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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丛 书 》 序 

中 国 科 学 院 自 1949 年 建 院 以 来 ,陆续 在 全 国 各 重要 生态 区 建立 了 100 多 个 以 合理 利用 

资源 ,促进 当地 农业 、 林 业 、 牧 业 和 渔业 发 展 ,以 及 观测 和 研究 诸如 冰川 ̀  冻 土 .泥石流 和 滑坡 

等 一 些 特殊 自然 现象 为 目的 的 定位 研究 站 。 在 过 去 几 十 年 中 ,这 些 站 无 论 在 解决 本 地 区 资 

源 、 环 境 和 社会 经 济 发 展 所 面临 的 问题 方面 ,还 是 在 发 展 生 态 学 方面 ,都 发 挥 了 重大 的 作用 。 

。 自 本 世纪 80 年 代 以 来 ,一 方面 由 于 地 球 系统 科学 的 出 现 与 发 展 , 特 别 是 由 于 国际 地 圈 - 

生物 圈 计 划 (IGBP) 的 提出 与 实施 ; 另 一 方面 ,由 于 日 益 严 重 的 全 球 性 资源 、 环 境 问题 所 造成 

的 压力 ,使 生态 学 家 们 提出 了 以 从 事 长 期 ,大 地 域 尺 度 生 态 学 监测 和 研究 为 目的 的 国家 、 区 

域 乃至 全 球 性 网 络 的 议题 .就 是 在 这 种 背景 下 ,中国 科 学 院 从 已 有 的 定位 研究 站 中 选 出 条 件 

较 好 的 农田 、 森 林 、 草 原 . 湖 泊 和 海洋 生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29 个 ( 见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生态 站 分 布 图 ) ,并 新 建 水 分 .土壤 .大 气 、 生 物 和 水 域 生态 系统 5 个 学 科 分 中 心 及 1 个 综合 

研究 中 心 , 于 1988 年 开始 了 筹建 “中 国生 态 系 统 研究 网 络 ( 英 文 名 称 为 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 缩写 为 CERN)?” 的 工作 。 目前 ,中 国 科 学 院 所 属 21 个 研究 所 的 千 余 名 科 

技 人 员 参 与 了 该 网 络 的 建设 与 研究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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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筹建 阶段 的 中 心 任务 ,是 完成 CERN 的 总 体 设计 。1988 一 1992 年 的 5 年间, 在 中 国 
科学 院 、 国 家 计 委 、 财 政 部 和 国家 科 委 的 领导 与 支持 下 ,来 自我 院 各 有 关 所 的 科技 人 员 ,详细 

研究 了 生态 学 的 最 新 发 展 动向 ,特别 着 重 研 究 了 当代 生态 学 对 生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所 提出 的 

种 种 新 的 要 求 ; 了 解 了 世界 上 已 有 的 或 正在 筹建 的 各 个 以 长 期 生态 学 监测 和 研究 为 目标 的 

网 络 的 设计 和 执行 情况 ;特别 是 分 析 了 "美国 长 期 生态 学 研究 网 络 ( 英 文 名 称 为 U.S.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缩写 为 U.S.LTER Network)2” 的 发 展 过 程 ,注意 吸取 了 

它 的 经 验 和 教训 ;同时 ,结合 我 国 的 具体 情况 ,经 过 反复 推 殴 ,集思广益 ,于 1992 年 底 完 成 了 

网 络 的 设计 工作 ,并 开始 建设 。 

与 其 他 网 络 相 比较 ,CERN 的 设计 有 如 下 特征 ， 在 整个 网 络 的 目的 性 方面 ， 强调 网 络 的 

整体 性 和 总 体 目标 ,强调 直接 服务 于 解决 社会 .经 济 发 展 与 资源 、 环 境 方面 的 问题 ;在 观测 方 

面 ,强调 观测 仪器 .设备 和 观测 方法 和 标准 化 ,以 便 取 得 可 以 互 比 的 数据 ;在 数据 方面 ,强调 

数据 格式 的 统一 和 数据 质量 的 控制 .数据 共享 和 数据 的 综合 与 分 析 ; 在 研究 方法 上 ,强调 包 

括 社 会 科学 在 内 的 多 学 科 参 与 的 综合 研究 ,强调 按 统一 的 目标 和 方法 进行 的 ,有 多 个 站 参与 

的 网 络 研 究 。 

几 年 来 ,通过 国内 、 外 专家 的 多 次 评议 ,肯定 了 上 述 设 计 的 先进 性 和 可 行 性 ,这 为 CERN 

的 总 体 目 标 和 各 项 任务 的 实现 商定 了 可 靠 的 基础 。 

CERN 的 长 期 目标 是 以 地 面 网 络 式 观测 .试验 为 主 , 结 合 遥 感 ̀. 地 理 信息 系统 和 数学 模 

型 等 现代 生态 学 研究 手段 ,实现 对 我 国 各 主要 类 型 生态 系统 和 环境 状况 的 长 期 .全 面 的 监测 

和 研究 ,为 改善 我 国 的 生存 环境 ,保证 目 然 资源 的 可 持续 利用 及 发 展 生态 学 做 贡献 。 它 的 具 

体 任务 是 ， 
1. 按 统一 的 规程 对 我 国 主要 类 型 农田 森林、 草原 .湖泊 和 海洋 生态 系统 的 重要 生态 学 

过 程 和 水 土壤 大气、 生物 等 生态 系统 的 组 分 进行 长 期 监测 ; 

2. 全 面 ̀  深 入 地 研究 我 国 主要 类 型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动态 和 持续 利用 的 途径 和 方 

法 ; 

3. 为 各 站 所 在 的 地 区 提供 自然 资源 持续 利用 和 改善 生存 环境 的 优化 经 营 样板 ; 

4. 为 地 区 和 国家 关于 资源 、 环 境 方面 的 重大 决策 提供 科学 依据 ; 

5. 积极 参与 国际 合作 研究 ,为 认识 并 解决 全 球 性 重大 资源 、 环 境 问 题 做 贡献 。 

为 了 及 时 反映 该 网 络 所 属 各 生态 站 、 分 中 心 和 综合 研究 中 心 的 研究 成 果 ,CERN 科学 委 

“ 员 会 决定 从 1994 年 起 设立 出 版 基金 ,资助 出 版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丛书 》。 我 们 希望 该 

丛书 的 问世 ,将 对 认识 我 国 主要 类 型 生态 系统 的 基本 特征 和 合理 经 营 的 途径 ,对 促进 我 国 自 

然 资源 的 可 持续 利用 和 国家 、 地 区 社会 经 济 的 可 持续 发 展 , 以 及 对 提高 生态 学 的 研究 水 平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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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科 学 委员 会 

nso 制定 研究 与 建设 总 体 规划 ， Wai 

规划 与 建设 计划 ,提出 人 才 培 训 计 划 及 国际 合作 计划 ,并 组 织 实施 负责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运行 经 费 的 分 配 与 管理 ,组 织 和 协调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内 外 的 活动 ,组 织 专家 评议 研究 成 

果 及 数据 管理 工作 和 验收 等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科 学 委员 会 秘书 处 

秘书 处 是 中 国生 态 系 统 研究 网 络 科 学 委员 会 的 办 事 机 构 , 由 有 关 专 家 和 管理 人 员 组 成 ,负责 科 
学 委员 会 的 日 常事 务 。 具 有 计划 、 组 织 , 协 调 、 反 馈 及 控制 功能 。 

“NA BRA PHM“ 中国 科 学院 生态 网 络 系统 工程 ” 
基建 办 公 室 

“ 八 五 ?国家 大 中 型 建设 项 目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态 网 络 系统 工程 ?基建 办 公 室 负责 总 投资 为 

4500 万 元 、 在 1993 一 1995 年 实施 的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建设 项 目的 日 常 管理 工作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是 在 科学 委员 会 的 领导 下 ,并 与 科学 咨询 委员 
保持 协调 工作 的 组 织 。 数 据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由 生态 和 数据 管理 方面 的 专家 组 成 。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的 主任 由 科学 委员 会 主任 兼任 。 数 据 管理 委员 会 将 通过 下 设 的 数据 管理 
工作 小 组 承担 和 执行 具体 的 工作 。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的 任务 是 制定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内 部 和 外 部 包括 国内 的 有 关机 构 和 
国际 机 构 之 间 数 据 交 换 和 共享 政策 ; 它 还 将 对 数据 管理 方面 的 新 技术 、 新 方法 和 计算 机 软 硬 件 

的 发 展 管理 提供 咨询 ,并 定期 向 科学 委员 会 和 科学 咨询 委员 会 汇报 有 关 数 据 管理 方面 的 工作 
状况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科 学 咨询 委员 会 

科学 咨询 委员 会 由 国内 外 著名 专家 组 成 ,任务 是 协助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科 学 委员 会 
对 网 络 建设 研究 方向 ,研究 内 容 、 数 据 管理 .学术 交 流 以 及 人 员 培 训 等 方面 独立 地 进行 评议 。 

1 



综合 研究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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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向 

它 的 主要 方向 是 对 CERN 各 站 和 分 中 心 采集 的 和 从 其 他 渠道 收集 的 有 关 我 国生 态 系统 、 

资源 、 环 境 和 社会 经 济 状况 的 数据 ,资料 进行 综合 与 分 析 , 在 区 域 和 区 域 以 上 层次 对 生态 系 

统 、 资 源 和 环境 的 现状 及 动态 进行 研究 ,为 各 级 决策 部 门 的 决策 提供 科学 依据 ,最 终 为 我 国 的 
可 持续 发 展 服务 。 同 时 ,积极 参与 国际 合作 ,为 全 球 的 生态 、 资 源 、 环 境 研 究 贡 献 力 量 。 

2. 任务 

C1) 建立 并 运行 用 于 支持 CERN 数据 管理 的 计算 机 网 络 系统 

综合 中 心 是 整个 网 络 的 管理 中 心 和 数据 存 贮 及 交换 中 心 , 主 要 以 服务 器 和 工作 站 为 主 。 
其 硬件 系统 由 服务 器 .工作 站 和 微机 构成 ,外 部 设备 的 配置 将 支持 大 容量 的 数据 存 迪 、 备 份 、 

存档 和 较 强 的 图 形 图 像 数 据 处 理 能 力 , 包 括 彩色 静电 绘图 机 、 高 分 辩 率 的 彩色 喷 墨 绘图 机 和 各 
种 档次 的 打印 机 。 支 持 数据 管理 和 处 理 的 软件 系统 ,包括 多 种 类 型 的 大 型 数据 管理 系统 .图 象 
处 理 系统 .地 理 信息 系统 、 统 计 分 析 系 统 , 电 子 出 版 系统 ,以 及 多 种 软件 开发 工具 。 在 综合 中 
心 大 楼 内 部 形成 一 个 功能 齐全 的 分 布 式 的 数据 管理 系统 。 综 合 中 心 的 计算 机 管理 系统 将 通过 

中 国 科 学 院 北 郊 计算 机 网 络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的 其 它 计 算 机 网 络 紧密 相 联 。 
综合 中 心 数据 管理 系统 的 任务 包括 

> 收集 和 管理 CERN 的 小 .中 ,大 斥 度数 据 ; 
> 协调 CERN 与 其 它 国 内 机 构 及 国际 组 织 之 间 的 数据 交流 ; 

“ 整编 和 发 布 网 络 的 有 关 数 据 资源 信息 ,促进 CERN 以 及 和 CERN 以 外 机 构 的 数据 共 
享 ; 

“。 对 全 网 共享 数据 集中 存档 ,保证 数据 的 安全 。 

综合 中 心 作为 CERN 网 络 的 核心 ,其 任务 是 : 

。 作 为 CERN 的 网 络 管理 中 心 , 保 证 CERN 网 络 的 运行 ; 

。 作 为 CERN 网 络 服务 中 心 ,建立 CERN 的 WWW FTP、E 一 mail 等 网 络 的 公用 服务 系 

统 ; 

。 在 综合 中 心 建 立 现代 化 的 计算 机 网 络 环境 ,利用 多 种 传输 手段 建立 以 ATM TCP/IP fp 



议 为 基础 的 计算 机 网 络 ,在 综合 中 心 内 提供 分 布 式 数据 处 理 及 计算 环境 ,实现 软 硬 件 资源 的 共 

享 ; 
。 形 成 开放 性 的 互 连 环境 ,通过 采用 国际 标准 的 计算 机 网 络 协议 和 开放 性 的 系统 软件 ， 

实现 CERN 内 部 的 互联 以 及 与 CERN 以 外 的 网 络 和 国际 网 络 的 联接 ,作为 CERN 网 络 的 对 外 

联接 窗口 。 

综合 中 心 网 络 主要 以 ATM 为 主干 网 络 ,联结 多 个 以 TCP/IP 为 基础 的 局 域 网 ,包括 综合 

中 心 研 究 使 用 的 局 域 网 .培训 系统 局 域 网 和 综合 中 心 办 公 楼 的 局 域 网 ,总 共有 接近 100 个 结 

点 ,形成 一 互联 的 高 速 网 络 。 

(2) 建立 用 于 支持 CERN 研究 工作 的 信息 系统 

。 建 立 区 域 和 全 国 尺 度 的 资源 、 环 境 、. 生 态 及 有 关 的 社会 经 济 数据 库 集 ; 

。 研 究 数据 管理 的 理论 和 方法 (数据 标准 化 、 建 档 、 存 贮 及 质量 控制 等 ); 

。 开 展 国内 、 国 际 间 的 数据 交流 与 共享 ; 

。 提 供 数 据 服 务 ( 综 合 中 心 所 有 数据 都 按 CERN 数据 管理 政策 规定 ,向 综合 中 心 、 分 中 心 

和 生态 站 开展 的 研究 课题 和 按 协 议 向 国内 、 外 用 户 提供 服务 ) 。 

(3) 针对 区 域 ̀. 国 家 乃至 全 球 性 问题 开展 以 下 研究 工作 : 

。 主要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动态 和 优化 管理 的 研究 ; 

资源、 生态 、 环 境 变化 趋势 与 对 策 研究 ; 

。 资源 、 环 境 、 人 口 与 经 济 可 持续 发 展 关 系 研 究 ; 

。 主 要 经 济 发 展 地 区 再 生 资 源 利用 潜力 评价 及 生态 、 环 境 退化 与 改善 对 策 研究 ; 

。 生 态 系统 质量 评价 体系 .退化 机 制 、 恢 复 与 重建 模式 及 退化 预警 研究 ; 

。 待 开发 地 区 资源 利用 与 环境 保护 模式 研究 ; 

。 生 态 系统 生产 力 、 生 产 潜力 及 调控 模式 研究 ; 

“。 气候 变化 和 人 类 活动 与 生态 系统 演 替 关系 研究 ; 

。 生态 交错 带 生 态 环境 动态 监测 系统 研究 ; 

。 国家 大 、 中 型 建设 项 目 资 源 与 环境 评价 研究 ; 

。 参 与 国际 生态 和 环境 方面 大 型 研究 计划 。 
(4) 培训 部 

综合 中 心 下 设 培训 部 ,拥有 一 个 装备 有 31 台 微 机 和 4 台 工 作 站 及 一 些 通用 软件 为 主 的 培 

训 视 听 教 室 。 该 培训 部 面向 全 网 络 , 开 展 多 种 计算 机 技术 和 生态 学 理论 的 培训 ,包括 微机 操作 

培训 、 信 息 系统 培训 、 数 据 通讯 培训 .计算 机 辅助 分 析 和 决策 ,以 及 进行 有 关 生 态 学 理论 的 教 

学 等 。 培 训 部 在 1998 年 以 前 的 任务 主要 是 完成 CERN 项 目 所 规定 的 有 关 的 国内 培训 项 目 ， 

1996~1997 年 计划 约 有 近 10 个 培训 班 在 此 举办 ,1998 年 以 后 ,该 培训 部 将 逐渐 调整 培训 项 

目 ,并 将 培训 对 象 的 范围 进一步 扩大 ，, 使 更 多 的 生态 站 人 员 和 其 它 有 关 人 员 得 到 培训 的 机 会 。 

根据 需要 ,负责 对 网 络 的 有 关 人 员 进 行 各 种 必需 的 培训 。 

三 、 结 构 

CERN 综合 中 心 主 要 由 以 下 几 个 部 分 组 成 : 



1. 计算 机 网 络 管理 部 

“ 保证 CERN 计算 机 网 络 的 正常 运行 ,包括 网 络 设备 的 维护 .运行 监视 和 错误 恢复 ; 
“计算 机 及 其 外 围 设备 的 运行 和 维护 ; 

“ 计算 机 网 络 技术 的 咨询 服务 。 

2. 数据 管理 部 

。 数 据 组 :主要 负责 属性 数据 的 管理 与 服务 ; 

。 图形 组 :主要 负责 空间 数据 的 开发 与 管理 ; 

> GIS 组 :综合 空间 和 非 空 间 数据 ,建立 GIS ,并 负责 解决 建立 GIS 中 的 技术 难题 ,为 综合 

研究 提供 服务 ; 

。 模 型 组 :为 综合 研究 提供 各 种 模型 技术 (统计 模型 .空间 分 析 模 型 .生态 系统 模型 、 资 源 

与 环境 综合 评价 专家 系统 和 辅助 决策 支持 及 咨询 专家 系统 等 ) 。 

3. 研究 部 

根据 任务 需要 , 按 项 目 组 织 开 展 研 究 工 作 。 

4. 培训 部 

主要 承担 CERN 及 与 CERN 有 关 的 培训 任务 。 

组 织 和 管理 

综合 中 心 在 现 阶段 的 规模 为 40 人 ,其 中 固定 人 员 15 人 ,流动 人 员 25 A. 

综合 中 心 将 在 CERN 科学 委员 会 的 直接 领导 下 开展 各 项 工作 。 设 主任 一 人 , 副 主 任 2 A. 

