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

地震局共同设立，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吸引和汇聚全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加强面向国家

地震安全重大需求的基础前沿研究，促进我国地震科学可

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2025 年度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以重点支持项目的形式予

以资助，资助期限为 4 年，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260 万元/项。 

一、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一）大震孕育环境与发生机理 

1.隐伏活动断层高分辨率地震成像技术 

针对隐伏活动断层探测的技术难点，选择具有大震发

生潜势的隐伏断层，依托地震密集台阵，开展主动源和被

动源联合探测，建立包括全波形反演、多种数据联合反演

等关键技术的断层精细结构高分辨率成像方法体系，系统

评估方法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揭示研究区断层精细结构与

地震活动间的关联性，为强震机理研究和地震危险性评估

提供科学依据。 

2.断裂带流体压力与地震动力学效应 

围绕断层流体压力对地震活动影响这一国际地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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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针对流体压力测量难题，依托跨断层深钻，通过对

地应力和流体压力原位测量、流体成分和来源系统分析、

钻探岩心综合研究等，揭示断裂带结构及变形机制、流体

压力时变特征与地震耦合效应，为地震孕育机制研究和地

震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3.青藏高原东北部壳幔三维结构与强震深部动力学机制 

针对青藏高原东北部强震孕育的深部介质环境与动力

学驱动机制问题，结合多尺度三维大地电磁、重力和地震

结构探测、地质记录和其他多学科研究成果，构建青藏高

原东北部壳幔三维电性、弹性和黏弹性等结构和力学模型，

分析块体边界深部特征及壳幔变形样式，研究介质物性对

大震孕育的控制作用以及地震深部动力学机制。 

4.巨厚沉积区断裂带深浅结构耦合关系与孕震机理 

针对巨厚沉积区内断裂带的深部精细结构难以获得、

深浅耦合机制不清的问题，基于多频带、多尺度密集地震

台阵数据，发展深浅结构兼顾的高分辨率阵列成像及多源

数据联合反演方法，构建重点区域包含沉积层及断裂带精

细结构以及岩石圈波速结构的综合模型，揭示大震发震构

造的深浅耦合关系与孕震机理。 

5.板块俯冲作用对强震孕育和火山活动环境的影响 

聚焦板块俯冲与深部动力过程对强震孕育环境及板内火

山活动的影响，结合动力学模拟定量分析高分辨率壳幔三维

结构与岩石圈的力学耦合程度以及软流圈地幔流的关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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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潜在强震区的深部特征、俯冲板片形态及深部过程对浅

部构造和强震活动、火山岩浆作用的影响，深化对强震孕育

和发生机制及火山成因机制的认识。 

（二）大震危险源动态监测预测新理论与方法 

6.大震同震破裂带形变预测技术方法 

聚焦大地震同震破裂带形变规律与预测问题，综合地

震波观测、大地测量观测、野外地质调查、岩石物理实验

和数值模拟等多手段，揭示不同类型大震同震破裂变形带

三维形变场分布规律、变形机制及其与震前震后形变的关

系，建立适用于不同类型大震同震破裂带形变分布预测模

型。 

7.基于活动地块变形特征的大震危险源识别方法 

聚焦典型区域的潜在大震危险源，融合地震学、地壳

形变等多种观测数据，建立高分辨率三维地壳形变模型，

发展次级活动地块精细划分方法，构建关联大震危险源的

活动地块与断层动力学模型，结合岩石摩擦实验，揭示应

力应变与大震孕育的物理关系，建立大震三维危险源识别

方法，探索“块-带-源”协同的强震预测模式。 

8.南北地震带重力变化时空特征及其与强震活动关系 

聚焦强震孕育过程中的重力变化异常识别与预测应用

问题，研究强震孕育与重力变化定量关系，基于南北地震

带重力场模型和地面高精度重力变化观测资料，构建高分

辨率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和重力势能差驱动的构造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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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研究强震前重力变化及其他相关地球物理场异常特

征，发展中长期重力变化异常识别技术与潜在强震危险源

识别及预测方法。 

9.基于形变观测及流变结构的青藏高原裂谷带地震危险

性研究 

聚焦青藏高原裂谷带的壳幔深浅部变形耦合机制与地震

危险性，基于密集 GNSS 等形变资料，结合多种地球物理场

研究成果，构建精细的三维形变场和壳幔流变结构，发展断

层弹性变形与深部壳幔塑性变形耦合的反演方法，揭示应变

分配特征及断层闭锁状态，研究邻近强震引发的应力迁移过

程，综合评估青藏高原裂谷带的强震危险性。 

10.面向强震中期预测的多场数据预测校正与动力学模

拟技术 

聚焦强震中期预测阶段特征信号提取与识别问题，依

托地震监测数据，构建地球系统动力学模式驱动的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等多场耦合数值模拟，发展融合多方法、多

