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2020 年度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和专项科学考察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专题编号：20191201）

（一） 专题内容。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服务于生态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地学和农学等领域发展，

获取长期野外定位观测数据并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工作，为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提供支撑。依据我省自然条件的地理分异规律，布局

建设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南海岛礁植被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以南海岛礁陆域植被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为研究对象，重点

进行南海岛礁自然和人工植被生态系统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的长

期观测。开展岛礁植物多样性形成机理、退化和新建植被生态系统

的恢复机理、岛礁近自然节约型功能性植物群落构建集成技术、有

害植物和病虫害防控技术研究，进行岛礁植被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

价及优化技术研发与示范。

2.环珠江口气候环境与空气质量变化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以环珠江口地区边界层气象条件、气候资源、环境空气质量变



- 2 -

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珠江口东岸、西岸、北岸、南部海岛建立地

基、塔基和遥感探测的基地，同步开展环珠江口大气边界层和主要

大气污染物垂直结构的长期定点探测以及走航探测，对环珠江口地

区气候环境、海陆风结构、风向风速温度随高度变化、环境空气质

量时空变化开展综合研究，建立数据库和应用平台。

3.广东珠江口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以珠江口复杂、动态、具有丰富生物资源且主要受自然作用力

支配的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珠江口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进行长期监测，研究人类活动对河口生态系统影响的动态变化过

程，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河口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理论与技术体

系；研究陆源物质在河口不同介质中的含量与分布特征和迁移与转

化过程，建立河口陆源物质的长期监测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体系；

以中华白海豚、黄唇鱼和江豚等珍惜濒危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研

究珍惜濒危水生动物保护及其栖息地恢复的科学对策等。

4.广东省农田生态系统除草剂安全使用科学观测研究站。

以广东省典型农田生态系统和农作物生产模式为研究对象，在

珠江流域、东江流域和粤西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建立观测点，重点

针对除草剂加速杂草抗药性进化机理、除草剂影响作物轮作模式、

除草剂改变土壤养分循环和耕地质量的机制以及除草剂影响水生

生物和水体生态环境的机制等进行中长期观测和研究，开展华南区

域农田杂草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提升除草剂安全使用整体技

术水平，保障除草剂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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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粤北土壤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以典型关键带土壤环境为主要对象，定位立体观测岩、土、

水、气、生等综合性环境因子，开展碳、氮等生源要素以及镉、砷、

铅等污染物在岩石-土壤-生物-大气连续体的垂向以及在土壤-水体

源汇耦合体的横向迁移转化的多要素、多界面、多过程动力学研究，

明确各自然要素与人为作用对环境土壤质量演变与农产品环境质

量的贡献。

（二） 申报要求。

1.牵头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以及公益性研发机构。每个单位限报 1项。

2.申报建设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与专题名称一致，研究内

容需涵盖对应专题的所有内容，须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清晰的近、

中、远期目标。

3.申报建设单位具有良好的科研试验、观测条件，具备对关键

要素的试验观测仪器和设施。

4.申报建设单位在野外台站拟建地已建有常规水、土、气、生

等的野外观测站点或长期实验基地，观测实验场地、基础设施用地

原则上应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具有未来 30年以上的土地使用证明。

5.研究团队固定，并已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申报领域 2016～

2018年连续三年以上的试验观测数据和代表性研究成果。

6.各依托单位和申请人须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填写申报书，对

不符合申报规定，或申报书填写内容不全，印、章、签名不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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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填写、报送等，将被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不送专家评议和

评审。核实发现弄虚作假的，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7.项目执行周期不超过 5 年（2019年度立项项目执行周期起

始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30日，2020 年度立项项目执行周期起始时

间为 2020年 1月 1日）。

（三） 支持方式。

省级财政资助 500万元/项。采用竞争性评审、省级财政事前

无偿资助方式。项目实施期满后，进行验收和评估，逐步建立扶优

扶强、持续稳定支持机制。

专题二：专项科学考察（专题编号：20191202）

（一） 专题内容。

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海岛陆生脊椎动物资源、大型真菌资源、

大型海藻资源、红树林生态系统等科学考察；在天井山开展大气环

境和气候变化科学考察；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

科学考察；在北江流域开展植物与植被多样性科学考察，促进区域

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治理和保护。

（二） 申报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非企业性

质的公益性研发机构可申报。

2.项目负责人须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科研人员。

3.每个单位每年限主持申报 1个科考内容。

4.项目负责人具有主持专项科考或综合科考的经验，并提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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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科考成果资料。

5.科考内容

（1）海岛陆生脊椎动物资源科学考察，面向粤港澳地区面积

大于 0.3公顷的岛屿上分布的脊椎动物，对两栖类、爬行类、鸟类

和兽类四个类群进行科学考察；

（2）大型真菌资源科学考察，面向粤港澳地区大型真菌开展

物种多样性、食药毒菌资源、战略生物资源的科学考察；

（3）红树林生态系统科学考察，面向粤港澳地区红树林生物

及生态本底开展科学考察，形成红树林生态数据库；

（4）大型海藻资源科学考察，面向粤港澳地区重要河口、海

湾、海岸、海岛分布的沿海大型藻类植物，开展绿藻、红藻和褐藻

三大类群科学考察；

（5）天井山大气环境和气候变化野外科学考察，面向广东南

岭天井山及其周边 30公里覆盖区开展大气含碳组分及相关大气成

分科学考察。

（6）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野外科学考察，面向

保护区内的植物类群和动物类群进行科学考察。

（7）北江流域上游植物与植被多样性科学考察与生态保护评

估，面向沿北江流域上游（粤赣通道）两侧主要山地，开展植物多

样性、植被类型多样性科学考察，针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保

护现状进行评估。

6.专项科考应综合各类要素，形成调研报告、影像资料、科学

数据、科考专著和学术论文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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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依托单位和申请人须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填写申报书，对

不符合申报规定，或申报书填写内容不全，印、章、签名不全，未

按要求填写、报送等，将被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不送专家评议和

评审。核实发现弄虚作假的，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8.项目执行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2年（2019年度立项项目执行周

期起始时间为 2019年 9 月 30日，2020年度立项项目执行周期起

始时间为 2020年 1月 1日）。

（三） 支持方式。

省级财政资助 100 万元/项，采用竞争性评审、省级财政事前

无偿资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