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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启动实施“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根据

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阐明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重大科学问

题，研发监测监控及保护利用技术、产品和装备，为用好养好黑

土地提供科技支撑。

2021 年度指南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先安排重大、关键且紧迫，以

及具备一定基础的任务。拟启动 3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

概算 1.2 亿元。其中，拟部署 1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方向，拟安排

国拨经费概算 0.2亿元，拟支持项目 5个，每个项目 400万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2项，实施周期

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

内容和考核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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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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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不再下设课题，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

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

性应为 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

龄要求同上。常规项目下设青年科学家课题的，青年科学家课题

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年龄要求，与青年科学家项目一致。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黑土地耕地质量多尺度天空地立体监测技术与预警系统

研究内容：针对耕地质量本底不清、现有认知体系与黑土地

资源特点不匹配，农田生态系统与产能监测指标不完善，预警系

统缺失等问题，结合遥感、地理、物联网等大数据监测与诊断技

术优势，建立黑土地耕地质量指示性特征因子与大数据监测指标

体系，完善与提升现有耕地质量监测技术，研发多尺度融合的黑

土地耕地质量天空地立体监测技术体系，构建服务黑土地耕地质

量红线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耕地质量决策预警系统，并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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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发黑土地多尺度耕地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研发

黑土地耕地质量多维立体监测技术体系，构建黑土地耕地质量决

策预警系统，重建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耕地质量关键要素变化进

程，建立不同类型的典型万亩示范区不少于 4个，提交示范区米

级空间分辨率耕地质量、产能、退化程度、限制因子与利用模式

等监测数据集 1套，提交黑土区耕地质量监测数据集 1套，制定

耕地质量大数据监测标准规范 3~4项，提交重大咨询报告 1~2份。

2. 黑土地耕地质量评价技术与平台

研究内容：针对黑土地耕地质量认知系统性不足、评价指标体

系不健全、耕地质量清单缺乏等问题，提出多要素、多结构、多功

能的耕地质量综合认知系统与调查理论，完善与提升现有耕地质量

评价系统及技术，建立耕地质量大数据综合评价技术体系，研发协

同关系判断等功能的大数据平台，构建黑土地耕地质量清单。

考核指标：提出黑土地耕地质量大数据认知理论，提出黑土

地耕地质量评价技术体系，研发遥感等多源数据协同的耕地质量

评价新方法，提出黑土地耕地质量清单，构建黑土地耕地质量评

价大数据平台，制定耕地质量评价标准规范 3~4项。

3. 黑土地退化阻控与健康保育的新技术、新模式及其原理

（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建立黑土地退化阻控新技术或新模式，应用并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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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阻控原理；建立黑土地健康保育新技术或新模式，应用并解

析其保育机理。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进行探索性

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拟支持项目数：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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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

切实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

点专项聚焦国家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确的重大

攻关需求，凝练形成 2021 年度“揭榜挂帅”榜单，现将榜单任

务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形成水蚀风蚀融蚀典型区域黑土地保护利用

模式等重大应用场景，拟解土壤侵蚀导致的黑土层变薄、地力下

降和耕地损毁等关键实际问题，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1.2亿元。

除特殊说明外，每个榜单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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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配套经

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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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

关。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

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1. 黑土地风蚀水蚀融蚀过程、耦合机制与阻控原理

需求目标：针对土壤侵蚀导致的黑土层变薄、地力下降和耕

地损毁等问题，研究不同利用强度下典型黑土区风蚀、水蚀和融

蚀过程的时空变异特征、关键驱动因子及叠加作用机制，阐明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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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对黑土层厚度、有机质及养分含量的影响机理，建立区域和农

田尺度上东北黑土区风蚀、水蚀和融蚀预测模型。具体需求目标

如下：

揭示典型黑土区风蚀、水蚀和融蚀时空格局与过程机制，阐明

阻控农田土壤侵蚀的机理及效应，在风蚀、水蚀和融蚀关键驱动因

子及叠加作用过程机制方面取得原创性理论突破，建立黑土区区域

和农田尺度侵蚀预测模型 2~3个，提交重大咨询报告 1~2份。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 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6000万元。

2. 黑土地侵蚀退化功能重建机制与阻控技术

需求目标：针对土壤侵蚀导致的黑土层变薄、地力下降和耕

地损毁等问题，研究黑土侵蚀退化过程及其对黑土农田生产力作

用机制，阐明保护性耕作、种植方式、覆盖作物、粮饲轮作和侵

蚀沟复垦等保护性利用技术阻控黑土地侵蚀、重建黑土地生产生

态功能的机制与效应，建立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与沟毁耕地修复

等关键新技术，创建以小流域为单元蓄、导、排水系为核心的坡

—沟一体化的农艺+生物+工程侵蚀防控综合技术，提出适合不同

类型黑土区农田土壤侵蚀防治的保护性利用模式。具体需求目标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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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黑土侵蚀退化过程与功能重建机制，建立坡耕地水土流

失防治和沟毁耕地修复等核心关键技术 2~3项，提出阻控黑土耕

地侵蚀的保护性利用综合技术模式 3~5套，建立万亩黑土侵蚀阻

控示范区 1个，示范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0.3%~0.5%，土壤侵

蚀强度降低 90%以上，主要作物增产 5%~10%，提交重大咨询报

告 1份。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 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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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

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

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榜单任务）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

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男性应为 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性

应为 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

要求同上。

（2）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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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

职受聘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

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

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包

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

业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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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 年。每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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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3 家，根据相应指南方向明确的研究重点，自主确定选题

进行申报。

（3）“揭榜挂帅”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

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王振忠、卢兵友，电话：010-68598074



— 61 —

�����耀17뭨㷥��ꯨ����澀

2021�e澀w� �R�
���胠���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张佳宝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研究员

2 李保国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3 吴文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区划所 研究员

4 彭新华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研究员

5 曹文洪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

工程师

6 程锋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 研究员

7 王国庆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 研究员

8 魏丹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

9 马强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10 任军 吉林省农科院 研究员

11 孙磊 黑龙江农科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12 孙占祥 辽宁省农科院 研究员

13 路战远 内蒙古农牧科学院 研究员

14 李国俊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司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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