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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2023年度

指南支持方向

（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陆可见）

1. 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现状及变化科学调查

工作内容：长江三角洲区域（江浙沪皖）一体化发展是重要

的国家战略，生态共保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针对

生态资产核算、区际生态补偿等科学问题，聚焦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面临的紧迫生态问题，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重要生

态廊道、重点跨（省）界生态区域等的生态现状调查，收集整编

高分辨率、多时相林地、河湖、洲滩、湿地等专题数据和国家、

部门生态站长期定位监测研究数据，形成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现

状及变化基础数据库，提交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现状及变化调查

报告。

考核指标：（1）对 10个以上重要生态功能区、3个重要生态

廊道、5个重点跨（省）界生态区域开展综合调查，收集长期数

据，并开展连续 3年以上监测；（2）完成 1990年至今，分辨率

不低于 30米、时相不低于 5期的林地、河湖、洲滩、湿地等专

题数据收集和整编，完成 10个以上国家、部门生态站长期定位

监测研究数据收集和整编；（3）建成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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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基础数据库；（4）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现状就变化调查

报告 1部，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 5份以上。

2. 中国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物多样性调查

工作内容：聚焦我国森林冠层节肢动物物种多样性分布格

局，针对森林类型和森林管理对冠层节肢动物影响的科学问题，

系统调查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物多样性资源，采集各类动

物标本和样品；研制森林冠层节肢动物多样性调查方法和标准规

范；开展物种鉴定，获取 DNA信息；采集冠层节肢动物群落特

征与现状基础数据，收集整理生物多样性数据；绘制热带亚热带

森林冠层节肢动物物种分布图；构建我国森林冠层节肢动物物种

多样性信息平台；分析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物物种多样性

的基本组成和特点，编制节肢动物物种现状与多样性调查报告。

考核指标：（1）完成森林冠层节肢动物多样性调查方法与标

准规范各 1 套；采集我国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物标本 10

万号，样品 10000份，鉴定物种不少于 4000种，获取 DNA条形

码数据不少于 8000条；（2）收集节肢动物群落特征与生物多样

性信息不少于 8000条，构建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物物种

多样性数据库；（3）绘制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优势和常见节肢动

物分布图集；（4）完成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物物种现状与

多样性调查报告 1份；（5）完成基于热带亚热带森林冠层节肢动

物多样性的森林管理与冠层保护咨询报告 1份。

3. 内蒙古高原荒漠半荒漠地区动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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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聚焦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生态脆弱区环境保护的

国家需求，开展内蒙古高原荒漠半荒漠地区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其

栖息环境的系统调查，采集动物标本与组织样品，开展物种分类

和鉴定；获取重要动物类群的 DNA条形码数据；开展物种基础

信息与生境、环境等多样性信息的收集与数字化，构建物种多样

性数据库；评估内蒙古高原荒漠半荒漠地区动物多样性现状以及

人类活动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考核指标：（1）采集动物标本不少于 8万号，鉴定物种不少

于 3000种，基本摸清内蒙古高原脊椎动物物种组成和代表性昆

虫与无脊椎动物多样性；（2）构建重要动物类群的遗传资源库，

收集组织样品不少于 3000 份；（3）建立内蒙古高原荒漠动物

DNA条形码数据库，获取 DNA条形码序列不少于 5000条；（4）

构建内蒙古高原荒漠半荒漠地区动物物种多样性数据库，收集多

样性信息不少于 5000条；（5）提交内蒙古高原荒漠动物物种多

样性及人类活动影响的评估报告 1份，提交珍稀濒危动物种群现

状、威胁因素和保护对策建议报告 1份。

4. 出入境生物物种资源调查与整编

工作内容：聚焦国门生物安全，围绕口岸出入境生物资源监

管与预警的实际需求，深度调查口岸重要入境种质资源、濒危物

种、外来入侵生物、未知外来生物、“异宠”等截获生物资源与数

据；整合构建我国口岸重要截获生物实体资源库和生物信息数据

库；针对全国重点口岸开展出境生物物种调查和样本采集，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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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出境生物资源数据库；编制出入境生物资源清单和出入境