各 部 需要 设 负责 人 1 至 数 人 。 综 合 中心 实 行 开放 、 流 动 \ 联 合 的 管理 。 

联系 地 址 :北京 市 安 外 大 屯 路 3 号 综 考 会 

邮政 编码 :100101 

HB 话 :(010)64931980 

传 H:(010)64931970 



水 分 分 中 心 

一 .隶属 
水 分 分 中 心 建 于 1992 年 ,隶属 于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究 所 。 

二 、 任 务 

水 分 分 中 心 在 CERN 科学 委员 会 及 地 理 所 的 领导 下 ,负责 网 络 台 站 有 关 水 的 实验 观测 数 

据 的 质量 管理 与 质量 控制 人 员 培 训 和 学 术 交 流 以 及 若干 网 络 的 研究 工作 。 

水 分 分 中 心 的 总 任务 是 : 
(1) 向 CERN 提出 观测 指标 体系 供 台 站 使 用 ,同时 向 CERN 提出 观测 所 采用 的 统一 仪器 

类 型 .规格 和 型 号 ; 
《2) 组 织 专 家 编写 和 审定 统一 的 观测 与 分 析 方法 , 供 生态 站 使 用 ; 

《3) 负 责 向 各 生态 站 搜集 观测 数据 和 资料 ,进行 汇集 整编 和 建 库 , 按 照 CERN 数据 共享 的 

原则 和 政策 ,为 科研 服务 ; 
《4) 对 生态 站 观测 数据 的 质量 进行 评价 和 监控 ; 

《5) 开 展 水 问题 的 研究 ; 
《6) 对 生态 站 进行 有 关 技 术 的 培训 。 

水 分 分 中 心 水 问题 的 研究 工作 有 : 
(1) 水 资源 管理 研究 ,包括 区 域 水 资源 调控 ,不 同类 型 地 区 的 节 水 型 生态 系统 的 最 优 模型 ， 

不 同类 型 地 区 的 雨 养 农 业 模 式 , 以 最 大 限度 利用 降水 为 中 心 的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调控 ,水 资源 管理 

与 土壤 保持 和 土壤 盐分 调控 ; 
《2) 水 环境 的 研究 ,包括 不 同类 型 地 区 水 环境 的 现状 ,化 学 组 成 对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不 同类 

型 地 区 大 气 降 水 中 主要 污染 物 的 来 源 及 对 系统 的 影响 ,不 同类 型 地 区 人 为 污染 物 (化 肥 、 农 药 、 

重金 属 等 ) 迁 移 转 化 及 对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 
(3)CERN 水 分 联网 研究 ,包括 不 同类 型 地 区 水 分 利用 规律 及 提高 水 分 利用 效率 ,不 同类 

型 地 区 水 分 和 养分 的 耦合 关系 ; 
《4) 水 平衡 ,水 循环 的 基础 研究 ,包括 水 平衡 各 要 素 的 精确 测定 及 变化 规律 ,土壤 一 作物 一 

大 气 系统 水 汽 流 的 规律 ,水 分 一 盐分 ,水 分 一 养分 关系 ,作物 水 分 关系 ; 
5) 实验 于 感 ,包括 土壤 丧 情 作物 长 势 和 产量 的 实验 遥感 ,以 及 运用 卫星 资料 开展 地 表 水 

状况 的 由 实验 遥感 定点 研究 向 中 大 空间 尺度 转换 ; 

《6) 新 仪器 、 新 方法 的 研究 ,包括 在 有 关 台 站 开展 某 些 非常 规 的 水 分 试验 的 新 技术 和 新 方 

法 ,组 织 有 关 台 站 采用 现代 涡流 相互 技术 ,对 水 气流 .CO; 流 及 其 他 物质 输送 进行 直接 测定 。 

水 分 分 中 心 将 建立 完善 的 信息 系统 ,该 系统 以 水 信息 为 核心 , 以 资源 环境 生态 背景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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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支撑 的 地 理 信息 数据 库 为 基础 ,建成 专题 地 图 技术 .图形 描 述 仿真 系统 和 专家 系统 融 为 一 体 

的 多 窗口 交互 式 的 网 络 信息 系统 ,为 生态 网 络 的 需求 服务 .水 在 生态 网 络 信息 系统 中 的 位 置 十 

分 重要 ,水 与 生物 .土壤 气候 诸 要 素 相 互 关 联 和 渗透 ,无 论 是 专题 要 素 分 析 或 综合 生态 研究 

中 ,水 都 占有 显著 位 置 ,因此 在 生态 网 络 系统 的 信息 流 中 ,水 是 交换 量 最 大 、 频 率 最 高 的 要 素 之 

一 ,按照 CERN 的 总 体 部 署 , 水 分 分 中 心 信息 系统 的 设计 能 最 大 限度 地 满足 网 络 本 身 及 其 他 

用 户 对 水 分 信息 的 需求 。 

从 长 期 目标 来 说 ,水 分 分 中 心 还 要 加 强 组 织 建 设 , 吸 引 高 水 平 的 科学 人 才 ， 建 立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委 员 会 ;成 立 数据 管理 小 组 ,高效 有 序 地 实施 管理 工作 ;发 展 高 新 测试 技术 ,为 网 络 台 站 服 

务 ; 积 极 开展 各 站 联网 研究 ,不断 深化 生态 学 的 理论 研究 ,并 为 国家 提供 有 用 的 科学 成 果 , 把 水 

分 分 中 心 办 成 CERN 的 开放 实验 室 。 

三 、 组 织 和 管理 

水 分 分 中 心目 前 固定 编制 9 人 ,研究 员 3 人 , 副 研 究 员 2 人 , 助 研 4 A. 

分 中 心 的 工作 人 员 主 要 由 三 个 方面 构成 ,一 是 生态 系统 能 流 物 流 的 实验 观测 研究 ;二 是 仪 

句 设 备 的 研制 ;三 是 信息 系统 的 研究 和 应 用 。 分 中 心 的 研究 人 员 长 期 承担 国家 攻关 、 国 家 目 然 

科学 基金 、 院 重大 项 目 课 题 ,在 土壤 一 作物 一 大 气 系统 的 水 分 流动 .定位 实验 .于 感 土壤 水 分 和 

作物 长 势 .运用 遥感 资料 确定 土壤 培 情 和 作物 产量 ,` 涡 度 相 关 测 定 水 汽 流 和 CO 大 型 蒸发 渗 
漏 仪 研制 ̀  地 面 信息 图 形 仿真 技术 等 方面 获得 了 高 水 平 的 成 果 .。 分 中 心 的 研究 人 员 将 以 地 理 所 

的 雄厚 积累 为 依托 ,完成 CERN 的 任务 。 

四 、 工 作 条 件 

水 分 分 中 心 的 建设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态 网 络 系统 工程 的 一 个 子 项 目 , 在 网 络 系统 工程 基建 

办 公 室 和 地 理 所 的 领导 下 水 分 分 中 心 子 项 目 已 于 1994 年 10 月 中 旬 完 成 。 水 分 分 中 心 利用 旧 

楼 改建 而 成 ,总 面积 为 470 平方 米 ,为 研究 工作 创造 了 一 个 较 好 的 环境 。 

联系 地 址 :北京 安 外 大 地 路 917 大 楼 地 理 研 究 所 

邮政 编码 :100101 

电 话 :(010)64913694 

传  H:(010)649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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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分 中 心 

一 .隶属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大 气 分 中 心 隶属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气 物 理 研 究 所 , 座 落 在 北京 市 北 

郊 , 与 大 气 物理 研究 所 的 大 气 边 界 层 物理 和 大 气 化 学 国家 重点 实验 室 相 互 依靠 。 

大 气 分 中 心 自 1990 年 起 开始 组 建 ,1992 年 正式 成 立 并 逐步 开展 工作 。 

人 任务 

大 气 分 中 心 将 以 大 气 所 拥有 的 强大 的 学 科 背 景 和 科研 实力 为 依托 ,其 职能 将 包括 综合 研 

究 和 技术 服务 。 

研究 方向 是 中 尺度 范围 内 主要 痕 量 气体 浓度 的 分 布 ̀ . 源 和 汇 、 迁 移 与 变化 规律 ,以 及 大 气 

环境 与 生态 系统 的 相互 作用 。 重 点 研究 课题 有 : 

(1) 对 生态 系统 和 气候 变化 特别 重要 的 痕 量 气体 成 份 的 全 国 ( 人 全球) 分布 及 长 期 变化 趋势 

的 观测 研究 ; 

(2) 主 要 生态 区 CH,, N:O，CO; 的 排放 通 量 监测 及 大 气 中 主要 温室 气体 的 源 和 汇 研 究 ; 

《3) 低 浓度 痕 量 气体 分 析 方 法 的 研究 ; 

(4) 生 态 系统 痕 量 气体 的 通 量 监测 技术 与 方法 研究 ; 

《5) 生 态 系统 与 大 气 之 间 痕 量 气体 交换 和 大 气 中 痕 量 气体 浓度 的 变化 原因 及 其 机 理 研 究 ; 

《6) 土 地 利用 的 变化 对 生态 系统 中 痕 量 气体 循环 的 冲击 ; 

《7)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对 生态 系统 中 痕 量 气体 循环 的 冲击 ; 

《8) 生 态 系统 中 温室 气体 排放 的 调控 措施 研究 。 

大 气 分 中 心 以 上 研究 课题 的 实验 工作 将 分 别 在 CERN 的 农业 、 森 林 , 草 原生 态 站 内 进行 ， 

目的 是 对 各 生态 系统 中 土壤 一 植被 一 大 气 间 痕 量 气体 的 转化 、 输 送 与 迁移 过 程 进 行 研究 ,以 揭 

示 土 壤 一 植被 一 大 气 系 统 中 碳 氮 循环 过 程 , 以 及 大 气 痕 量 气体 的 积累 对 全 球 气候 变化 和 生态 

环境 变迁 的 作用 ,为 生态 系统 的 综合 治理 ,规划 与 持续 发 展 提出 合理 的 方案 和 措施 .另外 ,大 气 

分 中 心 技术 服务 工作 主要 有 

(1) 负 责 制 定 各 站 气象 观测 、 辐 射 观 测 和 痕 量 气体 浓度 的 监测 与 分 析 的 技术 标准 和 操作 规 

范 , 并 确定 各 站 应 配备 的 有 关 基 本 观测 仪器 ,进行 仪器 标定 ,提供 气体 分 析 标 样 以 及 帮助 各 站 

进行 高 难度 项 目测 试 与 分 析 ,其 中 主要 是 将 大 气 本 底 监 测 站 和 生态 系统 温室 气体 通 量 监测 站 

收集 的 气体 样品 中 各 站 不 能 分 析 的 但 对 生态 环境 和 气候 变化 特别 重要 的 痕 量 成 分 的 结构 和 涤 

度 拿 到 分 中 心 实验 室 进 行 分 析 ,这 些 成 分 包括 HMHC, OH, H,0,, DMS, CFCs 等 。 

《2) 大 气 分 中 心 将 负责 收集 生态 站 测量 的 气象 要 素 、 辐 射 要 素 和 观测 数据 , 痕 量 气体 的 背 

景 浓 度 和 排放 通 量 数据 ,并 负责 实行 质量 监控 ,并 加 以 加 工 , 补 充 有 关 的 大 气 资 料 ,产生 第 V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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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集 , 并 及 时 反馈 给 生态 站 和 综合 中 心 , 供 整个 CERN 使 用 。 
《3) 分 中 心 将 负责 对 站 有 关 专 业 人 员 进 行 培训 。 

三 、 组 织 和 管理 

1. AR 

大 气 分 中 心 的 学 科 设 置 主 要 分 成 以 下 三 个 方面 ， 

(1) 主 要 微量 气体 的 背景 大 气 浓 度 . 时 空 分布 及 微量 气体 地 一 气 交 换 过 程 的 机 理 研究 .地 

面 过 程 与 全 球 气候 变化 的 相互 作用 等 相关 内 容 ; 

《2) 大 气 微 量 气体 浓度 及 地 一 气 交 换 过 程 的 监测 方法 和 技术 的 发 展 ; 

《3) 信 息 工 程 , 即 资料 收集 .整理 .加 工 和 发 展 。 

大 气 分 中 心 有 固定 人 员 12 名 ,其 中 高 级 职称 3 名 ,中 级 职称 6 名 ,初级 职称 3 名 ,其 中 以 

年 轻 科 学 家 为 主要 骨干 力量 , 占 总 人 数 的 60% 。 另 有 兼职 高 级 科研 人 员 3 名 ,另外 ,大 气 分 中 

心 每 年 还 招收 一 定数 量 各 个 学 科 来 源 的 研究 生 ,成 为 分 中 心 科研 工作 流动 的 血液 。 

除 此 之 外 ,分 中 心 还 将 对 客座 科研 人 员 开 放 , 预计 可 接收 2 一 5 名 客座 人 员 ,短期 来 分 中 心 

工作 。 欢 迎 不 同学 科 、 不 同 单位 的 科学 家 携 科 研 经 费 , 利 用 分 中 心 的 设备 进行 不 同 领域 的 科学 

工作 。 分 中 心 已 开始 小 量 资助 个 别 台 站 进行 相关 的 科研 工作 ,这 种 合作 形式 可 能 不 断 扩 大 。 在 

适当 的 时 机 和 条 件 下 ,还 会 邀请 国内 外 著名 学 科 的 知名 学 者 客座 分 中 心 , 进 行 更 广泛 的 学 科 间 

合作 交流 。 

2. oz 

大 气 分 中 心 是 大 气 所 内 独立 的 单位 , 设 主 任 、 副 主任 各 一 名 ,下 设 学 术 秘书 ,行政 秘书 各 一 

名 及 四 个 部 。 主 任 不 仅 是 学 术 带 头 人 ,还 将 负责 协同 分 中 心 研究 .技术 和 信息 三 个 部 门 的 工作 ， 

副 主任 和 学 术 秘 书 将 侧重 于 负责 研究 和 技术 部 门 的 具体 工作 。 分 中 心 分 成 四 个 部 : 即 研 究 部 、 

技术 部 、 信 息 部 和 培训 部 。 将 分 别 从 事 分 中 心 研究 课题 (包括 在 网 络 台 站 上 开放 的 研究 性 课 

题 ) ,监测 技术 的 发 展 与 台 站 常规 气象 要 素 等 的 标定 及 服务 ,资料 信息 等 的 收集 与 加 工 及 培训 

任务 。 

` 工 作 条 件 

大 气 所 可 供 大 气 分 中 心 利用 的 设施 有 :大 气 边 界 层 物理 与 大 气 化 学 国家 重点 实验 室 的 仪 
器 设备 ,其 中 主要 有 325 米 气 象 塔 及 若干 物理 和 化 学 实验 室 ,大 气 化 学 与 大 气 辐射 研究 室 的 仪 

器 设备 以 及 资料 中 心 的 设备 和 计算 机 等 。 
主要 仪器 和 设施 有 : 超 低 速 风 洞 ,超声 风速 温度 仪 . 气象 常规 参数 传感器 (高 精度 )、 

Angstrom 表 、 气 象 和 环境 要 素 自 动 采集 系统 .气相 色谱 仪 .离子 色谱 仪 .CH, 自动 分 析 仪 .Os 

自动 分 析 仪 .CO 和 CO, 自动 分 析 仪 以 及 CH FO; 标准 气体 . 另外 ,大 气 分 中 心 还 拥有 自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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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分 析 实 验 室 和 联网 计算 机 系统 可 进行 资料 分 析 ,模式 计算 和 数据 库 的 建立 大 气 分 中 心 现 

已 能 够 进行 常规 气象 环境 要 素 观测 、 辐 射 观 测 、 常 规 气 象 梯度 观测 .微量 气 体 成 分 的 采集 与 分 

析 、 数 据 管理 等 方面 的 培训 。 大 气 分 中 心 有 一 定数 量 办 公用 房 可 供 客座 研究 人 员 使 用 。 

另外 ,大 气 分 中 心 在 野外 观测 站 已 拥有 三 套 自 动 监 测 的 系统 和 设备 ,进行 背景 大 气 微量 气 

体 洲 度 的 监测 和 若干 生态 系统 中 微量 气体 的 地 一 气 交 换 , 欢 迎 客 座 人 员 及 课题 到 野外 观测 站 
进行 合作 及 交流 。 

A. BREAST 

大 气 分 中 心 的 若干 研究 课题 与 国内 外 许多 不 同 研究 机 构 进 行 了 良好 的 科研 合作 与 交流 。 

分 中 心地 一 气 交 换 机 理 研 究 课题 自 1985 年 以 来 , 即 与 美国 (能 源 部 )、 德 国 ( 夫 琅 和 费 大 气 
研究 所 、 马 普 学 会 化 学 上 所、 汉堡 大 学 土壤 所 ) 等 开展 了 广泛 深入 的 合作 研究 ,每 年 至 少 有 3 一 5 

人 次 来 华 进行 合作 研究 ,每 年 有 出 访 人 员 1 一 2 名 到 对 方 进 行 学 术 交 流 。 这 些 国际 合作 使 分 中 
心 此 课题 在 该 领域 中 成 绩 斐 然 , 已 发 表 论文 近 30 篇 ,其 结果 被 许多 国际 学 术 组 织 广 泛 引用 。 不 

仅 如 此 ,此 课题 组 先后 与 国内 许多 单位 ,例如 成 都 山地 所 、 浙 江 农 大 、 南 京 土壤 所 ,长 沙 农业 现 

代 化 所 、 华 南环 境 科 学 所 及 江苏 吴县 农 科 所 等 进行 了 长 达 近 10 多 年 的 合作 。 

分 中 心 背 景 大 气 浓度 课题 组 与 澳大利亚 、 俄 罗斯 等 有 多 年 的 科研 交流 ,经 常 互 派 学 者 进行 
交流 访问 ,在 国内 与 沈阳 应 用 生态 所 、 华 南 植物 所 等 许多 单位 有 合作 关系 。 

大 气 分 中 心 通过 多 年 来 良好 的 国际 及 国内 交流 ,达到 了 多 交 朋 友 ,信息 交 流 ,互助 互补 , 共 
同 提高 的 目的 ,使 大 气 分 中 心 的 科研 工作 始终 能 够 抓 住 学 科 前 沿 ,保证 高 质量 ,并 为 以 后 更 多 、 
更 广泛 的 科研 工作 与 合作 打下 了 坚实 的 基础 。 

通讯 地 址 :北京 德 外 胜 门 外 祁 家 葵 子 大 气 物 理 所 

邮政 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365978 

传 “ 真 :(010)62028604 



土壤 分 中 心 

土壤 分 中 心 建 于 1992 年 ,隶属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土壤 研究 所 。 

一 、 工 作 任务 

本 分 中 心 围绕 全 球 生 态 环境 变 化 .可 再 生 资 源 的 合理 利用 、 农 牧 业 生产 力 发 展 、 环 境 保护 

和 不 同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演化 重大 问题 ,开展 质量 监控 ,建立 土壤 信息 与 数据 管理 系统 ,研究 
土壤 生态 系统 中 的 物质 循环 能 量 转换 过 程 , 以 及 大 中 尺度 上 的 土壤 生态 环境 问题 ,为 区 域 性 

土地 开发 和 整治 提供 决策 性 依据 。 并 以 CERN 目标 为 宗旨 ,为 土壤 生态 研究 提供 人 材 培训 ,使 

土壤 分 中 心 成 为 CERN 的 人 材 培 训 基 地 。 

(1) 质 量 监控 .土壤 分 析 中 心 为 各 站 制定 土壤 和 肥料 的 标准 化 .规范 化 的 测试 方法 ,对 各 站 

仪 右 标 定 、 观 测 结果 和 分 析 数 据 等 进行 质量 控制 ;研究 .应 用 和 推广 测试 新 技术 和 新 方法 ;为 各 
站 提供 和 保存 土壤 标 样 ;承担 部 分 试验 室 难 以 完成 的 项 目 中 土壤 和 肥料 样品 的 分 析 任 务 。 

《2) 数 据 的 汇集 ,整编 和 管理 。 系 统 收 集 、 整 理 各 站 土壤 测试 和 研究 数据 ,建立 数据 库 对 数 

据 进行 管理 ;对 所 收集 的 数据 进行 检验 ,研究 网 络 系统 的 运行 数据 质量 及 对 策 ; 按 照 网 络 综合 

的 规程 向 各 个 生态 站 分 发 数据 信息 ,实现 信息 的 共享 ;向 综合 中 心 输送 可 靠 的 网 络 原始 数据 。 
《3) 标 准 规范 的 制定 与 维护 。 在 网 络 系统 建立 的 初期 ,参与 4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的 测试 

与 分 析 标 准 规范 ?的 制定 ;在 该 "标准 ”的 基础 上 参与 完成 对 该 系统 标准 的 工程 建设 ,包括 仪 句 

调试 和 选择 及 对 生态 站 进行 使 用 技术 培训 ;网 络 系统 运行 过 程 中 ,监督 各 个 生态 站 对 该 规范 的 
使 用 。 

4) 人才 培训 、 组 织 技术 交流 。 对 于 网 络 中 所 使 用 的 新 技术 ,分 中 心 负责 技术 开发 .传播 及 

培训 ,为 各 个 站 培养 一 支 骨干 力量 ;负责 生态 站 的 技术 监督 ,质量 检查 ,组 织 , 协 调试 验 ,利用 分 
中 心 储存 的 数据 进行 综合 研究 ,并 为 之 提供 服务 ;参与 生态 站 信息 系统 的 建立 与 推广 。 

《5) 综 合 研究 农田 生态 系统 的 养分 .肥力 演变 及 其 优化 管理 模式 ;土壤 生态 系统 污染 物 迁 

移 及 其 环境 质量 的 评价 的 研究 ;土壤 资源 数量 质量 的 动态 变化 及 其 与 环境 变迁 和 人 类 活动 的 
关系 的 研究 ;全 球 土壤 变化 的 研究 等 。 

二 、 学 术 队 伍 和 管理 

本 分 中 心 分 三 部 分 : 

(1) 研 究 培训 部 :负责 研究 项 目的 组 织 , 总 结 与 上 报 , 人 员 的 培训 和 学 术 活 动 , 组 织 国际 交 

(2) 信 息 系统 部 :负责 数据 的 采集 更 新 ,软件 开发 ,研究 模型 的 建立 和 信息 发 布 。 
(3) 技 术 系 统 部 :负责 质量 监控 ,标准 的 制定 与 维护 、 样 品 的 测试 分 析 等 。 研 究 培训 部 固定 

人 员 3 人 ,信息 系统 部 4 人 ,技术 系统 部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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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 作 条 件 

