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背景：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先试区和“旗舰项目”，将开辟我国向西发展的捷

径，突破马六甲海峡“困局”，缓解南海紧张局势，提升国家安全和战略资源保障能力。“中巴经济

走廊”地处喜马拉雅西构造结，穿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三大山系的交汇区，是地球科学

的“天然博物馆和实验室”，在地质、地理、气象、水文、生态、环境、资源、灾害等诸多领域存在

许多亟需破解的科技难题。同时，受特殊的地质、地形、地貌、气候和水文条件控制，中巴经济走廊

自然灾害极为发育、生态环境极度脆弱、资源承载力有限，严重威胁区域安全和发展，制约了“中巴

经济走廊”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灾害及区域可持

续发展等问题受巴方社会经济和科技实力的限制及我国在西部山区科技投入的不足，存在基础薄弱、

科技支撑能力严重缺乏的现状，亟需筹建开展地学前沿研究，解决资源环境、防灾减灾与区域发展等

领域面临的科技难题，支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升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简称：中巴中心）由中国科学院和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共

同主导建设，属于非盈利性独立法人科学研究机构，总部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旨在围绕“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面临的地球科学、资源环境、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技难题，开展全要素、全

链条、贯通式研究，建设中巴科教合作国家级平台，建成辐射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的开放性国际

科技卓越中心和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科技机构。依据中巴中心发展规划，将利用中心运行经费

设置一批科研项目，资助中国科学家和巴基斯坦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获取和整合地学基础数据，以

满足中心后续科研工作需求，服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二、项目征集说明 

（一）资助领域及说明 

1、中巴经济走廊信息系统与共享平台研究 

研究内容：破解中巴经济走廊复杂环境条件多源异构信息同化难题，通过大数据、社会统计、遥

感预测和站点观测，开展区域资源、环境、生态、灾害数据规范化调查与集成，建立中巴经济走廊信

息共享与知道服务平台，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积累、保存、共享和利用提供共享和服务

平台保障。 



考核指标：建立资源、环境、生态、灾害信息系统共享平台 1 个；集成资源、环境、生态、灾害

领域的长时空序列本底数据资源和专题数据库 1 个；提供稳定的、自主可控的科学数据标准化管理与

开放服务能力。 

2、中巴经济走廊气象及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及应对策略研究 

研究内容：厘清中巴经济走廊气象及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建设灾害监测网络，研究中巴经

济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干旱、沙尘暴和暴雨等气象灾害机理与应对策略，进行区域工程地质稳定性分析

与重工程地质安全分析，开展山地灾害调查及活动性监测分析，制定应对策略，服务中巴经济走廊民

生、工程安全及可持续发展，支撑中巴经济走廊工程决策。 

考核指标：走廊干旱灾害特征机理报告 1 份；沙尘暴及暴雨预报系统 1 套；工程地质稳定性分区

图及重大工程安全建议 1份；山地灾害编目及活动性信息数据库 1个，灾害监测网络 1套。 

3、北印度洋莫克兰海域海洋地质与海啸预警研究 

研究内容：提取北印度洋海底地质构造沉积数据，摸清莫克兰海沟海底构造及俯冲动力学特征，

揭示海洋地质和物理海洋过程，重构洋底显著沉积浊流界面，反演重大历史构造事件；启动莫克兰海

域物理海洋与海洋生态研究，揭示区域海洋流场结构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提升巴基斯坦海

洋科学与海洋灾害研究能力，服务海洋资源利用与安全保障。 

考核指标：莫克兰海域基础地质与地球物理图集；莫克兰海域显著沉积浊流界面分布表及对应重

大构造事件图集；莫克兰海域中尺度海洋流场动态分布图；莫克兰海域海啸预警系统 1套。 

（二）项目管理规定 

1、每个项目必须派遣一名专职科研人员（职工或博士后）常驻巴基斯坦工作； 

2、每个项目在执行期间至少在巴基斯坦组织一次科技培训或学术研讨会； 

3、鼓励项目与巴方合作者广泛合作，产出评估报告或专著的有影响力的成果； 

4、因为中巴中心前期的工作重点是灾害发育规律和应对策略，因此要求项目 2 主研人员必须常驻

巴基斯坦。 

（三）资助经费及说明 

2019 年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数量为 3项，项目实施周期均为 3年（2020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中为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信息系统与共享平台研究》提供不超过 200 万

元人民币经费资助，为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气象及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及应对策略研究》提供不超过 150

万元经费资助，为项目《北印度洋莫克兰海域海洋地质与海啸预警研究》提供不超过 150 万元经费资



助。如果项目执行情况较好、产出丰富，在执行过程中确有经费不足情况，可向中心提出申请，经批

准后适当增加经费。 

三、申报资格 

中巴中心项目申请人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所在单位应为中巴中心理事或共建单位； 

（二）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三）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3年期以上国家科学基金、科技部或者院级重点项目；

承担过与巴基斯坦相关科研项目者优先考虑； 

（四）与巴基斯坦科学家之间应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项目申请应充分体现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四、限项规定 

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项目为中心自主设置项目，申请人申请时须遵循以下限项规定： 

（一）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项研究项目。 

（二）已获得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项目资助且在项目执行期的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完

成前不得作为申请人再申请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项目。 

五、申报要求 

（一）中方申请人可根据研究涉及的区域和领域同时邀请巴基斯坦科学家参与合作，双方须就合

作内容及知识产权达成一致，参照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提纲（附件 1）共同填写完成项目申请书。 

（二）电子版和纸质版申请书及其附件须经依托单位科研处在征集截止时间之前，经本人签字、

依托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后，电子版材料请发送至邮箱：fwyu@imde.ac.cn；纸质版申请材料(三份)请邮

寄至：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号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号楼 722室 

余方威收 （邮编：610041）。申请人必须保证提交的材料完整、真实、可靠，且签字盖章手续完备。

否则，中巴中心将不予受理。 

（三）受理时间：电子和纸质材料申报接收期为 2019年 11月 4日至 2019年 11月 18日 16：00时

整；电子版以发送日期为准，纸质材料的邮寄以邮戳为准。项目申报材料收到后，将由中心进行初审，

并通知初审通过的项目参加会议评审。 

六、项目咨询 

联系人：余方威  电话：15882426821  邮箱：fwyu@imde.ac.cn 

 

附件 1：中巴中心自主设置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提纲（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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