生物物种资源现状报告，为农业、卫生、环保、公安等部门资源

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考核指标：（1）构建入境截获生物资源库，收集资源不少于

5000号；构建入境截获生物资源信息库，数据量不少于 5000条，

每条数据涉及生物资源基础信息、入境来源与途径等信息；（2）

建立包含动植物种质资源（植物种子、天敌昆虫、实验动物品系

等）、外来入侵物种、未知外来生物、濒危物种、“异宠”等入境生

物物种实体标本库，收集物种不少于 500种；（3）构建出境生物

资源数据库，收录近 5年出境生物资源（包含种质资源、濒危物

种、实验动物、“异宠”等）数据不少于 1万条；（4）编制出入境

生物资源清单和出入境生物物种调查报告各 1份。

5. 中国-东南亚空中廊道重大农业害虫跨境迁飞调查

工作内容：针对我国跨境迁飞害虫种类不清、行为不明等关

键科学问题，聚焦缅甸老挝-中国西南地区、越南老挝-中国华南

地区、菲律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三大关键迁飞路线，重点针对距

地面 1000米以内低空具有跨境周期性飞行和群体定向行为的鳞

翅目、直翅目、半翅目等类群害虫及天敌，系统调查其种类组成、

区域分布、种群数量及年际季节性动态；采集重要物种样本并编

目，获取 DNA条形码并建立标本库；调查重大跨境迁飞害虫及

天敌生物学参数（含体重、体长、体宽、翅面积等），迁飞行为学

参数（含振翅频率、迁飞方向、飞行速度、成层高度、迁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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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年际季节性变化特征。通过基础数据整编，建立重大跨境

迁飞害虫参数信息数据库及共享平台。

考核指标：（1）收集我国重大跨境迁飞昆虫样本大于 200万

头，获得 100种以上 DNA条形码并建立标本库（标本不少于 5000

号），采集重要迁飞昆虫照片 1.5万张以上，编制包括物种名称、

形态特征、跨境迁飞期、分布范围等信息的名录 1册及图谱 1部；

（2）建立参数信息数据库及共享平台，收集生物学参数及迁飞行

为学基础数据不低于 10万条；（3）提交重大害虫跨境迁飞调查

报告、绿色防控战略报告等国情政策建议 1~3份。

6. 我国慢性呼吸疾病危险因素调查

工作内容：聚焦吸烟、空气污染等我国重大危险因素的流行

特点及其对慢性呼吸疾病及相关共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基于具有

良好基础的研究人群，在梳理汇集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现有监测数

据基础上，采集完善人口社会学信息、吸烟（包括电子烟使用）、

空气污染、呼吸系感染和职业危害暴露等行为及环境因素暴露信

息、慢性呼吸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间质性肺疾

病等）及相关共病的症状、诊疗及转归信息，采集慢性呼吸疾病

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及经济负担信息，开展肺功能、胸部影像等

呼吸慢病关键指标检查，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并开展基因

组、代谢组等组学检测；明确我国吸烟及烟草依赖、室内外空气

污染等危险因素的流行特点，相应的慢性呼吸疾病及相关共病流

行特征，分析不同类别危险因素的慢性呼吸疾病归因死亡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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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危险因素对健康指标以及社会和经济指标的影响。

考核指标：（1）形成具有全国和（或）省级代表性的总人群

达 10万人以上（包括接触可致慢性呼吸疾病的粉尘、化学毒物的

职业人群达 2万人），具备完善的个人行为、环境和职业危害暴露

等风险因素信息、慢性呼吸疾病及相关疾病的共患和死亡信息、

导致经济负担信息、并按规范采集生物样本的我国慢性呼吸疾病

危险因素资源库；（2）形成不少于 8000例具备基因组、代谢组等

多组学数据，可匹配风险因素及慢性呼吸疾病数据的组学检测数

据库；（3）编研出版《中国慢性呼吸疾病及其危险因素流行状况

报告》，研提我国慢性呼吸疾病及危险因素防控政策建议 1份。

7. 中蒙戈壁调查与制图

工作内容：戈壁是由砾石、粗沙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类型。

中蒙戈壁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沙尘贡献区之一。聚焦“丝绸之路经

济带”绿色发展、我国北方生态屏障建设的需求，建立戈壁区资源

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对中蒙戈壁类型、地形地貌、气候、水文、

土壤、动植物、社会经济等进行综合调查；收集和整编近 30年

戈壁分布数据集，完成中蒙戈壁分布图编制；编制戈壁编目技术

规范，完成中蒙戈壁编目。

考核指标：（1）制定戈壁调查规范，开展 30个以上典型区

（戈壁样地不少于 500个）戈壁类型、地形地貌、气候、水文、

土壤、动植物、社会经济等实地调查；制定戈壁编目规范，完成

中蒙戈壁编目；（2）建立 1990年至今，分辨率不低于 30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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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低于 5期的中蒙戈壁时空数据集及同期影像数据集，野外真

实性检验实地调查样点不少于 200个；（3）基于统一制图规范，

编制中蒙戈壁分布电子图集（整个区域 1:400万，中国、蒙古子

区域 1:100万）；（4）提交中蒙戈壁区资源环境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3部（总报告 1部；中国、蒙古各 1部）、供有关政府部门决策参