本 中 心 圆满 通过 了 系统 建设 工程 的 验收 。 有 楼 房 一 幢 共 三 层 , 加 层面 积 207 平方 米 , 改 建 

面积 400 平方 米 , 共 有 建筑 面积 607 平方 米 。 二 楼 有 分 析 \ 测 试 实验 室 。 三 楼 为 生态 网 络 的 信 

息 系统 及 计算 机 网 络 中 心 。 四 楼 为 培训 及 办 公 室 。 卫 生 设 备 齐全 。 

院 百 所 联网 的 南京 分 院 控制 中 心 及 设备 全 部 建成 并 安置 在 土壤 分 中 心 三 楼 。 

院 百 所 联网 的 南京 分 院 网 络 全 部 由 土壤 分 中 心 人 员 承 担 完 成 , 现 已 与 Internet 连通 ,可 以 

正常 运行 。 

四 、 国 际 国内 合作 

分 中 心 与 国际 国内 有 着 广泛 的 联系 与 合作 ,主要 的 合作 项 目 有 : 

(1) 与 欧 共 体 合作 的 红壤 生态 试验 站 附近 土壤 空间 变异 性 GIS AP HT 

(2) 与 联合 国 粮农 组 织 合作 的 1:400 万 中 国 SOTER 数据 库 ; 

(3) 与 美国 环境 实验 室 合作 的 江苏 苏州 及 上 海水 系 土壤 类 型 制图 及 数字 化 一 一 供 研 究 温 

度 气体 ; 

(4) 国 家 基金 项 目 中 国 1:400 万 土壤 退化 图 及 数据 库 ; 

(5) 与 江苏 省 土地 局 合作 的 江苏 基本 农田 保护 区 动态 监测 ; 

《6) 院 “ 八 五 ”重大 课题 中 国 1:25 万 华东 地 区 遥感 土地 利用 判读 及 数据 库 ; 

《7) 与 生态 网 络 中心 合 作 的 现存 数据 整编 ; 

《8) 与 生态 网 络 中 心 合作 的 土壤 分 析 方 法 标准 化 。 

联系 地 址 :江苏 省 南京 市 北京 东 路 71 号 
邮政 编码 :210008 

电 话 :(025)3369284( 所 ) 

传 真 :(025)3353590(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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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分 中 心 

一 .隶属 

CERN 生物 分 中 心 隶 属于 中 国 科学 院 植 物 研究 所 。 

二 、 任 务 

1. 标准 规范 的 制定 和 实施 

位 于 香山 脚下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园 内 。 植物 园 占 地 960 亩 出, 有 科研 用 的 实验 楼 .图 书馆 、 办 

公 楼 , 园 内 有 各 种 类 型 的 植物 小 区 如 树木 园 、 花 卉 园 、 中 草药 园 , 水 生 植 物 园 及 多 种 温室 ,以 及 
亚洲 最 大 的 植物 标本 馆 。 生 物 分 中 心 设 在 植物 园 的 植物 所 科研 办 公 区 。 

= Tees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生物 分 中 心 参与 4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研 究 调查 观测 与 分 析 指 标 体系 ;的 制订 和 《中 国 

生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研究 调查 观测 与 分 析 分 发 标准 ;的 编写 。 参 与 完成 对 该 系统 标准 的 工程 建 

设 , 包 括 仪 器 调试 和 选择 及 对 生态 站 进行 使 用 技术 培训 。 网 络 运行 中 ,监督 各 生态 站 对 该 规范 

的 使 用 。 

2. 质量 管理 

生物 分 中 心 牵头 和 各 生态 站 制订 “陆地 生态 系统 中 生物 群落 的 指标 和 指标 调查 的 标准 ” 

参与 (网 络 观 测 质量 管理 条 例 ) 的 制订 。 根 据 《 网 络 观测 质量 管理 条 例 ;参与 对 各 生态 站 观测 质 

量 的 管理 。 

3. 培训 人 才 、 组 织 技术 交流 

为 各 站 培训 技术 骨干 。 对 网 络 中 使 用 的 新 技术 和 方法 ,生物 分 中 心 负 责 开 发 和 传播 。 参 与 

生态 站 信息 系统 的 建立 与 推广 。 

4. 数据 的 汇集 、 整 编 和 管理 

系统 收集 、 整 理 各 生态 站 的 陆地 生物 群落 调查 观测 与 分 析 数 据 。 建 立 数据 库 并 对 数据 进行 

@ 1 亩 王 666. 6m2,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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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对 所 收集 的 数据 进行 检验 。 研 究 网 络 系统 的 运行 数据 质量 及 对 策 。 按 网 络 综合 的 规程 
向 各 生态 站 分 发 数据 信息 ,实现 信息 的 共享 。 

5. 科学 研究 

中 国 陆地 生态 系统 的 网 络 、 样 带 研究 。 

` 组 织 和 管理 

生物 分 中 心 设 主任 、 副 主任 和 业务 秘书 。 分 为 如 下 三 部 分 : 

1) 研究 培训 党 :负责 研究 项 目的 组 织 , 总 结 与 上 报 。 组织 人 员 的 培训 和 学 术 活 动 。 组 织 国 

际 交流 。 
《2) 技 术 系统 部 :负责 质量 管理 、 标 准 制订 与 维护 。 样 品 的 测试 分 析 和 仪器 的 标定 。 

3) 信息 系统 部 :负责 数据 的 采集 与 更 新 ,软件 开发 ,模型 建立 和 信息 分 布 。 

五 .工作 条 件 

新 建 的 生物 分 中 心 楼 ,实用 面积 达 1000 平方 米 , 楼 层 主体 结构 三 层 ,根据 生物 分 中 心 业务 
发 展 需要 ,分 三 个 功能 部 门 :研究 培训 部 、 技 术 系统 部 .信息 系统 部 。 研 究 培训 部 设 有 工作 人 员 
办 公 室 和 会 议 室 。 技 术 系统 部 含 测试 中 心 及 技术 维修 两 部 分 组 成 ;生物 分 中 心 测试 中 心包 括 标 
准 仪器 室 、 理 化 分 析 室 、 天 标 室 ,样品 处 理 室 ;技术 维修 组 由 熟悉 分 中 心 化 学 分 析 仪 器 .专业 仪 
吉 和 野外 数据 采集 系统 的 使 用 和 维修 的 专家 组 成 。 信 息 系 统 部 有 生物 分 中 心 工作 站 、 计 算 机 

房 。 

六、 国际 国内 合作 

生物 分 中 心 与 英国 陆地 生态 研究 所 (ITE) 的 环境 变化 网 络 (ECN) 和 与 美国 的 长 期 生态 系 

统 研究 网 络 (LTERN ) 进 行 合 作 、 交 流 。 生 物 分 中 心 参与 CERN 的 国内 培训 ,并 组 织 在 各 生态 站 

闻 的 各 方面 协作 和 有 关 技 术 的 培训 。 生 物 分 中 心 与 其 他 分 中 心 、 综 合 中 心 和 各 生态 站 保持 经 常 
的 联络 ,协调 与 合作 。 

联系 地 址 :北京 香山 植物 研究 所 

北京 市 海淀 区 香山 南 辛 村 20 号 

邮政 编码 :100093 

电 话 :62591431 一 6265/6273 

传 H:6831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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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域 生 态 系统 分 中 心 

一 .隶属 

水 域 生态 系 统 分 中 心 ( 简 称 水 域 分 中 心 ) 于 1996 年 初 正式 成 立 , 隶 属于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 现 由 东湖 湖泊 生态 系统 试验 站 (114*23' 耻 ,30*33'N) ,太湖 湖泊 生态 系统 试验 站 (119” 

54’E,30°56'N) ,大 亚 湾 海 洋 生 物 综合 试验 站 (114"31' 卫 ,22*31N) 和 胶州 湾 海 洋 生态 系统 试验 

wh (120°15'E, 36°00'N) ZAK. 

三 ` 工 作 任 务 

水 域 分 中 心 将 紧 紧 围绕 水 域 生态 系统 对 全 球 变化 的 响应 ̀ , 典 型 地 区 湖泊 ,海洋 生态 系统 的 
功能 动态 及 演 蔡 趋势 预测 预报 等 重大 问题 进行 大 中 斥 度 的 深入 研究 ;同时 开展 质量 临 控 ,建立 

湖泊 海湾 信息 与 数据 管理 系统 ,为 水 域 的 合理 开发 ,利用 和 可 持续 发 展 提供 决策 依据 。 并 以 
CERN 研究 目标 为 宗旨 ,开展 人 才 培 训 和 学 术 交 流 , 使 水 域 分 中 心 能 充分 发 挥 学 科 优 势 ,实现 

CERN 的 总 体 目标 。 
(1) 质 量 监控 .水 域 分 中 心 为 各 站 制定 水 域 生 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监测 的 标准 化 .规范 化 的 调 

查 、 观 测 和 分 析 方法 ,并 对 所 获得 数据 进行 监控 。 

数据 ,并 制定 文件 管理 ,数据 安全 、 文 档 记录 等 条 例 。 

(3) 标 准 规范 的 制定 与 维护 。 积极 参与 和 支持 CERN“ 规 范 ” 编 写 小 组 对 《湖泊 生态 调查 、 观 

测 与 分 析 方 法 》 和 《海湾 生态 调查 ,观测 与 分 析 方 法 ;两 本 著作 的 编写 ;在 该 "规范 ?的 基础 上 ,对 

所 选择 仪器 进行 调试 及 人 员 培 训 ; 在 运行 过 程 中 监督 各 生态 站 对 “规范 ”的 执行 。 

《4) 人 才 培 训 和 技术 交流 。 水 域 分 中 心 将 对 主要 观测 项 目 进行 技术 培训 ,培养 骨 于 力量 负 

责 生 态 站 的 技术 监测 ,质量 检查 ,并 积极 开发 新 技术 、 新 方法 。 

(5) 开 展 宏观 生态 学 研究 。 在 拥有 数据 基础 上 ,充分 应 用 于 感 遥测 、 地 理 信息 系统 .景观 分 

析 、 模 型 模拟 和 定位 观测 等 手段 研究 水 域 生态 系统 对 全 球 变化 的 响应 ,功能 动态 及 演 替 趋势 预 

测 预报 等 宏观 生态 学 问题 。 

三 、 组 织 和 管理 

(1) 设 立 学 术 委员 会 ,由 各 站 学 术 带 头 人 组 成 .主要 任务 是 确定 研究 方向 .任务 并 对 生态 站 
的 研究 成 果 及 工作 进展 进行 评议 。 

(2) 质 量 监控 和 信息 组 。 主 要 任务 是 质量 监控 ,标准 的 制定 和 维护 ,进行 数据 的 录入 、 存 档 、 
及 保障 数据 的 安全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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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e ee ww 一 一 ~ 

四 .工作 条 件 

水 域 分 中 心 以 水 生 所 拥有 的 坚实 的 学 科 背 景 和 良好 的 科研 设施 为 依托 充分 利用 现 有 条 件 

并 加 以 改造 完善 使 之 能 胜任 赋予 的 工作 任务 。 院 百 所 联网 的 武汉 分 院 控制 中 心 及 设备 全 部 建 

成 ,已 与 Internet 连通 ,可 以 正常 运行 。 

五 .国际 与 国内 合作 

水 域 分 中 心 各 生态 站 均 有 广泛 的 国内 外 合作 研究 渠道 。 

联系 地 址 :湖北 省 武汉 市 玫 珈 山 

邮政 编码 :430072 

HB = iB: (027) 7883481 

传 H:(027)7875132 



海伦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目 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位 于 黑龙 江 省 海伦 市 。126*38' 耻 ,47"26'N， 海拔 高 度 240 米 。 

2. 自然 条 件 

气候 属于 温带 大 陆 性 季风 气候 型 .冬季 赛 冷 干燥 ,夏季 高 温 多 雨 , 雨 热 同 季 。 年 平均 温度 

1.5C ， 极 端 最 高 温度 为 37C，, 极端 最 低温 度 为 一 39.5'C 。 年 降水 量 500~600 毫米 ，68%% 集 

中 在 5 一 9 月 。 年 日 照 时 数 2600 一 2800 Jat, 无霜期 为 130 天 左右 。 

地 下 水 位 10 一 20 米 ， 多 年 平均 径流 深 由 东北 部 的 250 OK, 逐 降 至 西南 部 30 BK. 
土壤 类 型 属 松 嫩 平 原 典型 黑土 。 

植被 类 型 有 森林 、 灌 丛 . 草 甸 和 沼泽 , 面积 为 133. 5 Rm, 占 全 市 总 土地 面积 的 19.6%%。 

3. 社会 经 济 状 况 

海伦 市 有 土地 面积 46. 62 万 公顷 ,其 中 耕地 30. 14 万 公顷 , 草地 8. 7 万 公顷 ,林地 6. 13 

万 公顷 ,水 面 1. 16 万 公顷 , BAD 80. 8 万 人 , 黑土 是 这 里 的 主要 土壤 。 年 产 粮 豆 6 亿 公 斤 ， 
以 种 植 大 豆 为 主 , 面积 占 种 植 面积 的 50% 。 平 均 2250 公斤 / 公 项 。 其 它 主要 作物 是 玉米 、 小 

麦 、 甜 菜 , 水 稻 。 年 农业 总 产值 为 3.4 亿 元 ,人 均 收入 695 元 。 海 伦 是 农业 大 县 , 农业 产值 占 总 

产值 的 69.4%, 工业 比较 薄弱 , 海伦 的 经 济 发 展 有 待 于 工业 的 复苏 。 

二 \ 历 史 沿 革 

海伦 站 1978 年 2 月 建站 , 由 最 初 的 工作 站 发 展 成 为 综合 性 的 生态 试验 站 ，1988 年 由 中 

国 科学 院 确 定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重 点 站 之 一 。 

研究 工作 

1. 研究 万 向 和 重点 

面 对 整 个 东北 北部 黑土 区 ,采用 农业 生态 .土壤 生态 的 研究 方法 和 长 期 定位 观测 的 技术 途 

径 , 深入 探讨 土壤 一 作物 一 环境 之 间 相 互 作 用 , 土壤 肥力 的 长 期 变化 过 程 , 农业 生态 系统 物 

RH, 能 量 转化 的 机 制 和 规律 ,以 及 生态 结构 的 优化 模式 。 为 资源 合理 利用 , 国土 开发 整 

- 治 ,为 发 展 高 产 、 优 质 、 高 效 持续 农业 提供 科学 依据 和 不 断 优 化 的 示范 模式 及 配套 技术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1) 海 伦 市 自然 资源 综合 考察 获 国家 区 划 二 等 奖 。 

(2) 海 伦 县 社会 、 经 济 、 技 术 . 生 态 总 体 设 计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三 等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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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 业 生态 系统 优化 模式 ， 

外 海伦 基地 县 综合 科学 实验 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 海 伦 县 百 发 村 农林 牧 合理 结构 及 功能 研究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图 海伦 县 毛 家 山 小 流域 生态 综合 整治 研究 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四 东北 北部 平原 区 生态 农业 定位 试验 及 示范 模式 。 

(4) 配 套 技 术 体系 : 

四 海伦 试验 区 粮食 科技 攻关 2215 工程 及 农业 综合 技术 开发 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 海 伦 县 碳酸 盐 草 甸 土 玉米 缺 锌 花 叶 病 研 究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 轻 碱 地 抗 大豆 黄 萎 病 增产 剂 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由 海伦 县 分 区 土壤 耕作 技术 体系 获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 海 伦 县 区 域 化 施肥 技术 体系 ; 

@ 海 伦 县 加 速 繁殖 奶牛 奶 山 羊 建 立 稳 定 饲 草 饲料 体系 研究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 海 伦 县 加 快 奶 牛 发 展 速度 与 提高 奶牛 生产 力 综合 技术 ; 

人 作物 品种 异地 鉴定 ; 

@@ 大 豆 玉米、 甜菜 高 产 综 合 技术 研究 ; 

OZSZEAMMZMLUA RUM. 

出 版 专著 3 本 ,发 表 论 文 50 余 篇 。 

3.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属 生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研 究 课 题 : 松 嫩 平原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的 研 

究 。 

(1) 海 伦 站 〈300 亩 ) 和 示范 区 (1. 3 万 亩 ) 范 围 的 资源 与 环境 的 本 底 调查 ,为 建立 地 理 信 

息 系统 提供 数据 资料 ; 

《2) 黑 土 农 牧 结合 种 植 系 统 优化 示范 模式 及 水 分 循环 .养分 循环 .能 量 流 动 和 调控 途径 的 

研究 ; 

《3) 农 田 有 机 质 分 解 、 积 累 与 平衡 ; 

(4) 土 壤 潜在 养分 转化 与 养分 库 动 态 平衡 ; 

《5) 黑 土 区 不 同 经 营 制度 对 土壤 肥力 和 系统 生产 力 长 期 影响 ; 

《6) 资 源 节约 型 农业 生态 技术 研究 。 

资源 管理 领域 研究 课题 : 松 嫩 平 原 高 台地 退化 黑土 农业 综合 发 展 研究 (国家 攻关 课题 ) 。 

《1) 岗 平地 土壤 培 肥 农 作 制 和 农田 肥水 调控 措施 的 研究 ; 

《2) 岗 坡地 水 土 流失 综合 治理 措施 的 研究 ; 

《3) 主 要 作物 生产 洪 力 及 高 产 栽 培 技术 的 研究 ; 

(4) 畜 牧 业 节 粮 高 产 技 术 研 究 。 

应 用 领域 课题 : 

(1) 大 豆 重 天 减 产 机 理 及 对 策 措 施 的 研究 ; 

(2) 小 麦 \, 大豆 品 种 的 异地 鉴定 及 系统 选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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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站 根据 研究 方向 和 发 展 目标 设置 有 :农业 生态 学 .土壤 养分 .土壤 水 分 .农业 气象 .植物 
生理 生态 .宏观 生态 .生态 系统 经 营 管理 及 环境 保护 .数据 管理 及 软件 设计 等 学 科 。 

学 术 委员 会 设 主 任 委员 1 人 , 副 主 任 委员 2 人 ,委员 15 人 , 均 为 国内 外 知名 科学 家 ,来 自 
隶属 研究 所 以 外 的 委员 占 近 二 分 之 一 。 

本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27 位 ,其 中 共有 高 级 职称 的 研究 人 员 14 人 ,他 们 是 学 科研 究 的 带头 
人 和 骨干 。 客 座 研究 人 员 6 名 ,是 来 目 大 专 院 校 和 外 所 的 高 级 科研 人 员 。 

五 .工作 条 件 

1. 研究 工作 设施 

实验 楼 750 平方 米 , 工 作 室 1500 平方 米 , 仓 库 400 平方 米 , 大 型 蒸 散 入 渗 仪 1 台 。 

气象 观测 场 725 平方 米 , 常 规 分 析 实 验 室 750 平方 米 , 中 子 分 析 仪 1 台 ,75 马力 拖拉 机 1 

台 ,配套 农机 具 5 台 , 凉 晒 场 1200 FAK, MH 80 平方 米 , 农 机 库 1200 平方 米 , 试 验 地 20. 

公顷 。 

2 生活 设施 

生活 住房 914 平方 米 , 招 待 所 496 平方 米 ,有 8 个 房间 。 锅 炉 房 200 平方 米 , 餐 厅 80 平方 

米 . 变 电 房 50 平方 米 .车 库 160 平方 米 。 

六、 管理 

研究 管理 : 海伦 站 研究 课题 由 站 长 统一 管理 , 业务 副 站 长 协助 制定 课题 实施 方案 .课题 

检查 资料 归档 ,并 在 所 科研 处 的 领导 下 进行 工作 。 

数据 管理 : 由 站 长 领导 ,业务 副 站 长 具体 负责 ,站 上 1 台 计 算 机 建立 数据 库 , 所 内 1 Git 

算 机 进行 数据 备份 。 设 1 名 主要 的 数据 管理 人 员 和 2 名 数据 管理 辅助 人 员 。 

行政 管理 : 站 长 领导 ,行政 副 站 长 具体 负责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建站 以 来 ,与 日 本 甜菜 ,水 稻 专家 进行 了 3 年 甜菜 低 简 育 苗 和 水 稻 旱 育 稀 植 技术 研究 , 目 
前 正 与 美国 专家 进行 大 豆 灌 水 试验 研究 ,与 我 院 的 沈阳 应 用 生态 所 、 南 京 土壤 所 、 高 原生 物 所 、 

北京 植物 所 、 北 京 地 理 所 进 行 了 多 项 合作 研究 .与 省 内 东北 农业 大 学 .黑龙 江 省 农 科 院 、. 黑龙江 
省 农机 研究 院 . 中 国 农 科 院 甜 菜 研 究 所 至 今 仍 在 进行 合作 研究 。 



RD 

联系 地 址 :黑龙 江 省 哈 尔 演 市 南岗 区 哈 平 路 

邮政 编码 :150040 

电 话 :(0451)6661236( 所 ) 

(04652)724019( 站 ) 

传 H:(0451)666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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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江平 原 沼 有 泽 湿 地 生态 态 试 验 站 

一 地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该 站 位 于 三 江平 原 腹地 ,133*31” 正 ，47"35?N， 海拔 高 度 55.4 米 。 

2. 自然 条 件 

地 下 水 静止 水 位 46 米 , 径流 130 BK. 

