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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助方经验交流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资助管理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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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设立了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项目,并于２０２０年资助了首批项目.本文介绍了该联合基

金的概况,并对２０２０年度的项目申请、评审、资助管理工作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续

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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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保障

水安全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长江是中

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长江流域拥有约占全国

１８．８％的国土面积、２０％的湿地面积、３６％的水资源

总量和３３％的淡水鱼类种类,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水

源地和生态安全屏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２０１８年４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长江时,强调要坚持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１].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吸引

和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投入长江流域重大水问题研

究,加强研究成果在长江保护中的应用,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和水利部、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共同设立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旨
在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平台,充分发挥行业主管

部门、有关企业的需求引领作用,吸引全国科研院

所、高校的优势科研力量,聚焦长江流域的水资源短

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和水灾害频发等水问

题,以及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的流域治理难题,开

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工作,培养一批研究长江流域

钱峰　博士,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土壤侵蚀机理、面源污染防
治 等,先 后 主 持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３０
余篇,获国家授权专利７项;获长江水利委
员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 和 青 年 科 学 技 术
奖一等奖等奖励.

水问题的科技人才,提升我国水安全领域源头创新

能力.该联合基金设立期限３年,与自然科学基金

委共同投入经费合计２．５亿元,其中２０２０年度已安

排经费７５００万元,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将分别安排经费

７５００万元、１亿元.本文对该联合基金的项目申

请、评审、资助等工作进行阶段总结.

１　管理原则与资助领域

１．１　管理原则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组成部分,面向全社会,公平竞争,分批择优支

持.项目资助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的规定执行,项目的资助经费使用与管理按照«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项目

研究成果及知识产权的归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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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理办法»中的相关

规定执行.自然科学基金委、水利部、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联合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审

批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确定资助计划、批准资助项目和

经费,以及决策联合基金项目运行中的重大事项等.

１．２　资助领域

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形式予以支持,平均每个项目资助强度约

２６０万元,资助期限为４年.根据已发布的指南,涉
及的学科主要包括微生物学(C０１)、生态学(C０３)、
水产学(C１９)、地理学(D０１)、地质学(D０２)、大气科

学(D０５)、环境地球科学(D０７)、矿业与冶金工程

(E０４)、建筑与土木工程(E０８)、水利工程(E０９)以及

环境工程(E１０)等.申请者依据指南要求,自主确

定项目名称、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目标等.

２　２０２０年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２．１　项目申请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申报过程

中,共收到１１２项项目申请,由生命科学部、地球科

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等３个学部受理.项目依

托单位共４３家,包括水利系统科研单位８家、高等

院校２６家、中科院系统研究所６家以及其他科研单

位 ３ 家.水 利 系 统 单 位 申 请 项 目 ４２ 项,占 比

３７．５％;水利系统外单位申请项目７０项,占比６２．５％.
申请项目较多的单位包括:河海大学１４项、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各１１项、
长江科学院和武汉大学各８项、水利部长江勘测技

术研究所、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清华大学和中

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各４项(图１).

图１　项目依托单位

２．２　项目评审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委进行项目初审后,不予受理１
项,１１１项提交通讯评审.评审过程中共指派同行

专家５５５人次,收回５５５份评审意见.综合通讯评

审情况,３４项项目进入会议评审,分属２１个研究方

向,另有１０个研究方向无项目进入会议评审.入围

会议评审项目较多的单位包括:河海大学５项、长江

科学院４项、中国水科院３项、武汉大学３项、长江

水利委员会水文局２项、南京水科院２项、华东师范

大学２项、西安理工大学２项.

