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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全球变化是指由自然和人文因素引起的、地表环境及地

球系统功能全球尺度的变化。全球变化已经并将持续影响着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

大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妥善应对全球变化，离不开科学

研究的支撑。为大幅度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观测、分

析、模拟能力，取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重大成果，为国家参

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国际气候谈判提供科学支撑，按照《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部署，根据国务院《关

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气象局、海洋局、环保部等部门

组织专家编制了“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的总体目标是：发挥优势，

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在全球变化领域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上

取得一批原创性的成果，增强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提升我

国全球变化研究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为维护国家权益、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重点关注以下关键科学和技术



2

问题：全球变化关键过程、机制和趋势的精确刻画和模拟，

全球变化影响、风险、减缓和适应，数据产品及大数据集成

分析技术体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系统模式研

制，国家、区域应对全球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专项实施方案部署了 5 个方面的研究任务：1）全球变

化综合观测、数据同化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2）全球

变化事实、关键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研究；3）地球系统模式

研发、预测和预估；4）全球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5）减缓

和适应全球变化与可持续转型研究。

围绕以上 5 个方向的研究任务，2016-2018 年专项共立

项支持了 65个项目。根据专项实施方案年度计划，2019年

专项拟在全球变化综合观测、数据同化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及

应用；全球变化事实、关键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研究；地球系

统模式研发、预测和预估；全球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等 4个

方向立项支持 9个项目，国拨总经费 1.4亿元。原则上，每

个指南方向只支持 1个项目。

专项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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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设计，或围绕一个重大科学问

题或重要应用目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进行全链条设

计。专项鼓励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

申报。

专项要求申报单位须根据指南内容进行整体设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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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须覆盖指南规定的所有内容。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

一般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个，每个项目所含单位

数控制在 6个以内。本专项不设青年科学家项目。

1. 全球变化综合观测、数据同化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

用

1.1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多源/多尺度资料重建过去百年全球

森林扰动事件的变化方法体系，研制过去百年全球森林扰动

事件数据集，定量评估过去百年全球森林扰动事件对全球变

化的影响。

考核指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建过去百年全球

森林扰动事件的方法体系，提供全球森林扰动事件（植树造

林、火灾、虫灾、砍伐等）变化数据集（1900-1980 年，空

间分辨率为 0.5º，时间分辨率为 20年；1980-2020年，空间

分辨率为 30m，时间分辨率为 5 年），定量评估过去百年森

林扰动事件对全球碳源汇变化及全球变化的影响。

以上方法、模型和数据产品须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

享。

2. 全球变化事实、关键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研究

2.1

研究内容：研究三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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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能量相互作用机理，及其生态环境系统变化关键过程和

机制，模拟三大洋链接通道区域海洋环境变化过程，评估三

大洋相互作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

考核指标：揭示三大洋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路径和机

理，及其生态环境系统变化关键过程和机制，实现三大洋变

化过程多模式集合预测，定量评估三大洋相互作用对全球变

化的贡献。

模型、算法和数据须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享。

3. 地球系统模式研发、预测和预估

3.1

研究内容：建立全球高时空分辨率气溶胶数据集，发展

新一代全球气溶胶模式，评估气溶胶变化对全球变化的影

响。

考核指标：提供全球高时空分辨率气溶胶数据集，该数

据产品可有效应用于地球系统模式中气溶胶模式的评估及

气溶胶资料同化研究；研发出计算高效的适用于地球系统模

式的新一代气溶胶模式，该模式显著提升对不同类型的气溶

胶（黑碳、沙尘、海盐）生命周期和相关源汇过程（排放、

传输、化学转化、干湿沉降等）的模拟准确性；定量评估气

溶胶变化对全球变化的贡献。

气溶胶模式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参与我国自主的模式

比较计划，并开源共享；数据和评估方法须公开发表或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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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共享。

4. 全球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

4.1

研究内容：研究气象灾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过程和机制，模拟全球变化背景下区域气候极端事件变化，

预估不同温升情景下（2ﾟC及以上）区域气象灾害风险。

考核指标：揭示气象灾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过程和机制，研制出不同温升情景下（2ﾟC及以上）高精度

区域气象灾害风险图集。

研究结果、数据须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享。

4.2

研究内容：研究全球变化和北极冰冻圈（单要素及整体）

相互作用过程和机理，评估全球变化对北极地区生态水文过

程、碳循环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模拟北极气候和环境系统变

化，分析北极气候变化对中纬度极端天气形成的影响。

考核指标：揭示全球变化和北极冰冻圈（单要素及整体）

相互作用机理，定量评估北极海冰变化趋势及全球变化对北

极地区生态水文过程、碳循环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预估北极

气候和环境系统变化情景，阐明北极气候变化对中纬度极端

天气形成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数据和参数须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享。

4.3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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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 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湖泊变化

过程、特征和格局，探究湖泊变化驱动机制，评估湖泊变化

对水生植物和鸟类多样性变化的影响。

考核指标：重建 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东北、

华北、西北、青藏高原）湖泊数量和面积的变化(1960-1980

年，空间分辨率为 1km，时间分辨率为 10年；1980-2020年，

空间分辨率为 30m，时间分辨率为年)，揭示湖泊变化驱动

机制，定量评价湖泊变化对水生植物群落和鸟类多样性变化

的影响。

研究结果、数据和参数须公开发表或在线免费共享。

4.4

研究内容：研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全球城镇化时空变

化特征，分析城镇化对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机理，预估

全球城镇化未来情景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考核指标：重建 1978-2020年全球城镇化变化，揭示城

镇化影响气候变化的机制，预估未来 50 年全球城镇化变化

趋势，定量评估和预测城镇化对区域和全球变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数据必须公开发表并在线免费共享。

4.5

研究内容：研究重大生态工程的气候效应，及其对气候

变化的响应机制，探究全球变化背景下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