LH 主要 是 各 类 沼泽 土 , 即 草 旬 沼 泽 土 、 腐 殖 质 沼泽 土 .泥炭 沼泽 土 和 泥炭 土 ,并 有 草 各 

土 和 棕 壤 型 白 浆 土 。 

植 被 以 沼泽 和 小 叶 樟 草 旬 植被 为 主 , 岛 状 梓 、 桦 天 然 次 生 林 间 有 分 布 。 

气 候 属 温带 湿润 大 陆 性 季风 气候 。 年 平均 气温 为 1. 9C ,最 高 气温 为 35. 2C ,最 低 气 温 为 

一 41C 。 年 降水 量 550 毫米 , 年 日 照 时 数 2520 小 时 ，>10 CPR 2450C, 无 霜 期 140 天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该 站 所 在 地 为 国营 大 型 现代 化 农场 ， 人 口 2600 人 ， 现 有 耕地 16000 公顷 ,以 种 植 大 豆 和 

NRA LE, 年 产 粮 食 24000 吨 。 

二 ,站 历史 沿革 

1984 年 建站 , 隶属 于 长 春 地 理 研究 所 。1988 年 建成 实验 楼 ，1989 年 开始 全 面 运 行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及 重点 

通过 长 期 定位 定量 的 系统 观测 ， 研 究 沼泽 开 前 星 后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系统 生产 力 、 

环境 变化 等 ,以 此 为 基础 ,进一步 试验 研究 沼泽 湿地 的 环境 效应 ,生态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与 保护 ， 

积累 资料 ,管理 数据 为 生态 网 络 大 中 尺度 的 生态 研究 和 经 济 建设 提供 基础 资料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1) 井 排 井 灌 改造 沼泽 试验 研究 ; 

(2) 沼 泽 径流 试验 研究 ; 

(3) 沼 泽 土壤 热流 量 与 土壤 温度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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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 江平 原 沼泽 水 文 气候 效应 及 合理 开发 ; 

(5) 三 江平 原 沼泽 对 河川 径流 的 影响 初探 ; 

(6) 沼 泽 微 生物 研究 ; 

(7) 三 江平 原 别 拉 洪 河 泥炭 堆积 环境 与 成 矿 过 程 的 探讨 ; 

《8) 三 江平 原水 资源 特点 及 沼泽 湿地 农业 开发 ; 

《9) 三 江平 原 沼泽 蒸发 研究 ; 

(10) 三 江平 原 沼泽 研究 。 

3.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1) 三 江平 原 沼泽 与 沼泽 湿地 农业 综合 发 展 研究 (国家 攻关 ); 

(2) 三 江 一 松 嫩 平原 农业 结构 功能 与 水 土 调 控 技 术 研 究 ( 国 家 攻关 ); 

(3) 沼 泽 湿 地 开垦 前 后 水 平衡 变化 研究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4) 沼 泽 地 碳 循环 及 其 地 理 意 义 研究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5) 沼 泽 甲烷 排放 量 及 变化 规律 研究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6) 沼 泽 湿 地 环境 效应 及 其 对 农业 的 影响 ( 院 特 别 支 持 基 金 )。 

FARE 

SRE A BE. RL A PEK AE UR ED BEL.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SA, 其 中 高 级 3 人 。 客 座 研 究 人 员 8 人 。 

五 .工作 条 件 

依托 单位 洪 河 农场 的 宾馆 有 高 中 级 客房 , 本 站 也 有 一 间 高 级 客房 和 三 间 普 通 客房 及 食 
莹 ， 可 为 来 站 的 国内 外 学 者 提供 食 宿 。 

该 站 楼 内 有 会 议 室 办公室, 水土 分 析 室 、 计 算 机 ,野外 有 沼泽 ,农田 等 观测 场 和 试验 地 ， 

站 附近 有 沼泽 自然 保护 区 ,可 为 室内 工作 和 野外 观测 .试验 ,考察 提供 条 件 。 

六、 管理 

三 江 沼泽 湿地 生态 试验 站 隶属 中 国 科 学 院 长 春 地 理 研 究 所 ,同时 亦 为 CERN 的 基本 站 ， 

因此 ,必须 完成 长 春 地 理 研究 所 和 CERN 的 指令 性 任务 。 站 的 主要 研究 观测 内 容 、 方 法 规范 、 

资料 整编 和 存储 等 接受 CERN 的 统一 指导 。 

站 的 学 术 委 员 会 暂 由 所 学 术 委员 会 

试验 站 设 站 长 、 副 站 长 和 站 长 助理 各 1 人 ,负责 研究 信息、 技术 系统 运转 及 行政 管理 。 

设 数据 管理 小 组 ,由 站 长 、. 副 站 长 分 别 任 正 、 副 组 长 。 数 据 管理 小 组 负责 制定 数据 决策 HK 

据 管 理 ,包括 数据 监控 .录入 存储 和 数据 交换 ,以 及 数据 资源 开发 与 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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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国际 合作 已 开展 的 有 :与 俄罗斯 远东 科学 院 水 与 生态 问题 研究 所 进行 相互 考察 访问 和 学 

术 交 流 ; 正 在 争取 国际 稚 类 基金 会 (ICF) 来 站 进行 沼泽 湿地 的 监测 与 研究 和 国际 沼泽 保护 组 

织 (GIMCG) 主 席 林 德 赛 先 生来 站 考察 ,商谈 开展 研究 项 目的 可 能 性 。 

国内 合作 研究 的 有 与 黑龙 江 农 垦 设 计 院 共同 申请 的 基金 项 目 “ 沼 泽 进 地 开垦 前 后 水 平 变 

化 研究 ”; 与 吉林 省 农 科 院 土肥 所 共同 进行 的 “三 江平 原 沼泽 土壤 微生物 生态 学 特征 的 研究 ”。 

联系 地 址 :黑龙 江 省 长 春 市 工农 大 路 10 号 

邮政 编码 :130021 

电 话 :(0431)5674704 

传 ” 真 :(0431)56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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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沈阳 生态 站 地 处 下 辽河 平原 ,位 于 沈阳 市 苏 家 屯 区 十 里 河 镇 ,123?"24' 正 ,41"31'N ,海拔 26 

米 , 本 区 属 暖 温带 半 湿 涧 大 陆 性 季风 和 气候。 

2. 自然 条 件 

年 平均 温度 7 一 9C ,7 月 份 平均 气温 24C 左 右 ,1 月 份 平均 气温 一 11C 。 大 于 10C 的 年 活 

动 积温 3300~3400C ,无 霜 期 147 一 164 天 ,年 降水 量 650~700 BK. 

3. 社会 经 济 条 件 

下 辽河 平原 区 总 耕地 面积 约 1000 万 公顷 ,地 势 平 坦 ,土壤 连 片 而 肥沃 ,水 资源 条 件 较 好 。 

农作物 主要 是 水 稻 、 玉 米 、 大豆、 蔬菜 等 。 目 前 这 一 地 区 粮食 平均 单产 已 达 6000 公斤 /公顷 ,是 

我 国 重要 商品 粮 生产 基地 之 一 。 

沈阳 站 总 面积 15 公顷 ,土壤 为 潮 棕 壤 .地 势 平 坦 , 可 代表 下 辽河 城镇 密集 、. 农 业 发 达 地 区 。 

二 \ 历 史 沿 革 

自 1950 年 起 ,我 所 便 在 下 辽河 平原 开展 了 多 方面 研究 工作 ,如 辽河 平原 土壤 资源 调查 、 土 

地 利用 规划 .工业 废水 利用 、 土 壤 诊 断 .施肥 等 。“ 六 五 ?以 后 又 承担 了 一 系列 国家 攻关 、 国 家 基 

金 、 院 重大 课题 以 及 地 方 下 达 的 科研 任务 ,如 松 辽 平原 背景 值 研 究 RAS WRK 

污染 综合 防治 ,城市 污水 慢 滤 土地 处 理 系统 研究 ,农业 生态 养分 循环 结构 与 功能 的 实验 生态 学 

研究 等 。 

考虑 到 下 辽河 平原 在 我 国 经 济 建设 中 的 重要 地 位 和 一 二 十 年 来 这 一 地 区 在 发 展 中 出 现 的 

一 系列 生态 和 环境 问题 ,于 1985 年 申请 建立 沈阳 生态 实验 站 。1990 年 春 建 成 并 开始 启用 ,一 

批 研究 项 目 投入 试验 .1992 年 5 月 经 专家 评审 ,沈阳 站 被 选 定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 

究 网 络 ? 重 点 站 之 一 。 

三 、 研 究 工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结合 下 辽河 平原 城镇 密集 地 区 农业 发 展 和 生态 建设 实际 ,开展 农业 生态 学 与 农业 生态 工 

fe ,污染 生态 学 与 环境 生态 工程 ,以 及 土壤 学 、 微 生物 生态 学 .人 工 林 生 态 学 、 环 境 气象 等 有 关 
领域 的 基础 研究 和 应 用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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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 的 研究 工作 

资源 、 环 境 本 底 及 数据 库 
(1) 站 所 在 的 十 里 河 地 区 的 土壤 肥力 本 底 及 环境 本 底 ; 
(2) 站 所 在 的 十 里 河 地 区 的 地 理 信 息 及 社会 经 济 数 据 库 ; 
(3) 村 级 农业 生态 系统 分 析 及 系统 结构 .土地 利用 的 计算 机 优化 仿真 ; 
(4) 水 田 生 态 系统 结构 和 管理 优化 的 理论 与 技术 ; 
(5) 旱 田 生 态 系统 结构 和 管理 优化 的 理论 与 技术 ; 
(6) 庭 院 生 态 系统 结构 和 管理 优化 的 理论 与 技术 ; 
(7)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演 替 与 发 展 的 动力 学 研究 。 
污染 生态 学 
(1) 若干 重金 属 元 素 在 土壤 一 植物 系统 的 迁移 、 转 化 和 积累 规律 ; 
(2) 若 干 有 机 污染 物 在 土壤 一 植物 系统 中 的 迁移 、 降 解 和 积累 规 律 。 
土壤 生态 学 
(1) 土壤 有 机 质 分 解 积累 过 程 研 究 ; 
(2) 土 壤 潜在 养分 释放 、 转 化 过 程 及 施肥 影响 研究 ; 
(3) 不 同 农 业 施肥 制度 对 土壤 环境 及 农田 生产 力 的 长 期 影响 ; 
(4) 不 同 轮作 、 耕 作 制 度 对 土壤 环境 及 农田 生产 力 的 长 期 影响 ; 
(5) 农 田 蒸发 散 的 水 肥 交 互 影响 。 
土壤 微生物 生态 学 
(1) 稻田 甲烷 排放 的 微生物 过 程 及 调控 途径 ; 
(2) 农田 土壤 NO 排放 与 吸收 的 微生物 过 程 及 调控 途径 ; 
(3) 污染 环境 条 件 下 的 土壤 微生物 生物 量变 化 。 
人 工 林 生态 学 
(1) 杨 树 养 分 循环 规律 及 施肥 影响 研究 ; 
(2) 杨 树 一 赤 杨 混交 林 与 杨 树 纯 林 的 生产 力 及 生态 效益 比较 。 

FREE 

ACH De BASE BLA « BMY HE ASAE PG Be ASA EE ASE EAE A SE 
态 学 、 环 境 气象 学 。 

学 术 委员 会 由 国内 的 11 位 专家 组 成 。 

站 上 有 业务 骨干 28 人 ,其 中 有 高 级 职称 的 研究 人 员 14 人 ,中 初级 研究 技术 人 员 14 A. 

五 .工作 条 件 

l. 生活 设施 

建 有 食堂 148 平方 米 , 锅 炉 房 155 平方 米 , 客 座 宿 售 580 平方 米 , 变 电 所 54 平方 米 , 车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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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平方 米 。 可 供 SORA RE. 

2. 研究 设施 

沈阳 生态 站 总 面积 15 公顷 ,其 中 专 供 开 展 试验 用 地 12 公顷 ,土地 平坦 。 建 有 水 旱田 围 隔 

小 区 300 余 个 以 及 一 组 渗 漏 装置 。 试 验 地 内 修 有 沥青 路 面 环 路 。 运 送 材料 方便 。 

站 内 建 有 办 公 及 实验 室 624 FAK, (ELE 360 FAK, CE 232 FAK, GH. AD 

1036 平方 米 , 可 保证 试验 样品 的 处 理 , 保 存 及 常规 分 析 。 

3. 交通 与 通讯 

沈阳 生态 站 距 隶 属 研 究 所 35 公里 ,并 紧邻 沈 营 公路 ,每 天 都 有 数 次 往返 于 市 区 的 公共 汽 

车 ,此 外 ,本 站 自 备 面包 车 1 辆 (17 人 座 ) ,每 周 3 次 通勤 。 站 内 安装 1 部 程控 直拨 电话 ,内 线 电 

话 2 部。 

六 、 管 理 

1. 管理 机 构 与 分 工 

沈阳 生态 站 设 有 站 长 1 人 , 副 站 长 2 人 及 两 个 办 公 室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工作 管理 :各 研究 课题 落实 以 后 ,由 站 里 业务 办 公 室 安排 试验 用 地 ,并 按 题目 的 试验 

要 求 提 供 试 材 ( 种 子 . 化 肥 、 农 药 等 ) 及 生产 管理 (包括 播种 .除草 . 灭 虫 .收获 等 )。 土 壤 样 品 、 植 

物 样 品 等 若 需 长 期 保存 ,业务 办 公 室 给 予 登记 编号 ,并 在 样品 室 妥善 保管 。 

数据 管理 :各 课题 组 将 每 年 试验 结果 如 产量 常规 观 测 资料 及 分 析 结 果 汇 总 交 由 所 属实 验 

部 ,实验 部 汇总 输入 站 内 数据 库 , 供 广泛 分 析 、 研 究 之 用 。 

行政 管理 :站 内 所 有 行政 后 勤 的 服务 工作 由 行政 办 公 室 负责 ,并 制定 了 食堂 .交通 车 、 门 

卫 、 库 房 \ 水 电 等 详细 的 管理 办 法 。 

+t. AREAS TF 

1. 国 内 合作 

本 站 参与 了 院 重 大 研究 项 目 “ 我 国 主要 类 型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 的 研 

究 工作 ,承担 了 其 中 6 个 专题 研究 ,已 与 院内 其 他 野外 站 合作 ,开展 联网 研究 或 对 比 研究 。 
CL) 不 同类 型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及 优化 示范 模式 研究 ; 

(2) 土壤 有 机 质 分 解 积 累 过 程 及 区 域 分 异 规律 研究 ; 

(3) 土壤 潜在 养分 释放 、 转 化 过 程 及 施肥 影响 研究 ; 

C4) 稻田 甲烷 排放 强度 区域 分 异 规律 及 调控 途径 研究 ; 

CS) 不 同 农 业 施肥 制度 对 土壤 环境 及 农田 生产 力 长 期 影响 的 区 域 比较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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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干 重金 属 元 素 在 土壤 一 植物 系统 中 迁移 、 转 化 、 积 累 规律 的 区 域 比较 研究 。 

2. 国际 合作 

站 内 污染 生态 学 ,特别 是 有 机 污染 物 生 态 学 研究 的 一 组 长 期 实验 已 列 入 中 国 与 德国 的 

CERP 合作 计划 ;农田 微量 温室 气体 排放 通 量 研究 已 与 澳大利亚 科 工 组 织 的 大 气 所 建立 合作 

研究 .对方 明确 表示 有 合作 意向 的 有 :英国 洛桑 试验 站 关于 土壤 一 植物 系统 养分 循环 的 合作 研 

究 ; 比 利 时 根 特 大 学 关于 减少 氮 素 损失 提高 氮肥 利用 率 的 合作 研究 等 。 

联系 地 址 :辽宁 省 沈阳 市 文化 路 72 号 

邮政 编码 :110015 

电 话 :(024)3843401 一 358( 所 ) 

(024)9852205( 站 ) 

传 真 :(024)3843313(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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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曼 沙漠 化 研究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概况 

1. 地 理 位 置 

奈 曼 沙漠 化 研究 站 地 处 内 蒙古 科尔沁 沙 地 哲 里 木 盟 奈 曼 旗 境内 ,位 于 120°42'E, 42°55'N, 

海拔 358 米 。 

2. 自然 条 件 

气候 属 中 温带 半 和 干旱 季风气候 区 ,年 均 温 6. 4C ,最 热 月 (7 月 ) 平 均 气 温 23. 6C ,最 冷 月 

(1 月 ) 平 均 气 温 一 13. 1C ,这 10C 年 积温 3161C 。 无霜期 153 天 。 全 年 日 照 时 数 3200 小 时 ,总 

辐射 5200 兆 焦 / 米 *。 年 均 降 水 量 362 毫米 ,蒸发 量 1729. 6 毫米 。 年 均 风 速 3. 8 米 / 秒 ,之 5 米 

/ 秒 的 起 沙 风 出 现 频率 458 次 ,大 风 日 数 20~40 天 。 

本 区 地 带 性 土壤 为 栗 钙 土 , 但 由 于 科尔沁 沙 地 下 伏 深 厚 的 河 湖 相 沙 质 沉积 物 ,在 半 干 旱 风 

沙 环 境 和 人 类 活动 的 影响 下 ,沙漠 化 严重 ,土壤 已 演变 成 风沙 土 为 主 , 沙 质 粟 钙 土 和 沙 质 草 旬 

土 分 布 其 间 。 

本 区 地 处 草原 带 ,在 半 干 旱 气候 和 沙 质 土壤 的 共同 作用 下 ,发育 着 我 国 北方 独特 的 沙 地 牙 

林 草 原 。 主 要 植物 种 有 榆 、. 山 杏 、 小 叶 锦 鸡 儿 、 差 巴 嘎 蒿 、 糙 隐 子 草 、 白 草 、 狗 尾 草 、 沙 米 等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本 站 所 在 地 奈 曼 旗 总 土地 面积 8120 平方 公里 ,总 人 口 40. 19 万 人 ,其 中 蒙古 族 占 32. 

07%. BRA 13 43,5 4,513 TH. 

1992 年 社会 总 产值 6. 57 亿 元 ,其 中 农业 总 产值 3. 85 亿 元 , 占 总 产值 的 58. 60% ,工业 总 

产值 1. 14 亿 元 , 占 17. 35% ,其 它 1.58 亿 元 , 占 24.05%. 