尺度、多频段的地震监测数据预测校正方法和人工智能预

测模型，完善基于物理机制的强震危险性中期预测技术体

系研究。 

11.基于物理信息与人工智能的强震危险源短期前兆异

常识别方法 

聚焦人工智能在地震预测中的应用，构建从实验室地

震到构造强震的多尺度地震前兆异常高质量数据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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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短期前兆机理和特征参数指标，提出关联强震危险

源的短期前兆异常人工智能识别方法，构建物理和数据驱

动双重约束的前兆异常识别模型，探索强震前兆异常形成

规律。 

（三）大震致灾机理与灾害防控新方法 

12.我国东部地震活动区强震动特征及预测模型 

聚焦东部强震观测和研究较匮乏地区的强震动特征刻

画和经验预测，研究我国东部地震活动区附近强震动衰减、

场地响应的区域依赖性规律，结合历史地震记录和实际地

震动观测，发展数值模拟与观测经验模型相结合的预测模

型构建方法体系，构建东部不同分区的强震动预测模型及

不确定性表征模型，提出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编制新范式。 

13.密集观测条件下的近场强震动特征及致灾机理 

聚焦新一代观测台网揭示的密集近场强震动现象，系

统分析“震源-路径-场地”对强震动的级联影响，揭示近场

强震动特征形成机制、控制因素和致灾机理，建立考虑区

域复杂三维结构影响的强震动模拟与预测模型，设计并优

化潜在大震区的预警观测台网布设模式，提升地震预警和

烈度速报及城市与重大工程抗震设防的可靠性。 

14.非基岩场地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结构地震安全评价与

性能提升关键技术 

聚焦非基岩场地核电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

抗震设防需求，研究非基岩场地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结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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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安全性评价方法，融合实际中强震和远场大震的典型强

震动观测数据，建立耦合地震数值模拟与振动台的实时混

合试验技术，发展基于基础减震、地基减震和增效隔震等

的新型减震抗震技术体系，提升非基岩场地核电等国家重

要基础设施工程的地震安全。 

二、申请要求 

（一）申请人条件 

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

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

进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执行《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

规定”中限项申请规定的相关要求。 

三、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应当认真阅读并执行本项目指南、

《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和《关于 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

中相关要求。 

1.本联合基金项目采取无纸化申请。申请书提交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5 日 16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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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联合基金面向全国，公平竞争。对于合作研究的项

目，应当在申请书中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内容、主要分工

等。合作研究单位的数量不得超过 2 个（依托单位+合作单

位 1+合作单位 2）。鼓励与地震部门业务科研单位和企业

联合申请。中国地震局将为本联合基金项目的实施提供便

利条件。 

3.申请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简称信

息系统），采用在线方式撰写申请书。没有信息系统账号

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位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 

4.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

择“重点支持项目”，附注说明选择“地震科学联合基

金”。申请代码 1 必须选择地球科学部(D)所属的申请代码。 

5.申请书正文开头应首先说明申请本联合基金的领域和

研究方向，如:[本申请针对重点支持项目“大震孕育环境与

发生机理”领域“1.隐伏活动断层高分辨率地震成像技术”

撰写，……]，以便评审专家清楚了解申请人所针对的研究

题目和内容。 

6.本着“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的原则，如

无特殊说明，项目申请书内容不要求完整覆盖所选研究方

向的所有研究内容。 

7.申请项目应当符合本项目指南的资助范围与要求。项

目名称、具体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目标等由申请人提出，

要求申请人按照重点支持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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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联合基金相关的国家其他科技计

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

分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8.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论文、专著、研

究报告、软件、专利、获奖成果报道等，应当注明得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震局地震科学联合基金项目

资助和项目批准号或作有关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与中国地震局共同促进项目数据共享和研究成果的推广

和应用。 

9.依托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完成依托单位承诺函、组织申

请以及审核申请材料等工作。在 2025 年 8 月 25 日 16 时

前通过信息系统逐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

料。 

四、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联系人：刘  哲 

电  话：010-62327157 

中国地震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联系人：张红艳 

电  话：010-8801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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