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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䇅�����⺁�䇅�戴௲൭〼ㄱ�

�60榰 2022�e榰w� �R
（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海洋环境安全保障与岛礁可持续发展”重

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2 年度项

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围绕提升海洋环境安全保障能力，重点发展海洋自主

传感器研制能力，发展高可靠智能固定观测平台技术，开展支撑

新研传感器、平台和组网技术的规范化海上试验，构建自主可控

的南海观测示范系统，发展先进的自主同化与预报技术，实现重

点海区观测水平、预报产品和预警能力的超越；开发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与修复等共性关键技术，支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2022年度指南按照分步实施、重点突出原则，面向海洋环境

安全国家战略需求，围绕海洋立体监测探测、海洋环境预报预测、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共部署 16个指南方向，拟启动 22个项目，

拟安排国拨经费 1.7亿元。其中，青年科学家项目 8个，每个项

目 200万元，拟安排国拨经费 1600万元。

本专项指南（青年科学家项目除外）要求以项目为单元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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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报，须覆盖所申报指南二级标题（例如 1.1）下的所有研究

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3年。对典型应用示

范类项目，要充分发挥地方和用户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对于企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

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指南各方向拟支持项目数无特殊说明情况下原则为 1项，若

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

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

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

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除特殊要求外，每

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个。

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

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男性不超过 38 周岁（1984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不超过 40周岁（1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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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立体监测探测

1.1 适合移动观测的海洋生物化学原位传感器研制

研究内容：针对水下移动平台海洋生物化学要素监测能力不

足的问题，突破多波长和微弱光电信号的快速探测与处理、深海

光学探头高集成度封装、复杂环境下多波长校正和防腐蚀防生物

附着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制满足移动平台长时效、低功耗、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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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校准、快速准确测量的海水叶绿素、溶解氧、CDOM、硝

酸盐和多环芳烃原位传感器。突破低流阻共型附体水动力学设计

等共性关键技术，研制面向传感器挂载的通用性水下移动平台附

体结构组件，满足海洋生物化学原位传感器的多载体应用。上述

新型传感器可搭载于Argo、水下滑翔机等移动载体实现水下 4000

米以浅海域的机动连续观测。

考核指标：研发 5种以上适合水下机动观测的小型化、长维

护周期、自校准、防腐蚀防生物附着等特点的新型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传感器，最大适用水深 4000 米。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仪器先进水平，其中溶解氧（准确度：

±8μmol/L或±5%）、叶绿素（准确度：±1%FS）、CDOM（检出限：

0.07µg/L硫酸奎宁）、PAHs（检出限：1µg/L 1,5-萘二磺酸钠）、

硝酸盐（准确度：±0.03mg/L-N或±10%）。共型附体结构在航速

＜3节时的减阻率＞8%，航速≥3节时减阻率＞10%。实现水下

移动平台多种生物化学关键参数的共型观测，搭载于 Argo 和水

下滑翔机开展累计不少于 1年的应用示范。

1.2 海洋电磁场传感器研发与电磁探测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聚焦海洋非声信息感知或非声监测探测难题，

攻克深海高灵敏度电场传感技术与电场信号极低自噪声放大技

术，研制高性能海洋电场传感器并完成比对测试；突破矢量磁

传感技术，研制高精度、高稳定、宽动态的矢量磁传感器并完

成比对测试；突破典型海洋环境电磁特性与目标电磁特征的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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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模技术、典型海洋干扰背景下微弱电磁（或异常）信号提

取和平台去本体耦合干扰等技术，掌握可靠电磁探测手段；突

破电磁探测和识别关键技术，开展面向水中目标或海底掩埋物

体的电磁探测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1）海洋电场传感器性能：灵敏度 1nV、传感器