农村 现 有 耕地 19. 36 TAH, AB 0. 266 公顷 。 粮 食 总 产 (1992 年 )2. 33 亿 公 斤 ,平均 单产 

2491. 91 公斤 /公顷 。 现 有 大 小 牲畜 61. 89 万 头 ( 只 ), 猪 20. 44 万 口 , 农 村 人 均 收 入 600 元 。 

二 \ 历 史 沿 革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沙漠 研究 所 对 科尔沁 沙 地 的 研究 始 于 70 年 代 , 当 时 围绕 京 ( 北 京 ) 通 ( 通 

辽 ) 铁 路 选 线 和 防风 固沙 开展 了 大 量 工作 。1984 一 1985 年 又 组 织 科 学 考察 队 对 科尔沁 沙 地 进 

行 了 全 面 考察 ,初步 摸 清 了 科尔沁 沙 地 沙漠 化 现状 和 成 因 。 为 了 长 期 系统 定位 研究 科尔沁 沙漠 

化 演变 规律 和 治理 途径 ,1985 年 建立 了 奈 曼 沙漠 化 研究 站 。 建站 以 后 ,国家 计 委 、 科 委 、 中 国 科 

学 院内 蒙 科 委 及 地 方 政 府 给 予 了 大 力 支持 。 几 年 时 间 ,基础 设施 建设 和 科研 工作 有 了 长 足 发 

27 



展 ,1989 年 被 纳入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研究 方向 是 半 干 旱 农 牧 交 错 地 带 脆弱 生态 系统 的 沙漠 化 演变 及 其 治理 。 研 究 重点 :中 半 干 
旱 农 牧 交 错 地 带 脆弱 生态 系统 类 型 .结构 、 功 能 特征 及 承载 力 研究 ;@ 半 干旱 农 牧 交 错 地 区 生 

态 环境 脆弱 性 ,资源 环境 沙漠 化 及 其 逆转 的 机 制 、 规 律 和 过 程 ;@ 气 候 、 土 壤 、 植 被 ,水 文 等 资 
源 、 环 境 变化 的 长 期 监测 、 分 析 研 究 和 预测 ;外 沙 漠 化 土地 综合 治理 及 农业 持续 发 展 的 战略 途 
径 和 技术 研究 。 

2.2K BMY LE 

“4A. FRR RSW RLLMAR BIRR”. PREF BH 

区 农 牧 交错 生态 系统 建设 试验 示范 研究 ”, 林 业 部 的 “ 沙 地 经 济 林 高 效 开发 技术 研究 ”, 内 蒙古 

科 委 的 “ 沙 地 农业 增产 技术 研究 ”等 课题 及 中 瑞 合 作 项 目 “ 沙 地 植被 动态 研究 ”, 其 中 “ 奈 曼 沙漠 

化 土地 综合 整治 研究 2 和 ”" 沙 地 经 济 林 高 效 开 发 技术 研究 ?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三 等 奖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目前 主要 承担 着 国家 4“ 八 五 >? 玫 关 项 目 85 一 910 一 01“ 科 尔 沁 沙 地 生态 环境 综合 整治 与 恢 

复 技 术 研 究 ”, 还 承担 着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中 资源、 环境 变化 监测 ”任务 。 另 外 ,正在 进行 

的 还 有 中 日 合作 项 目 “ 半 干旱 地 区 土地 沙漠 化 机 制 研究 ?和 国家 基金 项 目 “ 人 类 活动 与 沙漠 化 ” 

等 。“ 八 五 ?期 间 已 出 版 论文 两 本 ,在 国内 外 杂志 上 发 表 论 文 110 多 篇 。 

FARE 

学 科 设 置 包 括 有 :植物 生态 学 .植物 生理 生态 学 .固沙 造林 学 .草原 学 .畜牧 学 、 农 学 、 微 气 
象 科学 .自然 地 理 、 风沙 地 狐 学 .土壤 学 。 

站 上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12 人 ,其 中 高 级 职称 研究 人 员 4 人 ,中 级 研究 人 员 7 人 ,初级 研究 人 

员 1 人 ,客座 研究 人 员 10 人 ,主要 为 高 级 研究 人 员 , 其 中 有 4 人 为 外 国 专家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 施 

WA Ta SHI ZA SZ 15 间 ,总 面积 340 平方 米 , 有 客座 宿舍 ( 带 卫 生 间 )12 间 ,322 平方 米 ， 

家 属 宿舍 6 间 ,120 平方 米 , 食 堂 6 间 ,40 平方 米 , 太 阳 能 浴室 2 间 ,20 平方 米 , 车 库 2 间 ,40 平 

方 米 , 会 议 室 2 间 ,40 平方 米 , 仓 库 12 间 ,200 平方 米 , 另 外 还 有 水 塔 么 房 。 水 电 配 套 齐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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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工作 设施 

现 有 微 气 象 . 植 物 生理 .土壤 .草地 生态 4 个 实验 室 ,总 面积 240 平方 米 , 计 算 机 室 2 间 ,40 

平方 米 , 机 房 2 间 ,30 平方 米 , 有 学 术 报 告 厅 和 标本 室 6 间 ,20 平方 米 , 玻 璃 温室 210 平方 米 ， 

有 自动 气象 站 1 个 ,养分 循环 试验 场 1 个 ,600 平方 米 , 水 分 试验 场 1 个 ,200 平方 米 , 放 牧 试验 

场 1 个 ,6 公顷 ,植物 生理 生态 观测 场 1 个 ,2500 平方 米 , 沙 地 综合 观测 场 1 个 ,35 AM AK 

林 试 验 地 ,3 公顷 ,其 它 试验 地 4 公顷 。 

六 、 管 理 

1. ALA Fe 

站 上 实行 站 长 负责 制 ,下 设 站 务 委员 会 ,由 5 人 组 成 ,站 上 重大 事务 由 站 务 委员 会 讨论 决 

定 , 站 上 科研 行政 等 事务 均 实 行 分 工 , 由 专人 负责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管理 :科研 工作 在 统一 管理 的 前 提 下 实行 分 项 目 、 分 层次 管理 , 即 站 上 制定 统一 的 科 

研 计 划 ,确实 科研 内 容 , 然 后 按 项 目 将 任务 和 经 费 逐 级 分 解 到 课题 组 和 个 人 。 站 上 按照 科研 规 
章 制度 ,建立 科研 档案 .数据库 . 汇 编 科 研 成 果 , 各 课题 组 按照 计划 和 任务 进行 工作 ,并 呈 交 工 

作 报 告 和 科研 论文 等 。 

数据 管理 :按照 网 络 的 数据 统一 管理 条 例 , 站 上 制定 了 严格 的 数据 管理 细则 ,规定 了 各 种 
数据 采集 、 分 类 、 处 理 , 迪 存 、 使 用 方式 和 办 法 ,建立 了 数据 库 ,并 实行 专人 管理 。 

行政 管理 :站 上 设 有 行政 管理 人 员 1 名 ,专门 管理 站 上 各 项 行政 方面 的 事务 。 

七 、 国 际 国 内 合作 

国际 合作 :目前 主要 和 日 本 农业 环境 技术 研究 所 的 植 生 保全 研究 室 、 微 气象 研究 室 和 遥感 

研究 室 开展 关于 沙漠 化 机 制 和 于 感 监测 方面 路 合作 研究 。 

国内 合作 :主要 和 中 科 院 长 春 地 理 所 、 沈 阳 应 用 生态 所 、 哲 盟 农 科 所 、 林 科 所 进行 合作 研 
究 。 

联系 地 址 :甘肃 省 兰州 市 东 岗 西 路 174 号 
邮政 编码 :730000 

电 话 :(0931)8847850( 所 ) 

(04853)210197( 站 ) 

传 真 :(0931)888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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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 城 农 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位 于 河北 省 石家庄 市 栾 城 县 肾 家 庄 乡 ,114*40' 耻 ,37"50'N ,海拔 高 度 50. 1 米 。 

2. 自然 条 件 

地 带 性 植被 类 型 为 暖 温带 落叶 闪 叶 林 , 现 广 为 栽 培 的 有 杨柳 、 榆 、 槐 等 阔叶树 种 。 积 水 塘 

洼 有 水 生 植 物 分 布 。 原 始 植被 时 为 管理 精细 的 人 工 植被 小 麦 、 玉 米 、 棉 花 、 杂 粮 、 果 菜 等 栽培 作 

DRE. 

土壤 类 型 为 发 育 于 黄土 性 母 质 的 灰 黄 土 种 ,表层 为 轻 壤土 。 自 然 土壤 为 褐 土 类 , 淋 溶 褐 土 

亚 类 ,灰质 淋 溶 褐 土 属 , 薄 腐 中 层 ( 或 厚 层 ) 灰 质 淋 溶 褐 土 ,简称 灰 黄 土 或 厚 灰 黄土 。 

气候 类 型 属 中 国 东部 暖 温 带 半 湿 涧 季风 气候。 年 平均 气温 12. 2C ,最 热 月 (7 月 ) 平 均 气 温 

26. 4C ,最 冷 月 (1 月 ) 平 均 气 温 一 3. 0C 。 多 年 平均 年 降水 量 536. 8 毫米 。 全 年 实际 日 照 时 数 

2522 小 时 ,这 10C 积 温 为 4713C 。 无 霜 期 200 天 左右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本 站 所 在 地 河北 省 率 城 县 ,为 华北 山 前 平原 高 产 农 区 的 典型 代表 区 ,农业 历史 悠久 ,传统 

农业 发 达 ,为 河北 省 主要 农 副 产品 的 商品 基地 。 该 县 耕地 面积 3. 13 HAM, A 34 万 ,1993 

年 人 均 收 入 为 950 元 。 近 年 建立 了 医药 工业 基地 ,1993 年 全 县 工农 业 总 产值 为 17. 6 亿 元 , 财 

政 收 入 为 3573 万 元 。 

= AGS 

该 站 于 1993 年 1 月 经 中 国 科 学 院 批准 , 由 中 国 科学 院 石 家 庄 农 业 现代 化 研究 所 栾 城 生 态 

农业 试验 站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所 北 京 大 屯 农业 生态 系统 试验 站 合并 组 建 , 定 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亦 城 农业 生态 系统 试验 站 。 原 率 城 站 创建 于 1981 年 6 月 ,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石家庄 农业 现代 化 

研究 所 农业 试验 站 。1987 年 7 月 经 院 批准 ,更 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石 家 庄 农业 现代 化 研究 所 栾 城 
生态 农业 试验 站 .。 原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所 北 京 大 屯 农 业 生 态 系统 试验 站 创建 于 1981 年 12 月 ,站 
址 设 在 北京 朝阳 区 大 屯 乡 。 

三 、 研 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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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进行 生态 环境 要 素 与 生态 过 程 的 长 期 定位 试验 观测 研究 。 研 究 资 源 节约 型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高 产 、 优 质 、 高 效 优化 模式 ,提高 系统 生产 力 、 稳 定性 、 抗 道 性 与 不 同 农田 生态 系 

统 类 型 和 生态 农业 适用 技术 研究 ,探索 应 用 基础 研究 和 市 场 经 济 开发 研究 相 结合 的 途径 。 

人 

所 采集 .生态 农业 实验 研究 等 专著 和 论文 等 12 册 , 获 院 、 省 .部 级 奖 而 6 项， 

3.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蛮 城 站 目前 开展 的 研究 课题 共 41 项 ,其 中 农业 生态 系统 与 农业 资源 领域 研究 课题 15 项 ， 

生态 系统 网 络 课题 3 项 ,环境 污染 治理 课题 3 项 ,全 球 变化 研究 课题 4 项 ,其 它 研 究 课 题 ( 包 括 

遗传 工程 ,作物 育种 和 植物 组 织 培养 课题 )19 项 。 

FARE 

A CE AR AE AS FB BE. AR TK PES ER OK DS a SE BE A FAS AS EE TR 
氧化 亚 氮 通 量 、 土 壤 营 养 .土壤 环境 化 学 与 植物 化 学 生态 等 7 个 研究 学 科 。 具 有 高 级 职称 的 学 
术 带 头 人 7 人 ,由 19 名 站 内 外 科学 家 ,专家 组 成 本 站 学 术 委员 会 。 

本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共 30 人 ,其 中 高 级 职称 人 员 11 名 ,中 级 14 名 ,初级 5 名 ;硕士 .博士 
学 位 人 员 7 名 。 客 座 研究 人 员 共 18 人 ,本 所 客座 人 员 15 名 ,外 所 3 名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施 :有 生活 用 房 500 平方 米 , 设 有 专家 、 外 宾 接 待 用 房 、 餐 厅 , 水 . 电 、 暖 配套 。 

《2) 研 究 工作 设施 :有 土地 27. 8 公顷 ,农田 灌溉 系统 ,气象 .水 平衡 观测 场 . 育 苗 温 室 和 网 

室 。 配 备 有 气象 和 遥感 观测 铁塔 ,水 分 蒸 散 装置 ,水 分 观测 井 和 大 型 土 柱 等 设施 。 综 合 实验 楼 

内 有 土壤 水 .养分 实验 室 . 计 算 机 室 、 学 术 报 告 厅 。 实 验 室内 有 太阳 辐射 观测 仪 . 土 壤 原 状 溶 液 
采集 器 以 及 生物 土壤、 实验 分 析 仪 器 。 

和 六、 管理 

本 站 设 站 长 1 人 , 副 站 长 4 人 ,实行 站 长 分 工 负责 制 。 下 设 和 科研. 财务 和 生活 管理 人 员 , 雇 

用 临时 合同 工 12 A.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与 中 国 科 学 技术 大 学 进行 了 农村 新 能 源 研 究 :与 国外 12 个 国家 、 团 体 进行 了 农业 资源 和 
农业 生态 方面 的 技术 交流 ,目前 正在 与 丹麦 洽谈 大 气 、 土 壤 痕 量 气体 监测 研究 的 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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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地 址 :河北 省 石家庄 市 槐 中 中 路 39 号 
邮政 编码 :050021 

电 话 :(0311)9014521 

传 H:(0311)601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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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 城 农业 综合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画 城 位 于 山东 省 务 城 县 西南 ,116*36' 耻 ,36*57'N ,海拔 高 度 20 米 。 

2. 自然 条 件 

该 地 属 暖 温带 , 半 湿 润 季 风气 候 , 年 平均 温度 21C ,最 热 月 平均 温度 (7 月 )26. 9°C (极端 最 

高 温度 为 42. 4C ) ,最 冷 月 平均 温度 (1 月 ) 为 一 3C (极端 最 低 气 温 为 一 25C) ,年 日 照 时 数 

2640 小 时 ,三 0C 积 温 为 4951C ,无 霜 期 200 天 ,年 降水 量 610 毫米 ,地 下 水 位 埋 深 2 米 。 

土壤 以 潮 士 和 盐 化 潮 土 为 主 。 该 站 所 在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和 农业 生产 水 平 在 黄 淮海 平原 具 

有 代表 性 和 典型 性 。 

= AGE 

该 站 自 1979 年 筹建 ,1983 年 建成 ,1987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批准 为 对 外 开放 站 ,1992 年 批准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基 本 站 。 

三 、 研 究 工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融 城 站 的 主要 学 术 方 向 是 以 水 .土气 候 . 生 物 等 农业 资源 的 合理 利用 与 黄 淮海 平原 旱 、 
小 . 盐 碱 . 泥 沙 的 综合 治理 与 农业 持续 发 展 为 主要 服务 目标 ,研究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 

特别 是 与 水 的 运动 和 利用 有 关 的 能 量 与 物质 转化 和 迁移 规律 ,以 及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优化 与 管 
理 。 主 要 研究 内 容 :(1) 农 业 生态 系统 工程 的 研究 (包括 系统 结构 功能 、 措 施 和 稳定 性 );(2) 农 田 

生态 系统 的 能 量 转换 、 物 质 迁 移 规 律 ( 包 括 机 制 和 控制 等 ); (3) 农 田 生 态 系统 中 水 域 转换 机 制 

及 其 控制 (包括 蒸发 过 程 机 理 及 作物 需 水 耗 水 量 , 作物 水 分 关系 及 提高 水 分 利用 效率 途径 ); 
(4) 土 壤 一 植物 一 大 气 系统 的 实验 遥感 学 研究 (包括 地 表 辐 射 及 地 物 波谱 、 土 壤 水 分 及 作物 产 

Bie RRs). 

站 长 期 观测 试验 项 目 有 :(1) 农 田 蒸 发 ;(2) 需 水 、 耗 水 及 水 分 利用 效率 和 地 下 水 合理 调控 ; 

(3) 农 田 水 分 观测 ,主要 用 中 子 土壤 水 分 探测 仪 . 时 域 反 射 仪 和 负 压 计 测 定 土壤 水 分 变化 ; (4) 

地 一 气 交 互 作 用 的 温 湿 风 梯度 观测 ;(5) 铁 塔 试验 秩 感 系 统 ( 多 光谱 特性 和 土壤 一 作物 一 大 气 

连续 体内 多 要 素 的 联合 观测 和 微机 处 理 );(6) 作 物 光 合作 用 ,主要 用 涡 度 相关 技术 测定 CO， 
水 汽 , 热 辐射 通 量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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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建站 十 多 年 来 ,已 获得 的 观测 数据 资料 有 :(1) 站 区 10 年 气象 观测 资料 (其 内 容 与 国家 标 

准 气 象 站 相同 );(2) 站 区 农田 土壤 水 分 资料 ; (3) 站 区 农田 地 下 水 位 资料 ;(4) 农 田 太阳 辐射 平 

衡 各 分 量 资料 (包括 太阳 总 辐射 ,直接 辐射 散射. 净 辐射 和 紫外 、 红 外 辐射 等 ); (5) 农 田 小 气候 

资料 (空气 温 . 湿 、 风 、 地 面 温 度 和 土壤 温度 等 ); (6) 水 面 蒸 发 资料 (包括 不 同 规格 的 水 面 蒸 发 池 

资料 ); (7) 大 型 蒸发 渗 漏 仪 (Lysimeter) 观 测 的 作物 蒸 散 耗 水 量 资料 ; (8) 水 力 蒸发 器 观测 的 农 

田 营 发 资料 ; (9) 遥 感 作 物 及 土壤 水 分 资料 等 。 

FAB fh 

各 城 站 现 有 固定 人 员 19 人 ,其 中 研究 员 3 名 , 副 研 究 员 3 名 ,助理 研究 员 2 名 ,工程 师 5 

名 ,初级 技术 人 员 2 名 ,行政 管理 人 员 4 名。 科技 人 员 的 专业 包括 了 农学 .土壤 学 ,水 文学 .气候 

学 、. 生 态 学 .自然 地 理学 、 遥 感 学 等 多 种 学 科 。 

台 城 站 设 有 学 术 委 员 会 ,由 国内 外 著名 专家 阁 干 人 组 成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主要 任务 是 掌握 试 

验 站 学 术 发 展 方向 ,负责 站 开发 基金 的 评审 ,组 织 国内 外 重大 学 术 交 流 活动 ,课题 验收 和 成 果 

台 城 站 为 中 国 科学 院 开 放 试 验 站 ,每 年 来 站 工作 的 客座 研究 人 员 多 达 20 余 名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10 余 名 ,博士 后 .博士 生 、 硕 士 生 10 余 名 。 

五 .工作 条 件 

融 城 站 现 有 试验 地 14. 7 公顷 , 另 有 5 平方 公里 的 中 间 试 验 场 和 近 万 项 试验 田 。 该 站 具有 
开展 农田 生态 系统 中 土壤 一 植物 一 大 气 连续 体 水 平衡 ,水 循环 试验 研究 的 较 系统 和 完整 的 仪 
器 和 装置 ,已 建成 的 主要 观测 试验 设施 和 设备 有 :农田 蒸发 场 , 作 物 光 合作 用 场 、 农 田 水 分 观测 

场 , 地 一 气相 互 作用 的 温 , 湿 风 梯度 观测 系统 ,铁塔 试验 遥感 系统 人 工 降雨 及 土壤 水 分 运动 综 
合 观测 装置 .CCD 电 刷 式 光 谱 仪 采集 系统 、 养 分 平衡 场 . 波 文 比 系统 、 热 线 脉动 风速 仪 . 全 套 太 
阳 辐 射 仪 . 叶 面积 测定 仪 .34 吨 级 大 型 自动 称 重 式 蒸发 入 兴 测 定 仪 .CO: 水 气 测定 仪 . 时 域 反 

射 仪 (TDR) 等 .此 外 站 内 还 设 有 土壤 物理 ,植物 生理 、 化 学 分 析 室 和 计算 机 房 , 有 办 公 楼 和 招 符 
所 (二 层 楼 房 ) 各 一 幢 。 

和 六、 管理 

1. 机 构 和 分 工 

务 城 站 实行 站 长 负责 制 , 设 站 长 1 人 ,业务 副 站 长 1 人 ,行政 副 站 长 1 人 ,全 面 领导 站 的 工 

tP. 

