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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及基金管理办法

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2011年12月由教育部批准立项

建设并于 2017 年 7 月通过评估，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实验室下设

地下水渗流与循环实验室、地下水物理模拟实验室、水文地球化学实验室、地质

灾害形成及预防实验室、温室气体与水岩相互作用实验室、地质灾害监测实验室

等。现有面积 4400 余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 3000 万元以上。自成立以来，结

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学优势，以地下水为特色，开展水文地质学、水文学

及水资源、环境工程多学科交叉研究，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的重大科研课

题，获得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与奖励。实验室内部学科配套齐全，

知识结构合理，形成了良好的人才梯队，为实验室和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

力资源保障，同时实验室还培养了大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国家输送了专业

技术人才。实验室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先进的实验设备为依托加强对外交流，

开放合作研究，建成了具有地学特色的地下水与环境科技实验创新平台。

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基金，支持与本实验室目前主要

研究方向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接受各类科研机构和企事业研究人员

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通过与实验室进行合作，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一、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

1. 多重尺度地下水系统水循环

研究不同尺度地下水系统水循环要素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揭示地下水系

统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为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理论

基础。

2. 地下水与陆面水文过程的耦合及其生态效应

研究地下水与地表水相互转化的物理机制，从耦合角度认识地下水资源和地

表水资源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赖性。揭示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形成和耗散的主

要规律，为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的协调开发与优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 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成因及迁移转化机理及监测与修复

以揭示土壤-地下水系统中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为目标，研究有毒、有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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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天然水文地球化学作用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调查、

评价和修复技术标准与规范研究，建立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监管技术与修复技

术体系。

4.污染场地的净化与修复技术应用

通过室内实验和现场试验研究污染场地原位、异位处理处置技术，特别是混

合污染物和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处理技术，在实验室和野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

具有推广应用意义的技术方案。

二、开放课题基金申请办法和注意事项

1、申请者可按本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自由申请课题，认真填写申请书。对

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具有创新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优先资助。

2、开放课题基金每年申请一次。每项课题的执行期一般为 1-2年，资助金

额为 3-5万元（人民币），每年拟资助课题数为 4-5项；

3、申请者应符合如下条件：

（1）是课题的实际负责人，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申请课题的研究；

（2）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

（3）中级以下技术职称和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者，需由具有高级职称的

科研人员书面推荐。

4、鼓励申请者利用本实验室的科学仪器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欢迎国

内外学者自带课题利用本实验室设备开展客座研究，实验室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

和测试咨询。

5、申请者须提交《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

申请书》纸质 3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和申请书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三、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

1、开放课题的立项、遴选和管理工作遵循“公平、合理、民主”的原则，执

行回避和保密的有关规定，接受科技界和社会的监督。

2、课题申请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审通过、审核批准后，课题即列

入本实验室的研究计划。开放基金课题的评定结果由实验室负责人签发，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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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办公室通知所有申请者。获得资助的申请者，接到通知后，应向本实验室提交

课题实施计划。在执行期间申请者即成为本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利用课题基金

按照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3、课题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1-2年，从获得批准的日期起开始执行。

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项目可以考虑申请课题延续，本实验室优先给予资助。

4、课题实施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更改原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如有

变动，必须由申请人在课题研究期限的半年前提出申请，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和

实验室负责人审批。

5、在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每半年提交一次课题进展报告，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对报告审查后提出评审意见，开放课题研究期满需提交结题报告和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专利等），如研究成果滞后，在取得相关研究成果证

明和论文正式发表后完成补交工作。

6、课题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使用范围包括与资助课题直接有关的研究

费用，包括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维修费、出版费、劳务费及其他

如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调研费等。

7、开放课题的研究成果由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和本实验室共有。课题结束后

1-2年内的论文发表、专著出版、专利和奖励申报等都应标注“由地下水循环与

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资助”。

资助课题结束后，应向实验室提交下列资料，由实验室归档。

1) 研究工作总结。

2) 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

四、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

院，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电 话：010-82323917

邮 编：100083

地下水循环与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7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