噪声＜1nV/ @1Hz、极差＜0.1mV、极差稳定性＜1mV/年、

工作时间＞1年、测量系统自噪声优于 1nV/ @1Hz，最大工

作水深≥6000米。（2）海洋磁场矢量传感器性能：测量轴数 3个，

单轴本底噪声≤5pT/ @1Hz，探测频响 0~10kHz；深潜器平台

磁探测动态噪声≤0.5nT，最大工作水深≥6000米；功耗＜1瓦。

（3）水中目标或海底掩埋物海洋电磁场远距离探测应用示范：工

作水深≥300米；探测距离 30千米；目标水深 200米；探测电波

频段：0.1~30Hz，应用示范≥90天。

1.3 高可靠性实时通讯潜标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深海观测潜标实时通讯可靠性低、智能感知

能力弱等问题，研究高海况下基于国产自主卫星的长期可靠在位

实时通讯技术，研究包含水文动力和生物地球化学多要素的同步

观测技术，研究针对突发海洋动力过程的自适应智能感知技术，

研发高可靠性实时通讯潜标，开展海上长期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形成高海况下长期可靠实时通讯、水文动力和生

物地球化学多要素的同步观测、海洋动力过程智能感知等关键技

术，研发高可靠性实时通讯潜标，并开展海上试验验证，达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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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指标：形成不少于 2类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实时通讯潜标装备，

核心组部件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数据实时通讯使用国产卫星，

在位期间在满足连续可靠运行前提下，设计回传频次可达到 1次

/小时，传输延时平均不超过 1天，数据回传成功率平均达到 90%；

可实现海洋水文动力数据和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同步观测；可实

现内孤立波等不少于 2类海洋动力过程的智能感知；观测要素剖

面覆盖深度不低于 3000米；最大工作深度不低于 3500米；开展

海上试验验证不少于 1年。

1.4 海气交互关键层大剖面综合同步观测浮标研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南海等海域长期稳定的海气通量和海洋—气

象水文生态要素观测需求，研制面向复杂海洋动力环境及高海况

背景下的大型锚系浮标观测系统，实现该系统在高海况恶劣环境

中持续、稳定正常工作。（1）研发适用于海气交换关键层大剖面

综合同步观测的高可靠性大型锚系浮标，创新设计高稳性深海大

浮标结构，降低浮标运行时的摇摆幅度，大幅提升浮标搭载能力、

剖面观测能力和环境适应性，重点解决高海况下的稳定性、可靠

性和长期在位观测技术；（2）建立浮标—锚系耦合水动力分析模

型，优化完善大型浮标深海系留设计，突破水下大深度剖面数据

的可靠传输技术，研制高可靠性锚泊系统；（3）开展适用于高海

况下浮标平台的太阳能、风能等复合型能源补给与综合管理控制

系统研制，实现浮标大功率、长周期能源供给；（4）开展大型浮

标智能数据采集与控制、数据质量实时在线控制、大数据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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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被动结合的浮标安防等系列关键技术研究，提升浮标数据质量

与安全防护能力；（5）突破海气通量观测、水体剖面观测、空气

二氧化碳剖面观测等系列关键技术，集成本专项研发的传感器及

设备，实现海洋水文动力环境、溶解氧、叶绿素、对流层温湿度

参数、空气二氧化碳剖面等要素的综合、实时、剖面观测，所有

观测设备基于自主研发，并开展系统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1）浮标极限工作环境：最大风速 60 米/秒；

最大波高 20 米；布放水深不小于 3500米；（2）浮标供电手段

不少于 3种，在役工作时间不小于 12 个月；数据实时回传不小

于 6个月；常规数据发送间隔不大于 10分钟，数据有效接收率

不小于 90%；（3）具备船舶靠近主被动探测预警功能，主动探

测范围不小于 200米。（4）具备对海表面气象要素（三维风向、

三维风速、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能见度、长波辐

射、短波辐射等）的连续观测能力；（5）具备对 1000米以浅水

体水文要素（水温、盐度、流向、流速）、生态要素（溶解氧、

叶绿素）剖面的连续观测能力；（6）具备对流层大气参数剖面

观测能力，温度剖面误差不大于 1K（RMS），相对湿度剖面误

差不大于 10%（RMS），折射率剖面误差不大于 5N（RMS）；

探测范围不小于 10 千米，层数不小于 50 层，观测设备自主研

发；（7）具备海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和空气二氧化碳剖面观测

能力，空气二氧化碳剖面观测范围 0~1 千米，通量及剖面数据

发送间隔不大于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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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于移动平台的规范化海上试验