站 设 如 下 的 管理 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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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1) 学 术 小 组 :由 业务 副 站 长 及 在 站 工作 的 主要 课题 负责 人 组 成 ,主要 职能 是 协调 本 站 的 
年 度 科 研 计 划 及 实施 措施 ,协调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及 本 站 成 果 处 理 等 。 
(2) 行 政 办 公 室 :由 行政 副 站 长 .办公 室 主任 和 会 计 组 成 ,负责 本 站 的 合同 工 ,临时 工 管理 ， 

基建 维修 ,食堂 .招待 所 管理 ,水 电 交 通 ,大 田 生产 、 一 般 接 待 等 服务 工作 。 
(3) 会 计 室 : 设 审核 和 出 纳 各 1 人 ,负责 全 站 财务 管理 工作 。 
(4) 资 料 档案 室 :由 业务 副 站 长 ,计算 机 信息 库 管 理 人 员 组 成 ,负责 全 站 所 有 资料 .成 果 的 

入 档 \ 入 库 及 数据 管理 。 
(5) 开 发 部 :由 站 长 ,开发 中 心 主任 和 会 计 组 成 ,负责 全 站 的 科技 成 果 开 发 推广 。 

2. fA ik 
《1) 建 立 站 长 负责 制 ,分 工 负责 各 个 职能 部 门 的 日 常 工作 。 

《2) 制 定 各 部 门 的 管理 制度 ,包括 课题 管理 制度 .资料 管理 制度 .财务 管理 制度 ,临时 工 、 合 

同 工 管理 制度 ,仪器 设备 管理 制度 .招待 所 管理 制度 .仓库 管理 制度 .交通 管理 制度 等 。 

七 、 国 际 国内 合作 

建站 以 来 ,有 30 个 国家 的 200 多 人 来 站 访问 和 学 术 交 流 ,并 与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 、 爱 沙 

尼 亚 有 合作 研究 ;有 中 科 院 和 有 关 高 等 院 校 20 多 个 单位 的 科研 人 员 长 期 在 站 工作 。 融 城市 各 
部 门 大 力 配合 支持 开展 了 试验 研究 工作 。 

国内 外 合作 研究 课题 有 蒸发 渗 漏 仪 研制 ,作物 冠 层 ,二 维 多 光 谱 双 向 反射 的 下 感 试验 , 作 

物 花 期 的 生态 环境 及 人 花粉 通 量 预 报 产 量 模式 的 研究 ,华北 平原 节 水 农业 应 用 基础 研究 ,区 域 蒸 
散 研 究 等 。 

通讯 地 址 :北京 安 外 大 屯 路 917 大 楼 地 理 研 究 所 
邮 编 :100101 

电 话 :(010)64919944 一 2708( 所 ) 

(0534)7351177( 站 ) 

传  $H-:(010)649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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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武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目 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位 于 黄土 高 原 南 部 陕西 省 长 武 县 ,107"41' 刁 ,35"14'N ,海拔 1220 米 。 

2. 自然 条 件 

植被 类 型 属 温带 森林 草原 区 ， 原 始 植被 现 仅 存 少 量 次 生 的 以 长 芳 草 和 阿尔 泰 紫苑 为 主 的 
草地 和 群落。 乔木 树种 主要 有 油 松 侧 柏 、 新 疆 杨 ,大 关 杨 和 刺槐 等 ;灌木 主要 有 紫 穗 槐 。 
tA BSS , 母 质 为 深厚 的 中 壤 质 马兰 黄土 。 

气候 类 型 属 温带 半 湿 润 大 陆 季 风 和 气候, 年 平均 气温 9. 1C ,最 高 温度 22. 1C(7 月 平均 )， 

最 低温 度 一 4.9C (1 月 平均 ) ,这 0C 积 温 3688C ,年 平均 降水 量 584. 1 毫米 ,年 平均 日 照 时 数 

2218.7 小 时 ,无 霜 期 171 天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长 武 县 地 处 黄土 高 原 南部 的 高 原 沟 密 区 ,人 口 密度 270 人 /公里 :, BABY RHE. 

长 武 县 交通 便利 , 西 兰 国道 横贯 县 境 东西 。 文 教 卫生 状况 在 黄土 高 原 地 区 属 较 好 。 该 地 区 属 传 

统 的 农业 区 ,以 实行 旱 作 农业 著称 于 世 ,粮食 产量 居 黄 土 高 原 前 列 。 

二 历史 沿革 

长 武 站 的 前 身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和 陕西 省 科学 院 建立 的 长 武 科学 试验 基地 ,1990 年 正式 建 

站 ,1992 年 被 纳入 中国 生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ARF & fo = 

研究 黄土 高 原 高 效 复合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与 功能 ,物质 能 量 循环 及 环境 效应 以 农田 生 

态 系统 为 主 , 重 点 突出 土壤 一 植物 一 大 气 连 续 体 中 水 分 循环 \. 农 田 养 分 循环 及 平衡 与 肥力 演 

变 , 以 及 提高 农田 生态 系统 生产 力 的 理论 与 技术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1) 农 田 不 同 轮作 系统 水 分 .养分 循环 与 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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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 壤 肥力 与 作物 生产 力 长 期 演变 趋势 预测 ; 

(3) 旱 作 水 分 产量 潜 势 与 提高 生产 力 的 理论 与 技术 体系 ; 

《4) 沟 坡 多 元 地 形 条 件 下 生产 力 开发 模型 ; 

(5) 建 立 高 效 农 业 生态 经 济 系统 的 理论 与 技术 。 

主要 成 果 有 黄土 高 原 沟 餐 区 建立 高 效 农 业 生 态 经 济 系统 的 理论 与 技术 ,这 一 成 果 会 同 其 

它 试验 站 成 果 获 陕西 省 科技 进步 一 等 奖 和 国家 科技 进步 一 等 奖 。 

《长 武 高 效 农业 生态 经 济 系统 综合 研究 }) 专 著 由 科技 文献 出 版 社 出 版 。《 水 土 保 持 通报 》 

1993 年 第 5 期 出 版 了 研究 专集 。 

3. 现在 正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Cl)SPAC 水 循环 与 平衡 ; 
《2) 农 田 生 态 系统 养分 循环 与 平衡 ; 

《3) 提 高 农田 生态 系统 生产 力 的 理论 与 技术 ; 

《4) 多 元 地 形 生态 环境 与 植被 群落 结构 及 其 和 生产 力 的 关系 ; 

《5) 多 元 地 形 下 复合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与 功能 ; 
《6) 农 业 持续 发 展 模式 。 

FARE 

学 科 设 置 是 在 本 站 十 多 年 的 科研 基础 上 形成 的 ,设置 有 : 土壤 水 分 (农业 生态 系统 中 水 分 

循环 与 平衡 ), 土壤 养分 (农业 生态 系统 中 养分 循环 与 平衡 ), 农田 作物 生态 (提高 作物 生产 
A), 植物 生态 ( 果 、 林 、 草 等 植物 生态 配置 ), 土壤 侵蚀 机 理 与 控制 (水 土 保持 优化 模式 ), 土地 

资源 与 高 效 生 态 经 济 系统 (资源 一 生态 一 环境 关系 与 优化 模型 ) 。 

学 术 委员 会 由 13 位 国内 知名 专家 学 者 组 成 。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8 名 ,客座 研究 人 员 4 名 。 

五 .工作 条 件 

1. 研究 工作 设施 

本 站 有 实验 办 公 楼 800 平方 米 , 大 型 蒸 散 系统 (Lysimeter) 和 微型 蒸 散 系统 (Mini Lysime- 

ter) 已 建成 并 投入 使 用 。 气 象 场 已 观测 近 10 年 。 建 有 养分 场 , 水 分 场 . 径 流 场 和 综合 试验 场 。 

2 有 生活 设施 

生态 站 现 有 300 平方 米 的 住宅 用 房 , 其 中 有 3 间 高 级 公寓 ,5 间 普 通 公 寓 , 有 可 供 50 AF 

会 .讲学 .就 餐 的 多 功能 室 。 

1994 年 起 ,本 站 高 压 专线 输电 ,保证 了 生态 站 的 工作 和 生活 用 电 。 卫星 电视 接收 系统 正在 

积极 筹办 ,不 久 即 可 竣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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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 与 通讯 条 件 

生态 站 位 于 距 长 武 县 11 公里 处 ,交通 十 分 方便 。 本 站 现 已 开通 了 两 部 程控 电话 机 ,通讯 便 
利 。 

和 六、 管理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长 武 站 管理 机 构 由 站 长 (1 名 ) 副 站 长 (2 名 ) .学 术 委 员 会 和 办 公 室 组 成 ,办 公 室 下 设计 划 

业务 组 和 行政 组 ,负责 站 日 常事 务 。 

长 武 站 的 研究 计划 执行 情况 .经 费 使 用 .人 员 配备 等 事宜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土 保持 研究 所 实 

施 领导 和 管理 。 长 武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负责 试验 研究 计划 的 实施 和 成 果 审 报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工作 管理 :长 武 站 采用 流动 ,联合 .开放 的 形式 ,少数 固定 人 员 与 多 数 客座 人 员 相 结合 

的 科研 管理 模式 ,选择 事业 心 强 、 知 识 面 宽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青年 科技 人 员 为 固定 人 员 ,力求 少 而 

精 , 人 数控 制 在 15 名 以 内 。 客 座 人 员 和 采用 广泛 开放 形式 ,吸收 不 同学 科 , 不 同 层次 的 研究 人 员 
进 站 工作 。 进 站 方式 可 灵活 多 样 ,独立 和 合作 研究 均 可 。 主 要 研究 专题 采用 国内 外 公开 招标 、 

平等 竞争 .择优 支持 的 方法 ,以 提高 研究 水 平 。 

数据 管理 :计划 业务 组 下 设 数据 管理 小 组 和 仪器 维护 管理 小 组 ,专人 负责 数据 的 校 验 及 质 
量 控制 ,及 时 准确 上 报 和 通报 。 通 过 建立 健全 的 技术 系统 ,来 保证 监测 指标 的 顺利 完成 。 

后 勤 管理 : 设 专职 后 勤 管理 人 员 ,负责 本 站 固定 和 客座 人 员 的 日 常生 活 及 设施 维护 管理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先后 有 美国 \, 加 拿 大 、 墨 西 哥 .芬兰 日本、 秘鲁 俄罗斯、 哈萨克 斯 坦 ,澳大利亚 、 马 来 西亚 、 

蒙古 、 新 加 坡 等 国 及 台湾 澳门 地 区 的 专家 学 者 来 站 参观 访问 ,进行 学 术 交 流 ;为 二 期 国际 水 土 

保持 学 习 班 提供 教学 学 习 场 所 。 向 日 本 ,美国 ,澳大利亚 等 国 选派 学 者 进修 学 习 。 有 30 人 次 出 
访 美 .日 、 澳 . 英 \ 加 等 国 进行 学 术 交 流 。 目 前 正在 积极 与 美国 、 澳 大 利 亚 、. 日 本 等 国 接触 ,争取 开 

展 有 关 合 作 研 究 。 

目前 ,长 武 站 承担 国家 “ 八 五 ?攻关 项 目 . 中 国 科 学 院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陕 西 省 科 委 
“ 八 五 "攻关 项 目 、 国 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课题 等 四 个 方面 的 研究 课题 和 任务 。 

本 站 同 西北 植物 研究 所 、 陕 西 省 动物 所 ,西北 农业 大 学 等 院 校 及 研究 单位 ,就 高 原 沟 密 区 

生态 学 ,动物 生态 学 .水土 保持 .农业 生态 等 方面 进行 合作 研究 。 

本 站 还 多 次 指导 西北 大 学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西北 农业 大 学 等 有 关 院 校 的 研究 生 和 本 科 生 的 
毕业 论文 设计 和 社会 实践 等 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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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塞 水 土 保持 综合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安 塞 站 位 于 黄土 高 原 中 部 ,陕西 省 延安 地 区 安 塞 县 城郊 。109"19'23 灾 ,36"51'30N ,海拔 

1068~1309 米 , 属 典型 的 梁 赐 状 丘陵 沟 餐 区 。 

2. 自然 条 件 

植被 类 型 属 暖 温带 森林 草原 。 天 然 森 林 植 被 破坏 贻 尽 , 现 呈 草原 化 森林 草原 景观 。 主 要 天 

然 植 被 多 为 以 长 芒 草 、 铁 杆 项 、 蒋 蒿 、 白 羊 草 、 兴 安 胡 枝子 、 厚 穗 宾 草 等 组 成 的 草原 或 草 甸 草 原 

BYE. DRAM ERA AWIRT H.R OR. AK SAAR. RE A. REFAMRSAM 

WRIA. ATK. ah EE RR TARR A SER RE 

UST HEA. AS. RUE WW KAS. EK DR. SRE. EHALE, EA. 

Ha ELE BS AK RORAIGS RAR IZ eR, EBHRAL ,沟谷 多 

=BSAtwHR. 

“Ra A Balin ti EF RK. 年 均 气 温 8. 8C ,最 冷 月 1 月 平均 一 6.9C ,最 热 月 7 月 平均 
22. 6C ,绝对 最 低温 一 23. 6°C ,绝对 最 高 温 38. 6°C ; 辫 10C 积 温 3119'C ,无 霜 期 159 天 。 年 日 照 

时 数 2416 小 时 ,年 总 辐射 量 552. 3 千 焦 /厘米 *。 平 均 年 降水 量 541. 2 毫米 ,干燥 度 1. 46. 

3. 社会 经 济 状 况 

安 塞 县 位 于 延安 北部 ,总 土地 面积 2950 平方 公里 ,水 土 流失 面积 达 2852 平方 公里 AR 

河中 游 水土 流 失重 点 县 之 一 ,年 土壤 侵蚀 模 数 平均 1 吨 /公里 *。 全 县 辖 14 个 乡 、 镇 ,204 个 行政 

村 ,人 口 12. 96 万 ,其 中 农业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93.93% ,人 口 密度 44 人 /公里 :。 人 均 占 有 各 类 土 

地 2. 3 公顷 ,其 中 生产 用 地 1. 98 公顷 , 现 人 均 耕 地 0. 85 公顷 。 

1990 年 全 县 社会 总 产值 6268 万 元 ,其 中 农业 总 产值 4754 万 元 ,县 财政 收入 617. 2 万 元 ， 
粮食 总 产量 56733 OE, KA 3.9 万 头 , 羊 17. 5 万 只 , 猪 3.6 RRB 17.65. 

二 \ 历 史 沿 革 

1973 年 做 为 西北 水 土 保持 研究 所 在 陕 北 的 基点 ,在 安 塞 县 沿 河 湾 镇 茶 坊 村 建 点 ,开展 水 

土 保 持 、 农 业 增 产 技 术 和 建造 果园 .造林 种 草 试验 及 示范 推广 工作 。 

1975 一 1985 年 先后 承担 了 陕西 省 科研 攻关 任务 ,同时 租用 土地 建设 了 山地 、 川 地 试验 场 ， 

开展 了 一 些 基 础 试验 研究 .观测 。1985 年 进入 “中 国 科 学 院 野外 台 站 网 络 ”。 

1986~1995 年 先后 承担 国家 “七 五 >“ 八 五 ”重大 科技 攻关 项 目 。1990 年 在 安 塞 县 城郊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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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各 类 土地 75 公顷 ,扩建 了 山川 地 试验 场 和 部 分 实验 ,生活 楼 房 。1992 年 被 评选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CERN) ?重点 站 。 在 CERN 建设 项 目 支持 下 ,加 速 了 综合 试验 场 和 实验 生活 

配套 设施 建设 。 到 1994 年 按 CERN 重点 站 要 求全 面 完成 了 建站 任务 。 所 有 主导 试验 于 1992 

年 开始 观测 运转 。 

= ARLE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依据 CERN 任务 要 求 ,逐步 围绕 国际 地 圈 生 物 圈 计划 (ICGBP) 的 主要 研究 内 容 ,突出 黄土 

高 原 特征 ,开展 长 期 定位 研究 。 主 要 研究 黄土 丘陵 沟 上 区 在 人 类 活动 影响 下 ,水 土 流失 ,自然 资 
源 、. 生 态 环境 、 社 会 经 济 及 系统 生产 力 的 时 、 空 演变 过 程 , 整 个 农业 生态 经 济 系统 结构 、 功 能 与 
调控 机 理 途 径 。 重 点 探求 水 土 流失 过 程 \ 机 理 、 控 制 的 基本 规律 ,同时 以 建设 水 土 保 持 型 生态 农 

业 复合 系统 为 核心 ,研究 合理 开发 利用 农业 资源 ,改善 生态 环境 ,恢复 .重建 退化 生态 系统 , 提 

高 系统 整体 功能 的 途径 和 措施 ,为 黄土 高 原 综 合 治理 开发 ,建设 稳定 \ 高 效 、 持 续 发 展 的 农业 生 

态 经 济 系统 提供 科学 依据 和 示范 模式 ,为 CERN 和 全 球 变化 研究 提供 可 靠 的 观测 和 研究 资 

料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1973~1980 年 ,开展 了 “黄土 丘陵 区 综合 治理 途径 和 方法 的 初步 试验 2”。 该 研究 获 中国 科 
学 院 1986 年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1980 一 1985 年 ,承担 了 陕西 省 重点 科研 项 目 “ 陕 西 黄土 丘陵 沟 密 区 水 土 保持 农林 牧 综合 

治理 中 间 试 验 , 试 验 区 面积 78. 4 平方 公里 ,同时 进行 了 杏子 河流 域 综合 考察 。 该 研究 项 目 及 
《杏子 河流 域 自 然 资 源 与 水 土 保持 ) 专 著 同时 获 1986 年 陕西 省 和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三 等 奖 。 

与 此 同时 ,为 杏子 河流 域 列 为 联合 国 粮食 计划 署 援助 项 目 “ 延 安 地 区 杏 子 河流 域 农业 发 
展 提 供 了 基础 资料 和 论证 依据 报告 。 

1986~1990 年 ,承担 国家 "七 五 ?重大 科技 攻关 项 目 “ 黄 土 高 原 综合 治理 ,以 8. 27 平方 公 
里 的 纸 坊 沟 小 流域 为 单元 ,开展 了 “ 安 塞 黄土 丘陵 区 水 土 保持 型 生态 农业 研究 ”, 发 表 论文 60 

余 篇 ,汇编 .出 版 了 《黄土 丘陵 沟 密 区 水 土 保 持 型 生态 农业 研究 %( 上 、 下 册 )2 本 论文 集 。 该 研究 
成 果 获 1992 年 陕西 省 科技 进步 一 等 奖 。 其 中 子 专题 “ 安 塞 纸 坊 沟 流域 水 土 保持 措施 优化 配置 
PEE” FR 1992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黄 土 高 原 综合 治 理 ? 获 国家 自然 科学 一 等 奖 , 安 
塞 试 区 排名 第 二 。 

“七 五 ?期 间 安 塞 站 还 承担 了 国家 重大 科技 攻关 项 目 “ 黄 土 高 原 综 合 治理 定位 试验 示范 综 

合 研究 ”专题 有 关 研 究 内 容 , 获 1992 年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 黄 土 高 原 小 流域 综合 治 
理 遥 感 监测 ” 获 1992 年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三 等 奖 ;陕西 省 科 委 下 达 的 课题 “ 安 塞 县 1988 一 
2000 年 经 济 社会 发 展 战略 规划 ?的 制订 与 实施 , 获 1992 年 陕西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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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 五 "国家 重大 科技 攻关 项 目 “ 黄 土 高 原水 土 流失 区 综合 治理 与 农业 发 展 研究 ?开展 

“提高 黄土 丘陵 区 水 土 保持 型 生态 农业 系统 总 体 功 能 的 研究 ”; 
(2)CERN 专题 “黄土 丘陵 区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及 提高 生产 力 的 研究 ”; 

(3) 中 国 科 学 院 重 点 项 目 , 黄 土 高 原 土壤 侵蚀 垂直 分 布 定 量 分析 与 新 技术 新 方法 研究 ; 

4) 陕西 省 自然 科学 基金 项 目 , 大 果 无 刺 沙 琼 优良 品种 引种 选 育 ; 

《5) 中 俄 合 作 研 究 项 目 ,黄土 高 原 中 部 植被 恢复 过 程 及 对 生态 环境 影响 的 研究 。 

FAB fh 

AS oh Eee BAR : TR Ae RK LR ARLE AS HEH AE AS, ch HA FH AAS 
生物 地 球 化 学 。 

学 术 委员 会 由 所 内 外 13 位 知名 专家 组 成 。 其 中 所 外 专家 5 A.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9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6 人 ,中 级 研究 人 员 3 人 。 

现 有 客座 人 员 19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实验 人 员 9 人 ,中 级 研究 技术 人 员 5 人 ,包括 :土壤 侵 

蚀 , 水 土 保 持 措施 ,水 土 保持 林 、 植 物 生理 生态 . 农 化 \ 水 保 耕 作 、 土 壤 水 分 .农业 经 济 、 自 然 地 
理 、 园 艺 畜牧 等 专业 ,分 别 开 展 国家 重大 科技 攻关 项 目 和 CERN 的 专题 研究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 施 

