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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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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推动“十四五”期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物多样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典型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重

点专项。

本专项紧密围绕“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科技需求，

通过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典型区域集成示范，

支撑生态监测预警、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石漠化治理、

退化生态系统（森林、草地、湿地等）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

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重大工程生态安全保障，促进生态与生产功

能协同提升，形成整体和系统治理技术体系，并进行推广应用。

2022年度定向指南围绕重要生态区保护修复技术、重大工程

生态修复与安全保障技术示范等重点任务进行部署，拟支持 3个

定向择优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50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指南方向申报。申报单

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进

行设计。申报项目应整体申报，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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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考核指标。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

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

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

本专项 2022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重要生态区保护修复技术

1.1 高黎贡山生态功能提升与入侵植物物种防控技术

研究内容：评估高黎贡山的外来植物物种入侵现状及生态系

统功能状况，研制高黎贡山重要外来植物物种入侵的防控技术体

系并建立治理模式；创建区域性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和预警体系；

研发针对高黎贡山河谷地区典型退化生态系统类型的修复技术并

示范，提升生态系统水土保持能力；建立以评价、防控、恢复、

保护和预警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管理支撑体系，构建多空间尺度、

多功能集成的区域性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实现植物物种入侵的有

效防控和生态功能的整体提升，建立支撑区域性生态安全评估的

科学数据库。

考核指标：制定外来植物物种入侵现状和高黎贡山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完成相应的评价报告，构建区域性生

态系统动态的野外监测平台；解析高黎贡山主要入侵植物物种的

入侵机制，研发入侵植物物种防控技术 2~3项；构建河谷坡面生

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的提升技术 2~3项；建立生态系统恢复实验

示范区 6个，示范区总面积不小于 6000 亩，示范区内水土保持

率提升 15%、植被覆盖率提升 50%以上；建立中高山地区关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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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保护及恢复示范区 3~4 个，示范区面积不小于 4000 亩；

形成生态治理和生态产业协同技术方案 2~3个，研发珍稀濒危保

护植物物种种群恢复技术体系 2~3套；提交咨询建议 6份。

有关说明：由云南省科技厅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推荐 1

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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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 重大工程生态修复与安全保障技术示范

2.1 三北防护林稳定性与生态功能提升技术与示范

研究内容：明确三北防护林典型林种、树种衰退程度的分布

格局、衰退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研发典型林种衰退林分近自然

修复与重建技术；阐明防风固沙林防治沙化的多尺度作用机理，

并定量其多尺度效应；创新典型区防风固沙林体系结构优化与生

态功能提升的近自然管理技术与模式；明确典型工程区地表水、

土壤水和地下水等水资源不同组分的高精度时空动态及水资源植

被承载力，创立区域防护林体系生态质量和防沙治沙功能精准提

升的近自然营建技术并开展示范。

考核指标：典型林种衰退林分近自然修复与重建技术，技术

示范区总面积不小于 3000公顷，修复后衰退程度降低 25%以上，

年生长量提升 15%；研发基于防护程度的防沙治沙功能精准提升

与稳定性维持技术，风蚀模数下降25%以上，体系稳定性提升15%

以上；研发基于高分辨率多源水资源承载力的防护林体系质量和

防沙治沙功能精准提升近自然营建技术与模式，成林率提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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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率提升 20%，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0%以上；制定衰退

防护林近自然修复等技术标准 3项以上。

有关说明：由林草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推荐 1个项目。

2.2 高寒矿区冻土—水文耦合作用与生态调控技术及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开发高寒矿区及其周边水源涵养区冻土层厚度、

热稳定性及降水、径流等水循环要素、水文过程与生态变化及矿

区地表沉降（陷）与覆岩裂隙演化智能监测技术，构建冻土—水

文—植被耦合模型，揭示高寒矿区人为扰动下冻土、水文、生态

要素的变化过程和规律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研发高寒矿区水源涵

养功能恢复的新型材料和保水层改性与重构技术；研发高寒矿区

减流、增渗、隔热、保温、降沉的土壤（地质）剖面与裂隙岩层、

微地形改造技术；研发高寒冻土保护、水源涵养能力提升、生态

系统稳定性强的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并开展试验与集成

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面向冻土和水文的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及融合产

品，高寒矿区水循环参数与实测数据的相对误差小于 10%的数据

集，其中气象、水文等数据达到逐日、1公里精度，典型矿区冻土

热稳定性、活动层厚度、含冰量等的制图精度不低于 1:25万；提

出高寒矿区冻土—水文—生态耦合模型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

件系统；研究高寒矿区冻土、水文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诊断、评

价方法，提出基于水源涵养能力的高寒矿区生态健康的评价技术体

系；研发矿区岩层移动与采动裂隙演化技术，研发隔热透水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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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种，开发隔热透水层重构技术 1~2项，隔热率达到 50%以上、

入渗率 300毫米/公顷以上；研发阻水、保水新材料 2~3种，阻水

保水层重构技术 2~3项，阻水率达到 90%以上、吸水（去离子水）

倍数 300倍以上；研发减流增渗微地形改造技术 1~2项，入渗率提

高10%以上；研发保温保水基质层配制技术，土壤含水率提高10%，

有机质提高 5%；研发矿区沉降、裂隙岩层改造技术 1~2项；编制

隔热透水层重构、阻水保水层重构、减流增渗微地形改造等技术标

准或规程 5项，申报团体标准或地方标准 1~3项；建立高寒矿区冻

土—水文—植被耦合调控技术集成示范区 1000亩，综合成本控制

在 5000~7000元/亩，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5%。

有关说明：由青海省科技厅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推荐 1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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