研究内容：针对“十四五”专项研发的各型自主海洋传感器、

智能化新型高可靠海洋观测平台和南海组网海上测试平台技术和

关键方法需求，在“十三五”规范化测试技术研究与海上试验成

果基础上，开展基于移动平台的海上试验，深化开展海上试验测

试方法、标准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研究，固化海试服务和管理流

程，构建业务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海上试验平台，提升我国海

洋仪器设备海上测试评估能力和水平，助力海洋仪器装备自主研

发，为海洋高新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提供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设计海上试验科学航次不少于 4次，提供海上试

验船时不少于 100天；制修订《海洋仪器设备海上试验细则》等

海上试验技术规程和标准规范不少于 10 项，开展海上试验规范

规程培训和宣贯；固化海上试验平台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建立

南海试验海域基础数据库和海洋环境预测系统，强化海上试验全

流程的信息化服务。

1.6 新型海洋传感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海洋地质灾害监测、水下目标探测、海洋生

态动力环境监测等对新型海洋传感技术研发需求，以创新海洋监

测/探测传感器新方法、新技术为主线，重点开展海洋监测/探测

传感器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研发系列新型海洋传

感器与传感技术。包括：（1）突破微型甚低频振动传感；（2）基

于主被动融合语义重建的新型水下目标探测；（3）海洋生态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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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检测芯片。

考核指标：形成微型甚低频振动传感器样机，提供包括技术

研究报告、测试与试验报告在内的成套技术资料；研制可搭载移

动平台的小型水下目标探测传感器，最大探测距离 20 米；形成

具有原创性的海洋生态多参数检测芯片原理样机，可满足长期、

在线、原位海洋环境实际检测需求。

有关说明：青年科学家项目，拟平行支持 3项。

2. 海洋环境预报预测

2.1 全球多尺度耦合无缝海洋模式平台研制

研究内容：针对短期—季节内时间尺度的海洋动力环境无缝

隙预报模式分辨率偏低、物理过程不足和自主程度低等问题，研

发自主可控的全球—区域一体化海洋环流模式动力框架技术，完

善次中尺度涡旋、内波、波浪和潮汐等次网格物理过程参数化方

案及其参数自动优化算法，发展具有多圈层耦合、全球—区域双

向嵌套、移动嵌套等功能的大规模、多模式、多过程的耦合技术，

研究支持众核异构计算框架、高可扩展性、大规模的关键过程并

行算法和高效 I/O算法和策略，依托国产 E级超算平台，构建“全

球—重点海域—战略通道”一体化、多圈层耦合无缝隙海洋动力

环境预报模式。

考核指标：支持国产 E级异构超算，实现百万核以上规模的

高效并行计算；支持多圈层耦合，并且具有全球—区域双向嵌套、

移动嵌套等功能的灵活易用的模式平台；建立多圈层耦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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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预报模式，海洋和大气等主要分量模式自主可控，全