现 有 实验 .生活 楼 宿舍 、 仓 库 窗 洞 楼 共 1900 平方 米 , 包 括 带 卫生 间 客 房 6 间 , 中 小 会 议 室 

各 1 间 , 厨 房 餐 厅 、 锅 炉 房 等 ,可 同时 接纳 40~50 人 食 宿 和 试验 研究 工作 。 水 电 可 保证 生活 、 

mR or ae 

2. 研究 工作 设施 

(1) 野 外 观测 设施 

水 分 平衡 场 :包括 大 型 蒸 渗 仪 .山地 水 面 、 土 壤 蒸发 器 , 农 (坡地 及 水 平 梯田 )、 林 ,草地 水 分 

平衡 试验 小 区 46 个 。 

养分 循环 试验 场 :有 梯田 、 坡 耕地 及 草 粮 带 状 间 轮 作 养 分 循环 平衡 试验 小 区 28 个 。 

径流 小 区 :包括 不 同 坡度 . 坡 长 、 坡 形 土壤 侵蚀 .不同 水 保 措 施 、 不 同 耕 作 措 施 、 不 同 树 . 草 

种 水 土 保持 效益 径流 小 区 86 个 ,2 个 集 水 区 。 

山地 气象 观测 站 及 农林 草地 小 气候 观测 场 。 

山地 果树 丰产 栽培 试验 示范 园 。 沟 坡 天 然 草地 改良 及 合理 利用 试验 场 。 人 工 降 十 设施 

等 。 另 设 有 8. 27 平方 公里 的 纸 坊 沟 小 流域 作为 承担 国家 攻关 任务 ,开展 小 流域 综合 治理 , 进 

行 水 土 保持 型 生态 农业 建设 以 及 有 关 试 验 研 究 的 示范 推广 区 。 

(2) 实 验 室 

现 有 实验 室 6 间 , 分 设 土壤 养分 .土壤 物理 .土壤 侵 蚀 、 植 物 生 理 生 态 、 信 息 系统 实验 室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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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机 房 。 有 CERN 建设 项 目 统一 配备 的 野外 数据 采集 系统 及 有 关 测 定 分 析 仪器 设备 ,可 基 
未 满足 野外 试验 观测 需要 .加 上 所 内 有 关 实 验 室 ,特别 是 黄土 高 原 土壤 侵蚀 与 早 农 国家 重点 实 
验 训 ,可 较 好 满足 有 关 试验 研究 的 需求 。 

六 、 管 理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安 塞 试验 站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 水 利 部 西北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所 的 一 个 处 级 独立 单位 ,直属 西北 水 
土 保持 研究 所 领导 。 

站 的 主要 研究 .观测 内 容 、 方 法 规范 、 仪 器 等 接受 CERN 的 统一 指导 。 

西北 水 土 保持 研究 所 的 三 个 生态 试验 站 共 设 一 个 生态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负责 试验 研究 设计 

及 成 果 审 定 。 
安 塞 站 设 站 长 1 人 , 副 站 长 2 人 及 办 公 室 ,负责 试验 研究 任务 的 实施 ,试验 站 运转 、 管 理 ， 

经 费 使 用 ,研究 观测 资料 整理 积累 与 成 果 上 报 等 。 

2. 管理 办 法 

(1) 研 究 管理 

试验 站 承担 的 研究 任务 ,实行 站 (课题 ) 与 子 专题 二 级 管理 .站 上 对 西北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所 和 

CERN 负责 ,组 织 完 成 承担 的 各 项 研究 任务 。 对 各 子 专题 实施 组 织 领导 ,协调 指导 各 子 专题 的 

研究 ,统一 管理 及 积累 研究 .观测 资料 ,组织 综 合 性 攻关 。 凡 在 安 塞 站 实施 (开展 ) 的 有 关 基 金 课 

题 ,站 积极 配合 ,提供 条 件 ,共同 完成 。 

试验 站 实行 固定 少数 研究 人 员 作 为 学 科 管 理 及 学 术 带 头 人 ,多 数 研 究 人 员 为 客座 的 管理 

体制 。 主 要 研究 专题 逐步 采取 所 内 外 、 国 内 外 公开 招标 ,平等 竞争 ,择优 支持 的 办 法 以 提高 研究 

活力 和 水 平 。 

(2) 数 据 管理 

站 设立 数据 管理 小 组 ,由 1 名 副 站 长 主管 ,制订 本 站 数据 管理 政策 ,实施 数据 管理 ,负责 向 

CERN 总 中 心 和 各 试验 站 传送 数据 。 设 专职 数据 管理 员 1 人 ,兼职 3 一 4 人 (各 学 科 组 1 人 ) 负 

责 数据 输入 、 校 核 及 质量 控制 ,发 布 常规 数据 , 供 各 专题 使 用 。 目 前 站 上 的 数据 分 两 类 :一 类 是 

站 ( 斌 区) 统一 管理 的 数据 (如 气象 . 社 经 等 ) ,定期 向 各 专业 组 提供 使 用 。 另 一 类 是 由 各 专业 组 

专题 .采集 管理 的 数据 ,站 可 依据 综合 研究 之 需要 统一 调用 。 课 题 结 束 后 ,数据 资料 统一 归档 ， 

由 所 科技 档案 室 保存 。 

《3) 行 政 管理 

试验 站 主要 行政 事务 由 站 长 、 副 站 长 统一 研究 ,分 别 负 责 。 另 设 一 名 管理 人 员 , 管 理 日 常 行 

政事 务 , 生 活 设施 维护 ,保障 正常 的 研究 工作 和 生活 条 件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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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合作 目前 进行 的 有 与 俄罗斯 科学 院 卡 马 洛 夫 植物 研究 所 的 合作 研究 一 黄土 高 原 中 部 

植被 恢复 过 程 及 对 生态 环境 的 影响 (1991 一 1994) 。 

另外 ,在 土壤 侵蚀 与 水 土 保 持 , 草 地 生态 ,生物 资源 开发 等 方面 正 积 极 与 日 本 、 新 西 兰 、 澳 

大 利 亚 、 美 国 、 俄 罗斯 等 密切 接触 ,争取 开展 合作 研究 。 

国内 合作 :七 五 ?期 间 开 展 的 合作 研究 有 :国家 重大 科技 关 项 目 ;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遥 感 所 合 

作 的 安 塞 县 纸 坊 沟 流 域 遥 感 监测 ;与 北京 植物 所 合作 进行 的 苹果 保鲜 贮藏 开发 试验 。 

现 进行 的 国内 合作 研究 有 : 

(1) 国 家 “ 八 五 ?重大 科技 攻关 项 目 。 该 项 目 系 由 国家 科 委 、 农 业 部 .中 国 科 学 院 、 水 利 部 等 

共同 主持 ,由 黄土 高 原 陕 . 甘 . 宁 、 晋 .内 蒙古 5 省 (区 )11 个 试验 示范 区 协同 攻关 。 安 塞 作为 11 

个 试 区 之 一 ,加 强 有 关 部 门 单位 .省 (区 ) 和 有 关 专 家 的 联系 与 合作 。 

(2) 院 重大 研究 项 目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安 塞 站 作为 农业 生态 系统 重点 站 之 一 ,与 

其 它 生 态 站 及 水 分 、 养 分 专题 开展 联网 研究 ,加 强 了 生态 学 国内 合作 研究 。 

(3) 院 重点 项 目 “ 黄 土 高 原 土壤 侵蚀 垂直 分 布 定量 分 析 与 新 技术 新 方法 的 研究 ”, 在 安 塞 站 

以 合作 方式 进行 。 

(4) 与 陕西 省 动物 研究 所 合作 专题 :黄土 丘陵 区 肉 鼠 种 类 生态 与 防治 示范 推广 。 

联系 地 址 :陕西 省 杨陵 

邮政 编码 :712100 

HB 。 话 :(0910)701242 

传 H:(0910)7012210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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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中 国 科 学 院 红 壤 生 态 开放 实验 站 (简称 红壤 站 ) ,位 于 江西 省 余 江 县 刘 家 站 ,116?"55' 下 ,28” 

15'N ,地 形 以 低 丘 岗地 为 主 ,海拔 35~56 米 , 最 大 相对 高 差 15 米 。 

2. 自然 条 件 

现状 植被 多 为 马尾 松 ̀  有 刺 灌 丛 、 干 性 疏 丛 儿 本 科 草 类 。 

主要 土壤 类 型 为 红壤 , 母 质 为 第 四 纪 红 色 粘 土 ， 其 下 为 白垩 纪 红 砂岩 。 

该 区 水 热 资 源 丰 富 , 年 降雨 量 1795 毫米 ,集中 在 3 一 6 月 ,年 蒸发 量 1381 毫米 ,年 平均 

温度 17.6°C, 10°C iW 5528°C ,无 霜 期 262. 1 天 。 

3. 社会 经 济 状 况 

红壤 站 所 在 地 座 漂 市 人 口 98. 1 万 ,其 中 非 农 业 人 口 21.6 万 , 占 总 人 口 的 22%% ,农业 人 口 

76.5 万 , 占 总 人 口 的 78% 。 全 市 土地 总 面积 3554 平方 公里 ,人 均 占 地 0. 36 公顷 ,耕地 6. 04 万 

公顷 ,人 均 0. 06 公顷 ,如 以 农业 人 口 计 ,人 均 占 有 耕地 0. 08 ZH. 1992 年 农业 总 产值 62381 

万 元 ,粮食 394. 65 万 公斤 ,人 均 402. 5 公斤 ,主要 粮食 作物 和 经 济 作物 有 水 稻 、 花 生 \ 大 豆 、 芝 

麻 、 油 菜 、 黄 红 麻 .甘蔗 、 席 草 、 茶 叶 等 。 猪 出 栏 45. 7 万 头 ,牛奶 73 万 公斤 , 肉 类 总 产量 3705 万 

公斤 ,水 产品 605 万 公斤 工业 正 蓬勃 发 展 , 年 产值 达 24. 5 亿 元 ,主要 产品 有 布 、 洗 涤 剂 .电器 、 
电解 铜 、 硫 酸 、 磷 肥水 和 泵 水 表 等 。 

该 市 1992 年 国民 总 收入 为 10. 5 亿 元 ,其 构成 :工业 3. 9 亿 元 ,农业 4. 4 亿 元 ,建筑 业 0.5 

亿 元 ,运输 邮电 业 0. 7 亿 元 ,商业 旅馆 业 0. 9 亿 元 。 农 村 人 均 收 入 730. 89 元 ,全 民 职 工 2485 

元 ,城镇 集体 职工 1715 元 。 

二 历史 沿革 

本 站 自 1985 年 12 月 开始 筹建 ,1988 年 底 基 本 完成 。 

从 50 年 代 开始 , 站 隶属 的 中 科 院 南京 土壤 研究 所 组 织 和 参与 了 南方 红 黄 壤 区 土壤 资源 
的 调查 、 改 良 利用 试验 和 橡胶 宜 林 地 考察 ， 并 在 江西 省 新 建 县 建立 了 甘 家 山 红 壤 试 验 场 , 定 

位 进行 肥料 等 试验 ,提出 了 红壤 上 直接 施用 磷 矿 粉 以 磷 增 氮 等 重大 建议 。60,.70 年 代 , 又 相继 

在 浙 、 闹 设 点 开展 红壤 理化 特性 和 肥料 试验 研究 ,建立 示范 样板 田 。1985 年 , 在 总 结 以 往 经 验 
教训 的 基础 上 , 中国 科学 院 决定 在 红壤 比较 集中 分 布 的 江西 省 余 江 县 刘 家 站 建立 一 个 长 期 综 
合 的 实验 研究 基地 一 一 中 国 科 学 院 红壤 生态 开放 实验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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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究 玉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研究 方向 是 综合 研究 红壤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与 演 替 动态 及 提高 生产 力 的 途径 。 重 点 

是 农业 生态 系统 持续 农业 优化 模式 、 物 质 循环 \ 土 地 退化 与 防治 全球 变化 等 研究 领域 。 

2.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建站 以 来 在 站 开展 的 研究 课题 已 达 80 多 项 ,分 别 来 自 国家 “ 八 五 ?攻关 , 院 生 态 网 络 研究 ，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院 长 .所 长 .开放 站 ( 室 ) 基 金 及 国际 合作 等 多 种 渠道 。 这 些 课 题 起 点 高 , 完 

全 是 按 本 站 学 科 发 展 方向 和 研究 总 体 框 架 的 要 求 设立 的 。 

几 年 来 ,特别 是 1990 年 正式 对 国内 外 开放 以 来 ,我 站 取得 了 一 批 学 术 水 平 较 高 和 生产 实 

际 应 用 前 景 广阔 的 科技 成 果 , 得 到 了 国内 外 同行 和 地 方 政府 的 高 度 评价 。 具 有 代表 性 的 有 以 

下 几 项 : 

(1) 我 站 分 别 于 1992 年 和 1993 年 编著 出 版 了 《红壤 生态 系统 研究 ?第 一 集 (39 万 字 ) 和 第 

二 集 (62 万 字 )， 较 全 面 系统 地 反映 了 我 站 开放 以 来 ,在 热带 .亚热带 农业 生态 系统 研究 领域 

的 最 新 成 果 , 内 容 涉及 红壤 区 土地 资源 综合 利用 方向 与 农业 持续 发 展 战 略 ， 生 态 系统 水 分 、 

养分 循环 及 其 平衡 ,土地 退化 与 防治 ,以 及 人 工 优化 生态 模式 等 多 方面 ,基本 反映 了 目前 我 国 

在 该 研究 领域 的 最 新 进展 和 研究 水 平 ,对 提高 我 国 乃至 世界 红壤 综合 开发 利用 水 平 ,促进 热 

带 、 亚 热带 农业 和 农村 经 济 的 持续 发 展 , 均 具有 重要 科学 和 实际 意义 。 

(2) 编 著 出 版 了 《江西 红壤 》( 与 江西 省 红壤 研究 所 合作 主编 ) 一 书 , 并 获得 中 国 科 学 院 自 

然 科 学 二 等 奖 与 江西 省 科技 进步 二 等 奖 。 全 面 论述 了 江西 红壤 及 其 它 土 壤 的 成 士 条 件 、. 过 程 、 

属性 及 其 利用 改良 措施 ,对 江西 红壤 资源 合理 开发 利用 有 极其 重要 的 指导 意义 ,， 也 可 作为 我 

国 南方 各 地 的 参考 和 借鉴 。 

(3) 我 站 主持 的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课题 “红壤 与 环境 间 物 质 交 换 及 其 与 植物 生长 的 关系 ”， 

获 中 国 科学 院 自然 科学 三 等 奖 。 采 用 排水 采集 器 、 集 水 区 和 野外 定位 动态 监测 相 结合 的 综合 

研究 方法 ,探讨 红壤 的 水 热 动 态 与 现代 成 土 过 程 特征 .土壤 一 植物 系统 中 营养 元 素 的 循环 与 

平衡 及 其 调控 途径 ,在 国内 尚 属 首创 ,在 理论 上 证 实 了 脱 硅 富 铝 化 过 程 仍 在 继续 进行 中 ,具有 

重大 的 学 术 意 义 。 

(4) 我 国 磷 矿 磷肥 中 锅 及 其 它 重 金属 元 素 的 含量 及 其 对 生态 环境 的 影响 。 站 着 重 对 磷 矿 中 

的 锅 与 重金 属 及 其 生态 环境 影响 作 了 研究 ,首先 发 现 钙 镁 磷肥 生产 工艺 可 以 去 除 磷 矿 中 80% 

的 锅 ,为 防止 长 期 施用 磷肥 污染 土壤 提供 了 理论 依据 , 并 为 世界 高 锅 磷 矿 利 用 开辟 了 途径 。 该 

成 果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 

(5) 土 壤 腐蚀 性 研究 :客座 人 员 参 加 主持 的 土壤 腐蚀 性 研究 于 1991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一 等 奖 。 该 研究 根据 室内 外 积累 的 2000 多 个 基础 数据 提出 了 我 国 重要 类 型 土壤 的 腐蚀 

性 及 与 其 环境 因素 的 相关 性 ， 为 我 国土 壤 腐 蚀 性 分 级 标准 及 地 下 工程 设计 提供 了 新 的 依据 ， 

获 国家 专利 三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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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 国 磷 矿 粉 的 农业 利用 :本 项 研究 在 理论 上 阐明 了 土壤 性 质 对 磷 矿 粉 肥效 的 影响 , 磷 

矿 粉 的 结晶 性 质 与 肥效 的 关系 ,及 其 合理 利用 技术 等 ,在 生产 上 示范 推广 ,取得 了 显著 的 经 济 
和 社会 效益 。 成 果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二 等 奖 。 

《7) 开 放 站 的 第 一 批 基金 课题 已 相继 通过 验收 ,全 部 完成 了 预期 研究 目标 。 其 中 "红壤 农 

j 林 牧 综 合生 态 模 式 及 其 调控 ?以 及 “第 四 纪 红色 粘土 流失 区 的 侵蚀 研究 及 开发 利用 ”两 个 研究 
) ”课题 取得 了 较 大 的 进展 ,正在 分 别 组 织 申 报 成 果 。 

《8) 红 壤 地 区 绛 三 叶 草 接种 根瘤 菌 剂 的 增产 效果 :本 项 研究 提出 了 在 施用 根瘤 菌 剂 时 配合 

施用 磷肥 的 混合 菌 剂 的 接种 技术 ， 从 而 使 菌 剂 对 作物 及 土壤 的 生态 适应 能 力 加 强 , 增产 效果 
比 单 接 菌 增产 29. 3 上 。 这 为 新 垦 红 壤 种 好 豆 科 绿肥 提供 了 一 条 经 济 有 效 的 增产 途径 。 已 列 入 

国家 科技 成 果 。 
9) 土壤 天 然 水 某 些 化 学 性 质 的 电化 学 法 原 位 连续 自动 检测 系统 研究 :客座 人 员 研 制 成 功 

有 专用 传感器 、 多 通道 电化 学 参数 采集 器 及 应 用 软件 组 成 的 测量 系统 ,能 连续 检测 因 自然 条 

件 变 化 及 农业 措施 引起 的 若干 化 学 性 质 (pPH、Eh、 电 导 、 温 度 等 ) 的 动态 变化 ,解决 了 长 期 以 来 
采样 至 实验 室 无 法 获得 自然 状态 下 原 位 土壤 或 天 然 水 化 学 性 质 真实 动态 参数 的 问题 。 

《10) 本 站 主持 的 国家 “ 八 五 ?攻关 项 目 “ 南 方 红 黄 壤 丘 陵 低 产地 综合 治理 研究 ”, 余 江 试 区 

通过 两 年 多 时 间 的 综合 治理 , 区 内 的 低产 水 田 增产 12. 5 万 公斤 ,130 公顷 桔 园 年 产 由 20 万 公 

斤 增 到 80 万 公斤 ,26. 7 公顷 茶园 产量 翻 了 一 翻 ,获得 了 座 潭 科技 进步 奖 。 此 外 ,稻田 节 氮 的 水 
肥 综 合 管理 技术 ,花生 、 油 菜 专用 配方 肥 等 均 取 得 明显 成 效 。 

(11) 本 站 于 1993 年 创办 了 《当代 复合 农林 业 ;》 杂 志 ( 季 刊 ), 介绍 世界 有 关 研 究 动 态 , 引 进 

和 借鉴 最 新 复合 农林 业 工艺 及 技术 ,对 提高 该 学 科研 究 水 平 ,具有 极其 重要 的 意义 。 

3. 正在 研究 的 工作 

主要 研究 内 容 包 括 : 亚 热带 农业 生态 系统 (包括 农 \ 林 、 果 、 渔 各 业 亚 系统 ) 的 结构 、 功 能 ( 特 
别 是 水 分 .养分 循环 与 平衡 ) 及 演 替 的 动态 ;复合 农林 业 优化 模式 :土地 退化 及 劣 地 更 新 与 恢复 
的 生态 (工程 ) 技 术 体 系 ; 提 高 农业 资源 利用 率 及 系统 生产 力 的 途径 ;亚热带 丘陵 区 高 效 集约 持 
续 农 业 与 农村 经 济 持续 发 展 宏观 战略 研究 。 

