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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

暨全国生态修复青年科技创新大赛

2022 年度开放基金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新时代呼唤青年人才，科技创新是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为激励青年人才

投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勇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青年，

长期持续培养生态修复领域青年科技人才，2022 年第九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

论坛增设以“激发青年力量，助力科技创新”为主题的青年科技创新大赛，旨

在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助力新时代科技创新责任。大赛聚焦生态修复领域

的共性、前瞻性、应用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以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征

集设立了一批应用基础型和应用型科研项目并提供研究经费，以 40岁以下的科

技工作者、硕博研究生和在校本科生等为主体，以团体形式参赛，通过现场竞

赛方式申请获得项目及经费支持。

二、2022 年度重点支持方向（第一批）

围绕生态修复领域特点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大赛 2022 年度

拟支持项目 23个，每个项目 5.0 万元（部分项目可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后续增

加经费）。

（一）盐碱地生态修复方向

1. 环渤海地区中重度盐碱地功能土壤微生物筛选及其繁育方法研究（指

南代码:202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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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在环渤海地区中重度盐碱地，筛选原生功能微生物 2种以上，

功能主要指：解磷、解钾、固氮、固碳，其中一种或以上，适生中重度盐碱地，

对植被生长有促进作用，并研究所筛选的微生物的保存、繁育方法。

2. 盐碱地区典型耐盐碱林草植物的碳氮循环特征与固碳作用（指南

代码:20220102）

研究内容：以盐碱地区典型的耐盐碱林草植物为对象，研究中重度盐碱条

件下，碳氮养分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的固定、分配、转移、转化等过程的特征和

规律，以及林草植物的固碳能力和固碳潜力。

3. 滨海重度盐碱地典型盐生林木植物的根系改土作用（指南代

码:20220103）

研究内容：以滨海重度盐碱地区典型的盐生林木柽柳、白刺、沙枣等植物

为对象，研究其根系构型和根系分泌物等对土壤物理结构、碳氮磷等养分状况

及微生物群落等的改良作用。

4.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对植被承载力的研究（指南代码:20220104）

研究内容：通过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地资源供给、植被需求特征、盐碱地改

良措施和发展模式等的综合分析，构建盐碱地对植被承载力的计算方法，并评

估当前和未来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对不同植被的承载力。

5.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植物区系时空分异（指南代码:20220105）

研究内容：通查调查、比较不同盐碱地植物区系基本组成、生物多样性、

群落结构特征及植被演替等，结合相应的土壤、气候等特征，阐释黄河三角洲

盐碱地区植物区系分异的规律及驱动因子。

6. 黄河三角洲盐碱区典型土壤-植物-微生物互作模式（指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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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6）

研究内容：选择黄河三角洲盐碱区典型林草植被，研究盐碱土壤-林草植

物-根际微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和模式，揭示其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与特征。

7.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土壤增碳稳碳技术研发（指南代码:20220107）

研究内容：针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地自然保护和农业开发的现状，研究不同

耐盐植物生长对土壤碳库组成及储量的影响，提出以土壤固碳为目标的植物恢

复措施；研究盐碱地开发后，土壤碳库组成及成分的动态改变过程，明确盐碱

土壤碳封存的最优措施，提出以农田土壤碳储量增加和碳库维持的科学种植管

理措施。

8. 基于遥感技术对黄河三角洲土壤水分盐分动态与区域模拟研究（指南

代码:20220108）

研究内容：基于遥感技术，建立一套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壤水分、盐分反演

方法；分析黄三角地区水盐动态与区域分布规律；明确土壤水分与盐分的相互

作用过程；实现三角洲地区土壤水分、盐分的区域制图。

9.基于磁化作用及鼠李糖脂复合调控的盐碱地生态修复方式研究（指南代

码:20220401）

研究内容：基于磁化作用及鼠李糖脂对土壤盐分运移规律的影响，明确两

者对盐碱地盐分淋洗的调控机理，构建基于二者对盐分影响的溶质运移模型，

测度适宜的施加方式和用量，提出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案。

（二）国土空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方向

1.城市群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潜力研究（指南代码:202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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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整合城市群国土空间多源大数据，解析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规律，

探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群生态功能的影响机制，识别城市群生态功能

退化原因及影响因素；提出综合层次分析与因子分析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

测度现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在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发展

