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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研究基金的管理办法（试行）
经石林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

经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多次协商，为了鼓励国内外学者到石
林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深入调查、评价石林风景资源的价值和生态环境特点；不断深化对石林
的成因、发育规律、演化过程的认识；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改善与石林风景事业
的协调发展，为石林风景名胜区的科学管理、统一规划、严格保护、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决
定成立石林研究基金。 随着经济的发展，基金占石林门票收入的比例将逐年增加。
1 基金资金的来源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每年从石林门票收入中拨出5‰作为石林研究基金的资金，并随
着石林收入的增加，基金占石林门票收入的比例将逐年增加，争取达到石林门票收入的1％。
2 基金资金的管理

石林研究基金专款专用，由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统一管理。石林研究基金主要资助大专
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有关石林成因规律、演化过程、生态环境、资源调查和评价、科学开发和保
护及经济、社会进步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3 基金的申请对象

凡职称在工程师、助理研究员、讲师以上或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内外科研人员均可申请石林
研究基金项目。
4 基金申请书的格式和内容

石林研究基金项目申请书的格式和内容可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的项目申请表。 申
请书要求，中国学者的项目申请书除中文本外，还必须要英文副本，即项目申请书中各部分的
英文要本。
5 石林项目的研究期限

石林项目的研究期限一般为两年，对有突破性的重大研究项目可延长一年，即三年完成，
并可适度增加经费资助。
6 申请项目受理的时间

石林研究中心每年年底公布下一年度的基金申请指南。 每年1月1日～1月31日，石林
研究中心受理石林研究基金项目申请书。
7 项目申请资助强度

项目申请经费一般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 国外学者申请项目资助一般不包括国际旅费，
资助经费只能用在石林地区的科研工作。
8 基金的评审

每年2～4月由石林研究中心组织申请项目的评审。首先对每一份申请项目组织三位同行
专家进行书面评审，然后每年四月的第一周由石林研究中心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对石林研究



基金申请项目进行终审。在项目评审过程中采取当事人回避措施，以保证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和
公平性。项目资助额由石林研究中心正、副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学术委员会评审意
见再决定项目的资助额。
9 关于资助国内外学术交流

石林基金鼓励从事石林研究的科研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在国外）的学者，最多申请资助人民币2万元。 参加国内学术交流，申

请资助不超过人民币3000元。
申请参加在国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资助条件为：
1．会议工作语言中的一种并且能四会（听、说、读、写） ；
2．石林研究项目的主要参加者；
3．提交有关石林研究论文的复印件、会议组织委员会的录用通知书和邀请信、省部级批文

及本单位意见。 会议结束后被资助者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交学术交流的总结和经费使用决算单
（需单位财务部门审核） 。

申请国内学术交流的资助条件为：
1．石林研究项目的主要参加者；
2．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的正式通知书，并附石林研究论文复印件和本单位意见。

10 基金资助经费拨款
项目资助经费一般分为三次拨给科研人员，批准后拨40％，第二年拨40％。 课题如能按

期、按质完成后，拨20％。
11 成果

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包括研究报告、论文及其出版必须按时提交石林研究基金办公室。
项目完成后，必须及时结题，并提交完整的成果及其目录。凡本基金资助的项目，在所有的成果
中必须标注。

所提交的研究成果由石林研究中心组织学术委员会进行审定。 审定结果通过 Internet 网
予以公布。

石林研究中心，每两年正式出版一本《石林研究》论文集。作者提交的每篇论文如是中文论
文，则需附详细英文摘要；若为外文论文，则提交详细中文摘要。
12 奖惩

研究成果经中心学术委员会评审达到优秀的论文，每篇论文奖励人民币1000元；优秀研
究报告（不含论文） ，奖励人民币3000元。对于受奖的项目，研究中心将颁发获奖证书。对研究
不按计划进行的基金项目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止资助。

对于成果较差者，扣除基金资助的20％。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石林研究中心

199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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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度石林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一览表

序号
姓名

NAME
单位

INST ITUT IONS
项目名称

PROJECT NAME
批准金额

（万元）

01 张捷

Zhang Jie
南京大学城市资源系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Nanjing University

石林表面藻类群落微生态类型特征与石林景观特征的形成

Types and Character of M icro-ecology of Algae on Stone Forest
and The Related Genetic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Stone
Forest Landscape

8．00

 

02 谭明

Tan Ming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Institute of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路南石林地区洞穴沉积高分辨环境变化记录

High-Resolution Speleothem Record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Lunan Stone Forest Region

6．00

 

03 宋林华

Song Linhua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Geograph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路南石林地区现代土下溶蚀动力与过程研究

Modern Subsoil Dissolution and Dyamic Processes in Lunan Shilin
National Park，Ynnan

10．91

 

04 Tadej Slabe
T．斯留勃

Karst Research Institute，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喀斯特研究所

Development of Stone Forest-Lithology，Selective Karstification
and Its Rocky Relief
石林的发育-岩性，选择性喀斯特作用与它的岩石地形

8．13

 

05 Tao Tang
唐涛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at Buffalo
美国布法罗州州立大学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GIS ） Database
for Na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Lunan Stone Forest National Park，Yunnan，China
关于云南省路南石林自然遗产和环境保护的 GIS 数据库的开发

3．00

 

06 刘宏

Liu Hong
云南省地理研究所

Yunna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不同石林类型皮下含水层结构研究

A Research on Subcutaneous Zone’s Structures in Shilin Areas
3．00

 

07 卢耀如

Lu Yaoru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研究

所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y

石林发育过程与地质-生态环境演化研究
Research on Karstification of Stone Forest and Its Geo-Ecology
Evolution

8．00

 

08 谢运球

Xie Yunqiu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

所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y

路南石林非可溶岩盖层下的岩溶动力学研究

The Study on Formation of Lunan Stone Forest by Karst
Dynamics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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