球和区域海洋模式协调一致，分辨率在全球、重点海域和重要战

略通道分别达到 10千米级、1千米级、100米级；全球多圈层耦

合模式应至少包括大气、海洋、陆面和海冰等四个分量模式，重

点海域多圈层耦合模式应至少包括大气、海洋和陆面等三个分量

模式；研发的模式应参与 CMIP、OMIP等国际模式比较计划，性

能与国际主流模式相当；全球多圈层耦合模式应开展不少于 12

个月的准业务化试运行，其中大尺度环流的预报时效不低于 90

天，全球海面温度 3天预报平均误差小于 1℃，温度廓线 3天预

报误差小于 1.5℃。

2.2 高精度快速海气边界层及海洋水体表层遥感产品研制

研究内容：面向海洋环境要素高精度快速预测预报的需求，

针对海气边界层及表层参数的遥感产品高分辨率实时化的挑战，

综合利用国内外卫星遥感数据，以国产自主卫星为主，研究动态

化（由单时相到多时相）的海气边界层及表层参数反演技术，研

发可支持同化预报的实时高精度海洋动力环境和海洋生态遥感产

品反演和融合技术，研发支持全球海洋高分辨率预报的高精度全

球网格化遥感反射率、叶绿素浓度、海流、海表温度、海面风场、

海面高度、海面波浪、海冰等遥感产品，研究快速交付产品质量

控制方法和技术，建立海气边界层与海洋表层遥感产品制作平台，

具备多时相全球高精度产品快速分发能力，为全球海洋环境快速

准确预报提供遥感参数产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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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生成每天至少两个时相的全球动态遥感产品，产

品数量≥10种（至少包括遥感反射率、叶绿素 a浓度、水体漫射

衰减系数、海面流场、海表温度、海面高度、海面风速、海面风

向、海浪有效波高、海冰密集度等），从一级卫星数据制作并发布

海洋遥感产品的时长≤90分钟；大洋清洁水体遥感反射率产品不

确定度≤5%；大洋清洁水体叶绿素浓度反演不确定度≤35%；全

球水体漫射衰减系数反演误差≤30%；海面流场产品绝对误差≤

0.2米/秒，空间分辨率≤1千米；海表温度产品绝对误差≤0.5K；

海面高度产品绝对误差≤5厘米；海面风速产品绝对误差≤1.5米

/秒，海面风向产品绝对误差≤15°，且海面风速反演最大有效范

围≥25米/秒；雷达高度计海浪有效波高产品绝对误差≤0.25m，

SAR海浪有效波高产品绝对误差≤0.35米；微波辐射计海冰密集

度产品反演精度≥85%，空间分辨率≤25千米，SAR海冰覆盖产

品反演精度≥90%，空间分辨率≤1千米。

2.3 面向海洋多尺度动力过程耦合的参数化方案研制与评估

研究内容：针对海洋模式中小尺度动力过程模拟能力偏低、

自主参数化方案不足从而影响自主海洋模式发展的难题，完善海

洋多尺度动力过程数值模拟的理论框架，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观

测实验，开展海气边界层特征和海气界面通量过程、海洋关键过

程（包括海浪、潮流、内波、中尺度涡旋等）及其产生湍流机制

的研究；发展可完整描述海浪—潮流—内波—环流多尺度耦合动

力过程的数值模拟技术；发展适合高分辨率海洋模式的海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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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过程和海洋多尺度关键动力过程的次网格参数化方案。

考核指标：形成针对高分辨率数值模式的海气通量参数化方

案和海浪、潮流、内波等海洋关键过程致湍流混合参数化方案，

并应用于本专项研发的全球和区域海洋耦合模式；在高分辨率数

值模式中实现海浪—潮流—内波—环流等多尺度动力过程耦合；

相比当前涡分辨率模式，引入新型参数化方案的全球和区域海洋

模式对海洋上混合层和关键海峡通道水交换等过程的模拟能力提

高不低于 10%。

2.4 海洋环境安全风险感知与应急决策服务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陆海承灾体与安全事件的智能感知及精细化

解译技术；面向海上及沿岸重要和敏感区域及基础设施，研究多

事件多承灾体安全态势综合分析评估技术；研究面向多主体协同

应对的智能调度决策、情景推演与虚拟仿真技术；研发针对多用

户的风险预警信息精准发布技术与复杂环境下预警信息接收技术

和装备，研发适用于灾害现场移动应急指挥一体机装备；研发海

洋环境安全精细化保障与应急决策服务系统，并在相关业务平台

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不少于 15类陆海承灾体、海上目标及活动、

海洋环境安全事件的智能感知、自动识别与精细化解译技术方法

1套；构建海上安全事件态势分析评估和陆地承灾体综合风险分

析评估模型 1套；构建海洋环境安全多主体协同应对的智能调度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40 —