之间获得最优方案。

2.农业空间“三生”功能权衡与生态修复研究（指南代码:20220302）

研究内容：基于遥感解析农业“三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分异规

律，诊断农业空间生态问题，构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测度农业“三

生”功能协同/权衡关系，提出农业空间生态修复方案。

3.黑臭水体与生活污水治理中高效脱氮除磷及人工湿地抗冻防堵技术研

究（指南代码:20220303）

研究内容：北方地区农村黑臭水体截污控源与生活污水综合治理中生态处

置与资源化利用生态工程技术在成本投入、运行效果及运营维护等方面有良好

适应性，成为重要的处置模式与措施，为攻克该技术在冬季低温运行期强化高

效脱氮除磷预处理工艺和人工湿地抗冻防堵的技术难点，提升冬季处理效果，

开展相关技术研究，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三）脆弱生态系统生态工程修复技术方向

面向草原、盐碱地、喀斯特等不同类型的脆弱的受损生态系统，研发关

键生态工程修复技术，解决生态系统修复的瓶颈问题，实现受损生态系统修

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内蒙河套灌区盐碱地农用塑料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指南代码:202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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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上百年的引黄灌溉且排水不畅造成了内蒙河套灌区 1000 多万

亩耕地盐渍化，长期以来利用生态工程技术措施对其进行修复和改良以便于利

用，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和提升产量，80%以上的农田需要运用地膜覆盖进行

保墒，但是地膜覆盖后的地膜残留在土壤中不断累积会造成严重的生态风险。

本项目运用统计数据分析、科学调查和实验研究等方法，开展农用塑料流向、

土壤残留积累、生态风险评估等方面研究，形成科学的评估报告，为决策咨询

和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2.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恢复工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指南代

码:20220305）

研究内容：以西南喀斯特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针对该区域已实施的生态

恢复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评估其对该区域重要的生态系统服

务（产水量、土壤保持、生境质量、碳储存、粮食生产）的影响；其次分析由

生态恢复工程实施后，可能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变化，特别是引起的权衡

关系。研究结果为该区域生态管理、土地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3.滨海世界遗产地滩涂土壤-植被系统健康评估研究（指南代码:20220306）

研究内容：选取黄海世界遗产地内典型滨海滩涂湿地，研究不同潮水位和

植被下土壤-植被系统的健康状况，评估污染物对滨海滩涂湿地健康风险的影响，

以及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中富集带来的潜在风险。

（四）工程绿化生态修复方向

1.南方高山风电场道路高陡渣坡低成本修复工艺研究（指南代

码:202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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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南方高山风电修建过程中，进场道路甩方形成的山坡溜

渣边坡，通过开展山坡溜渣边坡立地条件调查评价，提出边坡浅层沉降防治、

坡面截排水、土壤经济重构和改良、植物（种子、苗木）配置和覆盖等完整的

修复工艺体系，通过模拟构建芒、竹、葛等先锋植物自繁母本源，重建先锋植

物落种、根蘖自繁功能，采取“仓、穴、洞”等点状土壤重构，有效解决山区

客土少、运距大、成本高的突出问题，集成施工便捷、经济低廉的综合技术工

艺。

2.公路典型边坡坡面防护微单元设计方法及生态修复效果验证（指南代

码:20220202）

研究内容：围绕黄土高原地区交通工程边坡特点及典型工程坡率、工程防

护形式对植物生长立地条件制约效应不明、植物生长基础构建的瓶颈问题，基

于典型黄土高原降雨、工程土壤条件、工程边坡防护等组合对土壤水分运移、

贮集、植物生长效应研究，通过模型模拟、取样测试、野外调研等方法，研究

提出兼顾坡面土壤稳定、贮水能力改善的公路典型边坡坡面格框防护微单元结

构设计方法，并依托典型工程开展坡面土壤贮水性能与植被修复效果验证。

3. 公路边坡人工植物群落演替特征及群落构建研究（指南代码:20220203）

研究内容：围绕西南喀斯特地区交通工程边坡特点及典型工程坡率、工程

防护形式对植物生长立地条件制约效应不明、植物生长基础构建的瓶颈问题，

依托西南喀斯特地区代表性年限公路，开展边坡人工植被、土壤调研，基于植

物引入、定居（侵入）与群落正向演替原理，提出植被修复过程水-土-生作用

调控机制及适用的路域植物群落配置模式与养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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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藏工程走廊带交通基础设施对植被生态系统及其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指南代码:20220204）

