景的气溶胶-低云相互作用研

究，探索其规律和机理，构建低云辐射干预方案的理论框架；发

展多区域、多尺度低云特征对气溶胶变化的响应模型，量化区域

和全球尺度气溶胶-低云相互作用的气候效应；构建不同气候变化

减缓目标的低云辐射干预实施方案，研究全球不同区域气候和极

端事件对各实施方案的响应，综合评估各实施方案的潜在影响与

风险。

考核指标：发展多源遥感反演新算法，建立 1套至少 20年 5

km分辨率的气溶胶、云、潜热和辐射等综合数据集；揭示气溶

胶-低云相互作用的关键影响因子、规律和机理，建立低云辐射干

预基础理论；发展适用于不同气候背景的低云对气溶胶响应模

型，量化区域辐射强迫响应；明晰不同低云辐射干预方案的气候

效应和不确定性，完成气候干预决策咨询建议 1份。

有关说明：研究结果、数据须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数

据汇交、开放共享。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000万元。

关键词：地球工程，低云辐射干预，气溶胶-低云相互作用，

辐射强迫，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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