考的咨询报告 3份以上。

8. 北部湾资源环境综合调查

工作内容：北部湾是南海西北部半封闭海湾，我国大西南出

海主通道。针对北部湾资源环境基础数据、资料严重不足等问题，

开展北部湾资源环境本底综合调查，获取水文、气象、地质、化

学、生物生态、典型生态系统等标本、样品和环境基础数据；系

统收集、整编北部湾历次海洋科学考察数据、长期观测数据、遥

感监测数据和基础图件等历史资料，建立北部湾资源环境本底数

据库与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1）建立北部湾水文、气象、地质、化学、生物

生态等海洋资源环境本底数据库与数据共享服务平台；（2）编制

北部湾水文、气象、地质、化学、生物生态、典型生态系统（包

括珊瑚礁、海草床、湿地、河口、盐沼等）等专题数字化图集 1

套，比例尺不低于 1:10万；（3）建立北部湾生物标本库（至少

300种，500个以上），DNA条形码数据库（至少 200种，1000

条以上）；（4）采集北部湾微生物样品不少于 300份，分离保存

菌种 2000株以上（300种以上），建设菌种资源库；（5）提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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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湾资源环境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1份，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纳的咨

询报告 3份以上。

9. 我国典型地质剖面数据整理及数据库构建

工作内容：地层研究是地质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我国拥

有一批包括 11个“金钉子”在内的具有重要地质科学意义的典型

地质剖面。建立典型地质剖面数据标准和矢量化处理技术规范，

收集整编与矢量化包括 11个“金钉子”剖面在内的我国典型地质

剖面的地质特征信息及时空信息，建立中国典型地质剖面数据库，

研发地质剖面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1）制定全国典型地质剖面数据整编和矢量化处

理技术规范；（2）收集整编我国 11个“金钉子”剖面、350个以上

全国典型地质剖面（不同地质时期典型地层的地质剖面不少于

100个、不同构造分区代表性区域地质图幅的典型地质剖面不少

于 250个）的地质特征信息及时空信息（包括起始点坐标、地层

时代、岩性、厚度、古生物化石、地球化学等 10类以上属性信

息），并对典型地质剖面图件进行矢量化处理，构建中国典型地质

剖面数据库；（3）建立中国典型地质剖面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1个，

实现地质剖面数据库的分级分类共享服务；（4）编著《中国典型

地质剖面》图集 1册。

10. 中国人类活动地理空间特征调查与数据产品研制

工作内容：人类活动地理空间数据产品同自然环境要素空间

数据产品不匹配，是制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创新发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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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针对中国人口、农牧产业、经济活动、重要基础设施等人

类活动特征信息，建立人类活动地理空间特征调查与空间格网化

技术体系；开展全国样带人类活动特征调查，构建 2000—2025

年中国 1km分辨率人类活动长时序空间数据库；对京津冀地区开

展重点调查，构建 1985—2025年京津冀地区 1km分辨率人类活

动长时序空间数据库。

考核指标：（1）编制人类活动地理空间特征调查与空间格网

化技术指南 1 套；（2）全国调查样带不少于 3条，调查 1km2样

方 3000个以上，人口、农牧产业、经济活动、重要基础设施等

人类活动空间信息指标不少于 10个；（3）京津冀地区调查样带

不少于 5条，调查 1km2样方 5000个以上，人口、农牧产业、经

济活动、重要基础设施等人类活动空间信息指标不少于 15 个；

（4）建立中国和京津冀地区的人类活动地理空间数据库各 1个，

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5年。

11. 《优良地方特色蔬菜种质资源多样性图志》编研

工作内容：为系统编研我国性状优良、地域性强、特色明显

的优良地方特色蔬菜种质资源代表性图集典志，在现有蔬菜种质

资源海量数据基础上，以叶菜、根菜、果菜、水生及多年生地方

特色蔬菜种质资源为主要对象，以原产地、适宜生态区及典型种

植模式为重点，系统梳理和整编其生物学特性（含形态特征、繁

殖特性、生长习性等）、生境信息（含种植分布、生长环境等）、

重要品质特性（包括感官特性、功能成分等）等多样性信息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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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数据，编研《中国地方特色蔬菜种质资源多样性图志》。