研究内容：围绕青藏交通工程边坡特点及典型工程坡率、工程防护形式对

植物生长立地条件制约效应不明、植物生长基础构建的瓶颈问题，针对青藏工

程走廊带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植被生态系统及其多样性的影响，

通过样地调研、取样测试等方法，综合考虑人为放牧、气候变化等对区域植被

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的影响，定量评价交通建设对区域植被生态系统及其多样

性影响。

（五）土壤与地下水方向

1.城市草地、林木与土壤碳排放研究（指南代码:20220601）

研究内容：分析我国城市草地、林木特征，研究并阐明我国草地、林木等

与土壤的碳排放量

2.我国地下水硝酸盐等氮污染现状与风险（指南代码:20220602）

研究内容：系统分析我国地下水硝酸盐等氮污染现状，并评估其风险

3.地下水中硝酸盐污染去除技术（指南代码:20220603）

研究内容：针对地下水中硝酸盐污染，研究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源头控制或

原位修复去除技术或异位去除技术。

4.地下水铬污染去除材料开发（指南代码:20220604）

研究内容：针对地下水中铬污染，研究原位修复材料，达到高效和长效去

除。

三、申报要求

根据《全国生态修复青年创新大赛开放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稿），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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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持项目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项目团队负责人和成员要求

1. 项目团队成员 2-5 人（含团队负责人），自由组队；

2. 团队负责人原则上要求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为 40岁以下（含）的科技工作者，成员以在读硕博研究生为主体，

也可以为在校本科生等；如在读博士或博士后作为团队负责人的，需

由导师作为责任负责人并签订承诺书。

3. 项目团队负责人须提交所在单位的推荐意见。一般情况下，团队负责

人不得代理或更换，遇有特殊情况，所在单位应安排合适代理人，并

报论坛学术委员常设机构会备案。

（二）项目周期

项目执行周期为 1.5 年（部分项目可根据项目执行情况，适当延长时间）。

（三）项目执行期

项目执行期要求项目团队负责人在所支持项目地区工作累计不少于 3 个月。

（四）项目申报方式

该专项实行“无纸化”申报。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请通过以下方

式报名咨询，提交报名信息，由大赛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填写开放基金申请

书。

参加大赛的项目团队请填写报名信息表（附件）和单位推荐意见于限定日

期前发送至论坛组委会统一邮箱 college@exiufu.cn，邮件标题：青年科技创

新大赛+推荐意见+项目负责人姓名。

四、重要时间节点

mailto:于限定日期前发送至论坛组委会统一邮箱college@exiufu.cn
mailto:于限定日期前发送至论坛组委会统一邮箱college@exiuf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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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截 止 时间：2022 年 03 月 31 日

资 格 审 核 时间：2022 年 04 月 20 日

立 项 答 辩 时间：2022 年 05 月 22 日

成 果 验 收 时间：2023 年（具体时间待定）

五、联系方式

1、中国林学会盐碱地分会

电 话：13621143840（微信同步）

联 系 人： 武海雯

电子邮箱：college@exiufu.cn

2、生态修复网｜易修复学院

电 话：010-62670766/18800003246（微信同步）

联 系 人：张 赛

电子邮箱：college@exiufu.cn

中国林学会盐碱地分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工程绿化专业委员会

中国生态学学会生态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土地利用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学会生态水利工程学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代章）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mailto:college@exiuf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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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开放基金报名信息表

拟申请项目名称

指南代码

团队负责人基本资料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证件照籍 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专 业 学 历

单 位 职 称

手 机 电子邮箱

教育经历

阶 段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专业、学位及研究方向

博 士

硕 士

本 科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位 部门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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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

专业方向

所获奖励

团队成员基本资料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证件照籍 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专 业 学 历

单 位 职 称

手 机 电子邮箱

教育经历

阶 段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专业、学位及研究方向

博 士

硕 士

本 科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位 部门及职务

主要从事



第九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

－ 12 －

专业方向

所获奖励

团队成员基本资料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证件照籍 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专 业 学 历

单 位 职 称

手 机 电子邮箱

教育经历

阶 段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专业、学位及研究方向

博 士

硕 士

本 科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位 部门及职务

主要从事

专业方向



第九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

－ 13 －

所获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