决策、情景推演与虚拟仿真等技术模型 1套和情景库 1个，不少

于 500个情景；研发风险预警信息精准发布技术 1套。研制可以

批量生产的预警接收终端样机不少于 30 套；研制满足海上复杂

环境要求的灾害现场应急保障一体机，样机不少于 5台，并为不

少于 5个用户配备。研发海洋环境安全精细化保障与应急决策服

务系统 1套，具备安全态势评估、预警信息发布与评价、情景推

演与虚拟仿真、应急决策、协同指挥等功能，并在不少于 10 类

典型用户场景开展应用示范，稳定运行 6个月以上。申请发明专

利 5项以上；形成行业或团体标准 8项以上（标准送审稿），其

中包含 1项以上的国家标准。

3.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3.1 有毒有害赤潮防控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近海有毒有害赤潮原因种增多、发生频

率增大、危害加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深入研究我国沿海主要

有毒有害赤潮生物种类及其分布特征，建立我国近海有毒有害赤

潮潜在风险评价与信息检索系统；突破有毒灾种的快速检测与原

位监测、藻毒素分析检测、标准物质制备和安全限量标准等关键

技术；研发大规模有毒有害赤潮绿色高效、降毒减灾的应急处置

关键技术与装备；构建我国近海有毒有害赤潮防灾减灾综合技术

体系，并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我国沿海有毒有害赤潮物种数据库，及其潜在风

险评价体系和相关信息检索系统；有毒灾种的快速检测与原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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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与装备；我国近海藻毒素常见组分现场快速检测方法、藻

毒素标准物质，及其在海洋生物体和海水中的安全限量；绿色、

高效的有毒有害赤潮治理材料及处置装备，去除赤潮生物效率达

80%以上，藻毒素降低 80%以上；建立“风险评估、监测预警、

应急处置”赤潮灾害防控技术体系，形成相关产品、规范与标准，

在我国推广应用。

3.2 近海典型海域浮游生态系统演变、临界点与重构

研究内容：针对近海环境恶化、浮游生物多样性丧失、系统

服务功能退化问题，研究典型海域浮游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演变历史及驱动机制；研判系统服务功能状态和现存风险，表征

量化系统“临界点”和阈值；研究海洋暖化、酸化和脱氧等胁迫

下浮游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恢复力；耦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态动

力学模式，研发浮游生态系统演变趋势预测模型并开展智能化、

情景化分析；模拟重构“临界点”前后系统组成和结构，架构系

统重建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适于我国近海经济、人类健康和生态

环境协同发展的管理对策。

考核指标：阐明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胁迫下典型海域浮

游生态系统演化历史、驱动机制、变化趋势及应对反馈；构建典

型海区浮游生物多样性、宏基因组、宏转录组和宏蛋白质组数据

库/集各 1套；架构系统“临界点”甄别、表征和量化的理论方法

体系；构建浮游生态系统演变趋势预测模型及智能化、情景化预

测应用示范 2~3个；提出 1套适于我国近海经济、人类健康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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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管理对策。

3.3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蓝碳碳汇和综合生态服务功能

研究内容：针对面向碳中和的滨海湿地碳汇管理问题，研究

符合中国实际的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的碳汇核算方法体系，

评估滨海湿地碳汇时空格局与潜力，研究负排放关键技术，提出

滨海湿地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固碳增汇协同增效的最优

路径；研究滨海湿地—近海耦合对碳汇过程的协同影响，建立典

型滨海湿地—河口—近海碳汇联网长时序观测技术体系；研究滨

海湿地固碳增汇与其他关键生态服务功能的协同提升；建立符合

中国实际的滨海湿地碳汇方法学与碳交易体系，提出基于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的最优碳汇管理范式。

考核指标：编制我国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的碳储量与碳

通量清单，构建滨海湿地碳汇长期观测数据库与信息共享平台；

编制服务于碳中和的滨海湿地保护修复技术指南，研发典型滨海

湿地—河口—近海碳汇联网长时序观测关键技术；量化滨海湿地

固碳增汇对其他关键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贡献，编制中国滨海湿

地碳汇方法学与碳交易体系，建立相关标准技术规范；选择 2~3

个典型滨海湿地，开展协同评估与技术示范。

3.4 新污染物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评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陆海统筹，开展新污染物定量分析方法、环

