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部共建H 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2019年度）

一、 资助对象

1、 国内外符合王注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

研究方向，并且希望利用本实教室的科研条件进行巧究的项目， 

均可申请本基金。开放基金鼓励申请人与实駿室固定研究人员 

展合作研究。 '

2、 申请者根据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自由选题，按 照 《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认真填写申请书。实验室开放 

基金将优先资助立论清晰、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具有创新

和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

3、 申请者必须同本实验室科巧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在申请书 

须有明确的合作研究计划。

4、 副高级职称L乂上或者具有博去学位者，具有一定研究工作 

基础，对课题内容有兴趣者均可提出申请。尚无高级技术职称的 

青年科技工作者申请时，需有两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科技人 

员的推荐。在读巧究生及在站博去后人员的申请遁常不予受理。

二、 资助方式

项目资助周期为二年，实行课题单独核算。项目经费主要用 

于实验材料费、测试费レ乂及相关的差旅费等。对于取得突出成果 

的巧究人员将给予滚动支持。



H 、申请程序

本 实 验 窒 的 开 放 基 金 课 题 将 在 青 海 大 学 主 页

'•qhu.edu.c 打 ） 及 实 室 主

(http://gz.qhu.edu.cn/kfkt/index.htm) 上公布，申请人可及 0T

浏览相关信息。凡申请本开放基金项目者须填写《省部共建王江 

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窒开放课题申请书》，将填写好 

的申请书通过电子邮件并同时レ乂书面形式提交相关材料（双面打 

印，一式两份）。

申请项目的评审经学术委员会评议，并由实验室主任审核化 

准后才能纳入资助计划。审化通过后将通知申请人，须 在 1 个月 

内确定研究任务，签订课题任务书，开展相应科巧工作。

四、资助研究方向

(一）高寒水文与水资源高效利用方向

重点资助领域：

1、  王汪源水情演变、水文-生态环境演化及趋势巧究。开展水 

文-生态地面与空间信息动态获取与数据挖掘；王注源水循环、生 

态环境演变机理及规律研究；水分-能量-碳循环稿合机理与生态环 

境响应。王江源水情预报与黄河上游水（光、风）电优化调度的 

方法及技术；开展中长期与短期径流集合预报的理论与方法研 

究；研究黄河上游水文-生态系统演变与适应烛调控。

2、 青藏高原地表覆盖变化与生态水文响应规律研究。应用多 

源選感数据和全球陆地数据同化系统等研究青藏高原区域地表覆 

盖的变化和植被的动态演替规律，分析m 动下垫面变化和植被演

http://gz.qhu.edu.cn/kfkt/index.htm)%e4%b8%8a%e5%85%ac%e5%b8%83%ef%bc%8c%e7%94%b3%e8%af%b7%e4%ba%ba%e5%8f%af%e5%8f%8a


眷的关键因子L乂及各驱动因子的生态水文效应，区分各因子的生 

态重要性和胁迫响应程度，建立区域地表覆盖类型变化的模拟预 

报模型，进一步应用大数据分析手段量化关键因子的生态阔值或 

范围，为区域生态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3、空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空中水 

资源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空中水资源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气 

候变化背景下江河源区空中水资源可开发利用潘力；基于多元监 

测技术的云物理参数、地面降水誠合算法及可信效果栓验技术。

(二）高原生态系统功能及演眷规律研究

重点支持领域：

1、 青海典型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界面过程与调控机理巧究。未 

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背景下，高寒生态系统地上地下的互馈关 

系及其互作机制研究。兰江源国家公园多年冻主时空变化特征及 

对植被生长、主地覆盖的相互作用机制，高海拔冻主区主壤碳氮 

循环机理及冻融效应对止壤碳氮库的影响研究。

2、 高寒生态舱弱区生态服务功能相关基础研究。重点支持西 

宁城市水生态环境效应的科学评估，遣水河道景观水体水质、CH4 

排放、生物多样性等水体生患服务功能的变化和调控因素研究。 

开展北祁连地区地质旅游资源类型、分布特征、促护现状及成因 

研究。

3、 重要基因的发掘与代谢途径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高原作 

物青棵和蚕豆、沙生植物沙棘和梭梭等耐盐碱抗罩基因、高原鱼 

类耐低氧、耐低温和耐高盐基因、轮牛、燕羊抗逆、抗病基因和 

油菜发育相关基因的分离与鉴定，相关代谢途径的分子调控机带、



巧究

(王）高原农牧业种质资源利用与创新

重点支持领域：

1、 高原农牧业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研究。开展优质小麦、油 

菜、青裸、燕麦等高原特色农作物、禾本科和豆科优良牧草、沙 

棘、菊芋、尧根、黑果构杞等特包植物レ乂及高原畜、禽、鱼类的 

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核八、种质构建、优异牲状的选择、种质鉴 

定与新种质创制，种间杂交亲和性鉴定及染色体与分子育种体系 

的构建， 及天然草地牧草优质品种选育等。

2、 高原特包生物产品活烛成分的分离、纯化方法等方面的应 

用基硕研究。包括冬虫夏草、簇麻、黑果构杞、茶薦子、青禄、 

拘杞、耗牛与蘇羊肉及乳、骨胶等产品中功效成分的检测、分离 

与提取、加工Ifc藏等方面的应巧基础研究。

3、 高原特色动植物资源创新利用相关基硕研究。L乂耗牛藏羊 

等高原习服动物为研究对象，开展其遗传资源、繁殖生理、动物 

营养供给与品质、肉乳特点及功能成分研究，家畜疾病流行规律 

等研究； L乂草地群落、优质牧草为巧究对象，开展草地生态保 

护、习服牧草驯化、育种及高效栽培技术及饲草科加工技术的研 

究；高原动植物病虫害、鼠害的发生机制、预测预报与安全防控 

技术，生物农药、疫苗研制、兽剪开发等应用基础研究。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寿德高强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宁大路251号青海大学省部共建王江源



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窒办么窒 

邮编：810000

电话；0971-5201533, 13997060026, 13997128906， 

电子信箱：qhsklpe@163 .com

六、申报时间

2018年度项目申请截止受理日期为2018年6 月 2 0日

省部共建王江源生凉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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