考核指标：（1）出版《中国地方特色蔬菜种质资源多样性图

志》系列丛书 1套，共分为 20册，1万余幅图片；（2）系统整理

40种 2500份以上优良地方特色蔬菜种质资源的生物学特性、生

境信息、重要品质特性等基础数据信息；（3）提出我国优良地方

特色蔬菜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开放共享等方面政策建议 1~3份。

12. 《中国孢子植物志》编研

工作内容：为基本探明我国相关孢子植物类群的种类、数量、

分布及各类群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在系统生物学原理和方法指导

下，综合分析形态学、解剖学、超微结构、分子生物学等证据，

在前期编研基础上，对孢子植物的重要类群（如葡萄穗霉科、附

毛孢科、蘑菇属、糙孢菌目-伏白菌目、酿酒酵母目、口蘑科、乳

牛肝菌科-须腹菌科-铆钉菇科、锈革孔菌目（二）、烟白齿菌科、

小脆柄菇科、斑痣盘菌目（二）、梨孢假壳科等真菌、绿藻门衣藻

目等淡水藻、甲藻门多甲藻目等海藻）进行补充调查和系统全面

的分类学研究，充分认识我国上述类群的物种多样性，完成中国

孢子植物志相关卷册的编研。编研过程中对相关类群的文献资料

进行全面收集与考证，借阅和研究国内的模式标本、菌种和藻种，

对国内现有标本进行收集、清理与分类和命名上的订正，为资源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考核指标：（1）完成中国孢子植物志 14个卷册的编研，提

交符合《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写规格》的书稿，每个卷册包含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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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不少于 100个；（2）收录相关类群宏微观形态特征图片不少

于 5000幅。

13. 《中国木材志》修编

工作内容：针对我国森林质量评估和林木资源利用中的木材

科学本底信息不足的现状，在 1992年出版的《中国木材志》基

础上，增加树种、修订分类、新增特征、统一表达，系统梳理和

总结我国三十余年来积累的木材科学标本资源、基础数据、区域

性资料及科研成果；并对我国前期调查基础薄弱的用材林树种开

展补充调查，采集木材标本，获取木材科学信息；汇总形成涵盖

中国主要木材的树种分类、资源分布、解剖学、化学、物理力学

性能、保护和加工利用等内容的木材科学基础数据库；修编《中

国木材志》，厘清我国木材科学本底信息。

考核指标：（1）完成《中国木材志》(第二版)（收录不少于

1700个树种）第一批 3卷的编研和出版，每卷不少于 300个树种；

共收录木材宏观、微观特征图片不少于 8000幅；（2）补充采集

木材标本不少于 3000份，建成我国重要用材林树种木材标本实

体库；（3）建立中国木材科学基础数据库，包含树种分类、资源

分布、解剖学、化学、物理力学性能、保护和加工利用等科学数

据不少于 10万条（含不少于 1万条图像数据），并实现开放共享。

14. 我国大地震基础资料整编及《中国大地震科学志》编研

工作内容：围绕大震孕育过程、地震发生和致灾机理等科学

目标，对中国大陆地区 1950年以来发生的 7级及以上（震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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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公布的地震目录为准）大地震的地震监测、震情跟踪

分析、地震科学考察、震害调查等积累的大量基础资料，以及地

震科学研究产出的相关数据和产品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汇总形

成地震记录、地震构造、深部环境、震源物理、地震异常、工程

震害和次生灾害等基础资料数据库，编研《中国大地震科学志》

系列丛书。

考核指标：（1）编撰完成首批《中国大地震科学志》5卷，

包括华北-东北卷、四川卷、云南卷、西藏-青海卷和甘肃-新疆卷

等,每卷含图版 50～100幅。（2） 构建中国大地震数据库，包括

每个地震事件的地震记录、地震构造、深部环境、震源物理、地

震异常、工程震害和次生灾害 7个数据集。

15. 青海冷湖地区光学和射电观测环境与资源调查

工作内容：光学和射电望远镜是开展太空感知、天文观测、

大气监测的重要设施，优良的观测环境是望远镜长期高效运行的

基础条件。搜集青海冷湖地区卫星和气象站气象数据、遥感数据

和无线电台站数据等基础环境资料，获得相应基础环境指标；按

照国际标准、规范，优选出适合光学观测、射电观测的区域各 3

个，分别连续开展 3年光学观测环境和 2年射电观测环境的详细

监测，获得相应观测环境指标；提出青海冷湖地区观测设施规划

布局建议、研究观测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和参考标准。

考核指标：（1）收集整理 10年以上青海冷湖地区基础环境

资料，包括气候、大气湍流、地形地貌与无线电信号等 4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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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选 3个光学观测环境定点区域，完成连续 3年覆盖率达

到理论值 90%的详细监测，包括夜天光背景、夜间云量、视宁度

等 3类环境指标；（3）优选 3个射电观测环境定点区域，完成连

续 2年、每月连续 3周的详细监测，包括电磁环境噪声底值、射

频干扰和水汽等 3类环境指标；（4）建设基础环境和观测环境数

据库 2个，形成电磁环境测试分析报告 3份、观测环境综合科学

性能分析报告 2份、观测设施规划布局建议报告 1份、观测环境

保护技术规范和参考标准报告 2份。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2023年 5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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