境行为、模拟预测、环境效应等全链条系统研究，为我国新污染

物海洋环境风险评估和管控提供科学支撑。建立新污染物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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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量技术；研究典型陆源—河流—大气—海域的迁移转化过

程及控制机制；阐明陆海新污染物的源汇关系及传输通量，厘清

海洋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分配、富集、放大等关键过程；开展新

污染物的毒理学效应、风险阈值及生态风险评估研究。涉及的新

污染物及其研究内容包括：（1）阻燃剂类新污染物环境行为及生

态效应评估技术；（2）内分泌干扰物类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评估

技术；（3）全氟类化合物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评估技术；（4）抗

生素及其抗性基因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评估技术；（5）海洋微塑

料入海过程及陆海传输通量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建立新污染物快速、精准定量技术并标准化；构

建新污染物河流输入通量逸度模型和大气沉降通量模型；构建适

合我国海洋生态区系特征的新污染物暴露模型、毒性数据库及风

险评价阈值。

有关说明：青年科学家项目，聚焦一类新污染物开展研究，

拟平行支持 5项。

3.5 黄海浒苔绿潮源头防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进一步夯实黄海大规模浒苔绿潮的早期发源地和

产生机制，深入研究并揭示其起源、早期发展关键过程与驱动机

制，阐明黄海浒苔在迁移、发展过程中的生物、生态学特征，研

发基于浒苔源头关键过程的黄海浒苔绿潮早期监测与预报技术，

研发浒苔着生防控、生态化清除与落滩防控等关键技术，研发适

应于源头区特殊地形与水动力环境的浒苔绿潮汇聚通道早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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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设备，形成黄海浒苔绿潮源头防控技术方案与综合管理对

策，并在国家和地方浒苔绿潮防控中进行应用。

考核指标：夯实黄海大规模浒苔绿潮的早期发源地和产生机

制；精准预报浅滩漂浮浒苔运移路径与通量，每个路径位置误差

不大于 6″、浒苔通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10%；形成定生浒苔着生与

落滩防控技术各 1项、汇聚通道浒苔绿潮早期处置设备 1套；形

成黄海浒苔绿潮源头防控技术方案 1套与综合管理规范 1项，示

范应用＞1年；浒苔绿潮源头生物量减少量不低于 95%，黄海全

海域浒苔绿潮生物量减少量不低于 90%。

3.6 典型海岸侵蚀防护与活力海岸构建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构建典型海岸侵蚀区域多指标、多源数据感知、

提取和立体监测技术，研发人工智能辨识与风险预警系统；利用

数模及物模方法预测水沙动力过程、岸线演变与发展趋势，以及

不同岸线利用模式下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研究海岸动力地貌系统、

典型岸线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机制及生态恢复机理，研发沙滩、

粉砂淤泥质港口等重要岸滩侵蚀防控、自然修复和生境多样性恢

复、岸线利用次生生态系统保育、生物生态岸堤构建等技术，形

成海岸地貌系统与生态系统相融合的典型岸线绿色利用与生态建

养技术体系，实现活力海岸构建与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受损海岸多源立体监测系统，实现从后滨至

水下岸坡的 100%立体覆盖观测；构建受损海岸地貌系统与生态

系统的量化评估方法与受损风险预测模型 1套，风险预测准确率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45 —

高于 65%；研发动力—泥沙—地貌—生态耦合的海岸演变数学模

型 1套，模型预测误差小于 15%；形成 4~6种活力海岸构建技术

新模式，提出典型受损海岸修复技术 3~5项，至少 4项修复技术

在 1处滩涂港口岸线绿色利用与 1处生态建养综合技术应用示范

区得到实际应用，提升指示性生物密度 30%。申请发明专利 3件

以上，形成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2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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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男

性应为 38 周岁以下（198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40

周岁以下（1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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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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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

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4）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5）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6）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7）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1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青年科学家项目设项目负责人 1名，不再下设课题，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

（2）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年，项目下设课题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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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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