图２　资助项目分布情况

表１　获批立项依托单位情况

依托单位 项目数

河海大学 ４
武汉大学 ３
长江科学院 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２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２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２
湖北工业大学 １
清华大学 １
西安理工大学 １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１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１
郑州大学 １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１
合计 ２４

２．３　项目资助情况

根据会议评审情况,最终确定资助项目２４项,
资助率２１．４％.其中生命科学部受理１０项,资助

项目１项,资助率１０．０％;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受理

５８项,资助项目１３项,资助率２２．４％;地球科学部

受理４４项,资助项目１０项,资助率２２．７％(图２).
从依托单位看,获批立项项目的依托单位共１４

家(表１),其中获批２项以上有６家,包括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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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０年度资助项目研究方向分布

资助

数量
研究方向

１项

长江流域灌区水循环规律与节水减排效应研究

长江流域水资源量演变规律与中长期预测和评价

规划方法研究

水库群联合调度影响下的长江中下游泥沙通量时

空变化及其对生境属性的影响研究

长江流域典型通江湖泊水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及水

库群优化调控方法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堰塞体状态相关剪胀理论与坝体溃决演化规律研究

长三角地区水系结构变化对洪涝与水环境影响研究

长江中下游河道崩岸预警机制与治理研究

长江上游洪峰沙峰异步传播机理及水沙产输模型研究

长江上游水库消落带土壤侵蚀及生态利用研究

基于侵蚀动力过程的长江经济带水土流失过程模拟研究

２项

长江口湿地地貌演变机理及生态修复方法研究

长江中下游浅水湖群氮转化调控机制

基于水位波动的水库支流库湾富营养化和藻类水

华的生态调度研究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泥沙冲淤演变机理与动态

调控研究

长江口河势新格局稳定与深水航道治理研究

３项
长江流域水利水电工程大坝混凝土长期性能演变

规律及耐久性提升理论与方法

武汉大学、长江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
从研究方向看,２０２０年度项目申请指南强化了

顶层设计,突出主攻方向和研究目标,坚持问题导

向,在水资源配置管理方面,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区域

水资源精细化管理上,开展长江流域水资源量演变

规律与中长期预测和评价规划方法研究.在节水工

作方面,针对长江流域农业灌溉用水效率相对较低

的现状,开展长江流域灌区水循环规律与节水减排

效应研究.在水旱灾害防御方面,针对流域干旱风

险管理、防洪减灾和水环境保护,开展长江流域干旱

形成机制与预测研究和长三角地区水结构变化对洪

涝与水环境影响研究.在湖泊湿地保护修复方面,
开展长江口湿地地貌演变机理及生态修复方法研究

和长江流域典型通江湖泊水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及水

库群优化调控方法研究等工作.在水土流失防治方

面,针对土质消落带侵蚀动力过程和长江经济带泥

沙来源和输移特征,开展长江上游水库消落带土壤

侵蚀及生态利用研究和基于侵蚀动力过程的长江经

济带水土流失过程模拟研究.２０２０年度公开发布

指南项目涉及３１个研究方向[２],获批立项的项目分

图３　获批项目申报代码分布情况

属１７个研究方向[３],长江口湿地地貌演变机理及生

态修复方法研究和长江中下游浅水湖群氮转化调控

机制等５个研究方向各有２项项目获批立项,长江

流域水利水电工程大坝混凝土长期性能演变规律及

耐久性提升理论与方法有３项项目获批立项(表２).
如图３所示,获批立项的项目中有７项申报代

码为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E０９０３),３项申报代码为

水工结构 (E０９０６),３ 项申报代码 为 自 然 地 理 学

(D０１０１),２项申报代码为土壤学(D０７１０),２项申报

代码为环境水科学(D０７０２).

３　下一步工作建议

３．１　优化评审方式,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２０２０年实施过程中,通过２个阶段的评审,遴
选确定了２４项项目予以资助,取得阶段性工作成

果,为本联合基金后续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评

审结果看,有１４个研究方向未获得项目资助,占比

４５．２％.建议后续进一步优化评审方式,提升项目

资助覆盖面,支持更多科学问题的研究,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

３．２　加强实施管理,注重研以致用

建议进一步结合联合基金的特点,在项目实施、
成果凝练等方面,充分发挥联合资助方的作用,推动

项目研究与生产实践及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取
得管用实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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