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

２０２２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微塑料的环境化学行为与效应”项目指南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ꎬ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国务院颁布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ꎮ 全球每年有大量塑料排入环境ꎬ并在大自然

中不断破碎与降解形成微塑料ꎬ由于其颗粒微小且吸附性能强ꎬ致使其毒害效应更加突出ꎬ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ＵＮＥＰ)已把微塑料列入全球性新污染物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应对塑料污染

的重要战略部署ꎬ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ꎬ促进提升污染防治的科学性和精准性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基础科学板块现启动“微塑料的环境化学行为与效应”专项项目ꎮ

一、科学目标

针对微塑料污染防控的国家重大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ꎬ在检测方法、界面行为、迁移转化、生态与健

康效应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研究ꎬ联合攻关ꎬ在新方法、新理论、新认识方面取得突破ꎬ引领微塑料领域基

础科学前沿研究ꎬ为保障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ꎮ

二、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一)环境中微塑料的形成、迁移、转化过程与机制ꎮ
(二)微塑料的生态毒性与健康效应的产生机制ꎮ

三、拟资助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一)环境中微塑料的检测新方法与污染特征ꎮ
研究复杂环境和生物基质中微塑料的分离与富集技术ꎬ发展微塑料特别是纳米级塑料的识别、高灵

敏快速检测方法和溯源技术ꎻ研究不同环境介质中微塑料的来源、污染特征、赋存状态、时空变化与环境

归趋ꎮ
(二)环境中微塑料界面化学行为ꎮ
研究环境中微塑料的形成机制与界面行为ꎬ揭示其物理、化学、生物转化过程与分子机理ꎬ探明环境

条件下微塑料中有毒物质的释放过程及与环境介质和共存污染物的交互作用机制ꎮ
(三)环境中微塑料的毒性与健康效应ꎮ
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生物积累、转运过程与机制ꎬ筛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暴露和效应生物

标志物ꎬ研究微塑料的尺寸效应及与其它污染物的复合毒性效应ꎬ探索微塑料与有害健康结局的相关性

及毒性机理ꎮ
(四)环境中微塑料的消减与控制原理ꎮ
研究环境中微塑料的消减与控制技术原理ꎬ特别是研究微塑料生物膜中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功能基

因及其生物降解规律ꎬ为治理微塑料污染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ꎮ

四、资助计划

本专项项目资助期限为 ４ 年ꎬ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应填写“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每个方向资助不超过 １ 项ꎬ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３００ 万元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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