FAD 

我 站 一 直 根 据 站 研究 方向 和 发 展 目标 注重 综合 研究 ， 多 途径 吸收 有 关 学 科 高 水 平 的 科研 

人 员 来 站 工作 。 目 前 , 我 站 已 开展 的 研究 涉及 土壤 .植物 .动物 、 微 生物、 环保 等 学 科 ， 具 有 高 

级 职称 的 科研 人 员 59 名 ,他 们 中 的 许多 在 本 学 科 享 有 较 高 的 知名 度 。 

我 站 第 一 届 学 术 委 员 会 组 建 于 1989 年 ,由 15 名 国内 外 知名 科学 家 组 成 ,其 中 研究 所 以 外 

的 委员 占 2/3。 

站 现 有 固定 人 员 14 人 ,包括 研究 、 技 术 ,管理 人 员 , 具 有 高 级 职称 的 5 名 ,中 级 6 名 ,中 青 

年 占 一 半 以 上 。 这 是 一 支 稳定 .素质 较 高 并 具 奉 献 精 神 的 队伍 。 

从 1985 年 到 现在 ,先后 近 100 名 客座 研究 人 员 到 站 工作 ,他 们 来 自 本 院 、 地 方 研 究 院 、 所 、 

高 等 院 校 及 地 方 农业 推广 部 门 ， 其 中 具 高 级 职称 的 50 多 人 ,中 初级 职称 的 20 多 人 ,中 青年 占 

47 



近 一 半 ， 

本 站 实行 固定 和 客座 研究 人 员 相 结合 的 组 阁 方 式 , 并 以 客座 研究 人 员 为 主体 ,以 促进 人 

才 流 动 。 在 现 有 的 92 名 研究 .管理 人 员 中 ,固定 编制 为 14 人 , 半 固 定 客座 研究 人 员 32 人 ,一般 

客座 人 员 46 人 ,高 .中 :初级 科研 人 员 的 比例 为 4:3:3, 其 中 有 博士 .博士 后 9 人 ,在 读 博 士 、 硕 
士 研究 生 10 人 。 同 时 ,站 还 雇用 当地 农民 合同 工 10 余人 ,协助 站 的 行政 和 后 勤 服务 等 管理 工 

作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 施 

我 站 生活 设施 较为 完善 ,有 1000 平方 米 的 公寓 楼 一 栋 ， 可 同时 接待 外 宾 4 名 ,内 宾 50 

名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站 有 试验 用 地 106. 3 公顷 ,水 面 6 公顷 ,建立 了 气象 观测 场 、 大 型 排水 采集 器 、 径 流 场 等 

野外 观测 设施 。 

已 布置 薪炭 林 、 茶 果园 . 农 地 、 牧 草地 、 养 猪 场 、 养 鱼 塘 等 试验 用 地 33. 3 公顷 。 此 外 尚 有 面 

积 为 1200 平方 米 的 测试 楼 , 设 有 植物 生理 生态 .微生物 及 土壤 理化 分 析 实 验 室 和 电子 计算 机 

房 , 配 有 原子 吸收 光谱 仪 . 中 子 测 水 仪 . 火 焰 光 度 计 、 光 合 测 定 仪 等 分 析 仪 器 ,保证 了 野外 样品 

实地 动态 分 析 。 

3. 交通 及 通讯 条 件 

本 站 地 处 华东 交通 枢纽 雇 潭 西 13 公里 ,紧邻 浙 、 闭 、 皖 铁路 线 和 上 海 一 昆明 320 国道 , 电 

报 、 程 控 电 话 直通 国内 外 。 

六、 管理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本 站 实行 站 长 负责 制 ,站 长 全 面 负责 站 上 业务 .行政 管 理工 作 , 副 站 长 协助 站 长 工作 。 

目前 ,本 站 设 站 长 1 名 , 副 站 长 2 名 ,科研 、 行 政 后 勤 和 成 果 推 广 办 公 室 各 设 主 任 1 名 ,在 

人 选 安 排 上 ， 除 行政 后 勤 办 公 室 主任 为 专职 外 ,其 它 办 公 室 主任 均 为 兼职 ,大 大 提高 了 工作 效 

率 ， 部 门 间 又 实行 分 工 不 分 家 的 协作 , 较 好 地 适应 了 野外 人 员 流 动 性 大 、 管 理工 作 繁 杂 、 季 节 
性 变化 大 的 特点 , 使 站 上 工作 有 条 不 率 地 开展 ,受到 科研 人 员 , 特 别 是 客座 人 员 的 好 评 。 

2. 管理 方法 

(1) 研 究 工作 管理 

课题 组 织 : 外 引 内 联 , 形 成 网 络 , 突 出 重点 。 即 积极 争取 课题 ,吸引 科研 人 员 直 接 带 课题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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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工作 ,加 强 中 外 交流 与 合作 ,实行 开放 ,流动 .联合 ,逐步 形成 了 开放 站 基金 、 台 站 网 络 课 题 、 

国家 攻关 项 目 及 其 它 各 类 基金 课题 和 横向 课题 间 的 有 机 结合 ,初步 建立 了 以 亚热带 复合 农业 

生态 系统 为 中 心 的 研究 体系 ,并 特别 加 强 了 生态 系统 物质 循环 与 能 量 流 动 , 以 及 红壤 退化 与 

防治 , 土壤 全 球 变化 等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 

科研 条 件 :根据 站 的 研究 方向 .重点 和 课题 结构 , 合理 地 为 各 类 课题 安排 研究 用 地 和 实验 

用 观测 工 ， 并 协助 各 课题 对 观测 工 进行 培训 和 管理 。 实 验 室 全 方位 向 课题 开放 ,只 收取 其 分 析 

成 本 费用 ,并 保障 课题 在 提交 样本 后 三 个 月 内 获得 所 有 分 析 数 据 。 图 书 、 情 报 和 文档 室 基 本 能 

满足 一 般 学 科 的 查 译 和 阅读 需要 。 

课题 管理 :站 上 存 有 所 有 在 站 课题 的 申请 书 或 者 复印 件 档案 ,每 年 各 课题 均 要 填写 一 份 课 

题 进展 表 提 交 站 上 ,站 有 关 部 门 则 对 照 课 题 申 请 书 的 目标 内 容 对 其 进行 评估 ,并 提出 具体 意 

见 ， 反 馈 至 有 关 课 题 . 同时 还 建立 课题 管理 数据 库 ,绘制 了 站 区 范围 内 1 : 3000 和 1: 6000 两 

种 比例 尺 的 9 种 专题 系列 图 ,万 亩 试 区 的 1 : 7500 土壤 图 ,土地 利用 和 土地 利用 现状 图 。 

《2) 数 据 管 理 

制订 了 野外 观测 、 分 析 和 数据 管理 条 例 ,， 现 正 着 手 建立 各 实验 地 的 田间 档案 记录 和 数据 

库 ， 为 生态 网 络 的 信息 系统 研究 作 前 期 准备 工作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开放 3 年 来 ,我 站 根据 本 站 研究 发 展 方向 和 目标 ， 积 极 开展 多 渠道 ,多 层次 的 国内 外 学 术 
交流 和 合作 研究 ,先后 与 国内 近 20 个 科研 和 生产 部 门 进行 了 合作 研究 。 同 时 ,还 与 美国 、. 加 拿 
大 、 苏 联 、 波 兰 、 德 国法 国 、 日 本 ,、 泰 国 \ 以 色 列 、 澳 大 利 亚 等 十 多 个 国家 及 世界 银行 .国际 粮 
RAR (FAO) ,北美 磷 钾 研究 所 等 国际 机 构 进行 了 广泛 的 学 术 交 流 和 合作 研究 .特别 是 通过 主 
持 承 担 欧 共 体 合作 项 目 , 使 我 站 汇集 了 一 批 国际 知名 学 者 ,扩大 了 站 的 国际 影响 。 开 放 以 来 ， 

我 站 还 参加 主持 了 “亚太 地 区 红壤 资源 开发 管理 国际 研讨 会 ?和 “土壤 圈 物 质 循环 国际 研讨 会 ” 
， 等 国际 学 术 会 议 , 拓宽 了 国际 合作 途径 。3 年 来 ,累计 主持 或 参加 国内 外 学 术 会 议 约 20 AM. 

1. 国 内 合作 

红壤 生态 系统 研究 是 一 门 应 用 性 和 综合 性 很 强 的 学 科 ， 它 需要 多 学 科 、 多 层次 的 综合 研 

究 。 针 对 这 一 实际 需要 , 我 们 充分 利用 开放 站 的 开放 优势 ,吸引 八方 来 宾 , 集 众 家 之 长 ,会战 于 

本 站 ,开展 了 多 个 学 科 领 域内 的 合作 研究 , 从 而 使 红壤 生态 系统 研究 的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现 将 几 

个 有 代表 性 的 国内 合作 研究 项 目 简介 如 下 : 

《1) 我 站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生生 物 所 及 江西 省 科学 院 生 物资 源 所 合作 研究 的 “红壤 区 水 域 养 

殖 背 景 值 研究 ?成 果 显著 ,通过 短 短 的 几 年 研究 ,初步 摸 清 了 红壤 区 水 域 养 殖 背 景 和 存在 的 问 

题 ， 提 出 了 一 整套 改良 ,利用 措施 .。 通过 食物 链 中 能 量 和 物质 充分 利用 , 使 试 区 内 单位 水 面 鱼 

产量 提高 4 一 5 倍 , 产 投 比 约 为 2 : 1。 

(2) 与 江西 省 科学 院 合 作 的 “ 低 丘 红壤 混 林 农业 模式 ”研究 ,开辟 了 红壤 旱 坡 地 合理 利用 

改良 的 新 途径 ,获得 显著 的 生态 效益 、 经 济 效益 和 社会 效益 。 该 试验 通过 在 旱 坡地 等 高 种 植 乔 

A, 行 间 种 农作物 , 既 保 持 了 水 土 , 又 有 明显 经 济 效益 , 受到 了 当地 农民 的 欢迎 和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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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所 、 江 苏 省 植物 所 合作 研究 的 红壤 林 草 生态 系统 建设 课题 ， 进 一 

步 前 明了 红壤 生态 系统 中 林 草 亚 系统 的 某 些 关键 问题 ,并 提出 具体 解决 方案 ,为 红壤 上 植 草 、 
种 树 提 供 了 大 量 有 价值 的 资料 。 

(4) 与 站 所 在 地 江西 省 刘 家 站 星 殖 场合 作 进行 的 “ 低 丘 红壤 低产 茶园 改良 ?研究 ,通过 低产 

茶园 实行 冬 翻 改 土 , 大 肥 深 施 , 更 新 树冠 ,复壮 树 势 等 办 法 ,促进 叶片 生长 ,增产 16%% ,品质 提 
my 1~2 级， 

(5) Wi SC TH FE BH Boe HA HS Ae ES PB) BLS Do Ji BE A BE Ye Sp 

作 进 行 的 “金属 土壤 腐蚀 试验 网 ?研究 , HH PP A 5 A 
管材 等 27 个 品种 559 个 试 件 ,进行 腐蚀 试验 ,为 我 国 广大 酸性 红壤 区 地 下 工程 的 防腐 提供 了 
科学 依据 。 该 成 果 获 得 了 1992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 

2. 国际 合作 

通过 3 年 来 的 开放 , 我 站 国际 合作 研究 从 一 般 性 参观 和 互 访 逐步 向 实质 性 合作 研究 过 

渡 。 目 前 ,我 站 已 争取 到 四 项 国际 合作 研究 ,还 有 些 项 目 也 正在 进一步 争取 、 洽 谈 中 , 现 简 要 介 

AEH LU 

(1) SAb oe OM SEB EB FED CH. GR K.N.Ca,Mg,S,B,Cu 等 

大 量 及 微量 元 素 的 供应 潜力 .相互 关 系 及 其 与 不 同 作 物 生理 需求 的 关系 。 

(2) 与 法 国 国际 农业 发 展 中 心 合 作 开展 了 节 酸 磷肥 在 酸性 红 壕 上 的 施用 效果 及 其 调控 措 

施 研究 。 通 过 几 年 的 田间 试验 研究 , 结果 表明 , 节 酸 磷肥 对 红壤 磷 素 养分 提高 具有 明显 作用 。 

在 法 国 召 开 的 阶段 性 进展 总 结 会 上 ,双方 对 该 合作 研究 表示 满意 。 

(3) 我 站 与 国际 粮农 组 织 硫 肥 合 作 网 合作 开展 的 红壤 硫 素 分 布 状态 与 硫 肥 应 用 效果 研究 

项 目 已 完成 了 南方 十 省 (区 ) 土 壤 硫 素 分 布 图 , 并 在 相应 地 区 布置 了 不 同 土壤 类 型 及 不 同 作物 

种 类 的 硫 肥 反 应 试验 ,研究 表明 : a) 硫 肥 对 红 砂 岩 发 育 的 红壤 上 的 油菜 .芝麻 、 葛 下 、 紫 云 英 、 

花生 、 早稻、 晚稻 都 有 不 同 幅度 的 增产 ,平均 增产 15% sb) AE A ELA 20 一 30 pai 
c) 硫 铵 肥效 大 于 石 总 ;d) 硫 肥 后 效 明 显 。 

(4) 我 站 主持 的 欧 共 体 合 作 项 目 “ 热 带 、 亚 热带 土壤 分 类 与 土壤 资源 持续 利用 ”通过 对 中 

亚热带 、 南 亚热带 和 热带 三 个 典型 景观 断面 土壤 与 土地 利用 及 农业 生产 力 水 平 的 综合 调查 研 

究 ， 提出 了 红壤 生态 系统 持续 管理 的 各 种 人 工 优化 设计 模式 ， 得 到 了 欧 共 体 科 学 研究 和 发 展 

BASHWRE. 

联系 地 址 :江苏 省 南京 市 北京 东 路 71 号 

邮政 编码 :210008 

电 话 :(025)3369284( 所 ) 

(07032)321051( 站 ) 

传 “ 真 :(025)3353590(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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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丘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试验 站 处 于 我 国 黄河 以 北 的 移 北 平原 ,河南 省 封 丘 县 境内 ,114?"24' 卫 ,35"00'N ,海拔 67 米 

左右 。 

2. 自然 条 件 

本 站 地 处 黄 泛 区 , 受 长 期 人 为 耕 垦 影响 ,已 无 原生 植被 , 仅 为 次 生 和 人 工 植被 ,主要 为 大 

田 栽 培 作 物 ,部 分 有 乔木 灌木. 草 甸 草本、 沼泽 和 水 生 植 被 等 。 主 要 树种 有 : 侧 柏 .柳树 、 刺 

槐 、 杨 树 等 ,灌木 树 种 有 棠 梨 、 酸 束 、 紫 穗 槐 、 金 银 花 等 。 

土壤 多 为 黄河 沉积 物 发 育 的 潮 土 和 盐 渍 土 ,沙土 等 。 

当地 气候 类 型 属 半 王 旱 、 半 湿润 暖 温带 季风 气候 区 , 年 平均 气温 14C ,最 热 月 (7 月 ) 均 

温 27.2C, 最 冷 月 (1 月 ) 均 温 一 1C，, 绝对 最 高 温 42.9, 绝对 最 低温 一 16C 。 过 0 C 积 温 在 

5100 CWE, 年 日 照 时 数 2300 一 2500 小 时 ,无霜期 220 K, 年 平均 降水 量 550 一 650 BK. 

3. 社会 经 济 情况 

站 区 所 在 的 封 丘 县 历史 上 是 个 重 灾 县 ,70 年 代 前 是 “三 靠 ? 县 ( 吃 粮 靠 返销 ,生活 人 靠 救 济 ， 

花 钱 靠 贷款 )。 经 过 20 多 年 来 的 综合 治理 , 农业 已 基本 达 温 饱 阶 段 。 全 县 土地 面积 8. 4 万 公 

ii, 耕地 6. 3 TAH, AD 65 万 人 。1990 年 与 1985 年 相 比 ,社会 总 产值 增长 2. 14 倍 ,农业 总 

产值 增 长 2. 13 倍 ,人 均 产 值 1073 元 ,农业 人 均 纯 收入 增长 1. 93 倍 , 达 到 483 元 ， 贫 困 面 减 

D> 85% ,全 县 有 效 灌溉 面积 达 4. 9 万 公顷 , BPR UCI 3. 8 万 公顷 ,林业 达到 了 平原 绿化 标 

准 。 

二 \ 历 史 治 革 

封 丘 站 是 在 国家 “六 五 ?科技 攻关 期 间 ,为 适应 国民 经 济 建 设 需要 ,于 1983 年 建立 的 。1988 

年 又 经 中 国 科 学 院 批准 ,为 我 院 首 批 对 外 开放 的 野外 站 。 总 站 设 在 封 丘 县 潘 店 乡 , 并 在 应 举 乡 

建立 盐 碱 化 监测 预报 分 站 。1992 年 被 批准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重 点 站 。 

FTE 50 年 代 中 期 ,为 开发 黄河 水 利 资源 ,发 展 灌溉 农业 ,水 电 部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接受 国务 院 

下 达 的 任务 ,在 著名 土壤 学 家 能 毅 教 授 和 席 承 藩 教 授 的 领导 下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华北 平原 土壤 

调查 ,提出 了 旱 , 游 . 盐 、 碱 . 交 薄 是 限制 本 地 区 农业 生产 发 展 的 主要 因素 ,为 黄 淮海 平原 的 综合 

治理 揭 开 了 序幕 。60 年 代 ,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副 院 长 竺 可 桢 教授 的 组 织 领 导 下 ,以 土壤 学 家 能 毅 为 

首 , 组 织 我 院 多 学 科 科 技 人 员 ,在 河南 封 丘 县 进行 黄 淮海 平原 及 综合 治理 研究 ,并 在 全 国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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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推行 井 灌 井 排 技 术 和 开展 试验 研究 ,建立 了 上 千 公 顷 井 灌 井 排 综 合 试验 区 ,提出 了 除 灾 增 产 

区 划 ,取得 了 显著 的 成 效 。60 年 代 和 70 年 代 , 南 京 土壤 所 的 科技 人 员 一 直 坚 持 在 封 丘 县 进行 

科学 试验 ,推广 科技 成 果 。80 年 代 , 又 承担 了 “六 五 > “七 五 ”国家 科技 攻关 。90 年 代 继续 承担 
“ 八 五 ?国家 科技 攻关 任务 。 我 院 先 后 组 织 了 10 多 个 单位 ,20 多 个 专业 ,200 余 名 科技 人 员 , 采 

取 点 , 片 \ 面 相 结 合 ,开展 了 文 岩 渠 流域 农业 发 展 战略 和 综合 治理 研究 ,以 及 封 丘 试 区 综合 治理 

技术 研究 等 ,取得 了 显著 的 社会 .经 济 和 生态 效益 。 经 国家 科 委 组 织 的 鉴定 和 现场 验收 认为 ,我 

院 “ 六 五 >“ 七 五 ?攻关 取得 的 成 果 在 国内 居 领 先 地 位 , 封 丘 站 为 此 作出 了 重要 贡献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FF fo S 

封 丘 站 的 研究 方向 是 综合 研究 黄 淮海 平原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和 功能 ,以 及 各 亚 系统 中 
物质 循环 与 能 量 转换 的 特点 ， 探 索 生物 一 土壤 一 环境 之 间 的 相互 作用 及 调控 ,建立 人 工 生 态 

系统 的 多 种 优化 模式 ,为 黄 淮海 平原 的 综合 治理 和 高 效 开发 ,以 及 农林 、 牧 、 渔 的 协调 发 展 
提供 科学 依据 ,并 作出 可 行 性 示范 。 同 时 ,也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研究 提供 长 期 监测 依据 ， 

为 研究 全 球 变化 服务 。 
重点 进行 以 下 7 个 方面 的 研究 : 

(1) 农 田 生态 亚 系统 。 针 对 旱 , 涛 、 盐 、 碱 \ 风 沙 等 不 同 生 态 类 型 区 ,进行 生态 建设 的 宏观 战 

略 研究 和 生态 技术 研究 ,提出 高 产 、 高 效 的 农 业 生态 优化 模式 。 

(2) 土 壤 水 . 肥 、 盐 的 调控 与 循环 亚 系统 。 针对 华北 地 区 水 资源 紧缺 ,土壤 肥力 低 和 盐 碱 化 

的 洪 在 威胁 ,开展 节 水 节 肥 ,以 及 土壤 水 、 肥 , 盐 的 调控 和 环境 质量 监测 预报 研究 。 
《3) 立 体 农业 亚 系统 。 研 究 农 业 结构 调整 ,区 域 农 作 制 中 多 物 共 栖 ， 时 空 互 补 及 高 产 配套 

技术 .良种 繁育 、 病 虫害 生物 学 防治 等 。 
(4) 混 林农 业 亚 系统 。 研究 农林 间作 的 结构 特征 , 光 能 利用 ,水肥 循 环 ̀  能 量 转 换 和 生物 生 

PIV. 
(5) 生 物 物 质 循环 亚 系 统 。 应 用 食物 链 原理 ,通过 对 农业 有 机 废弃 物 的 多 层次 综合 利用 ， 

提高 生物 能 的 利用 率 和 废弃 物 的 再 循环 率 ,提供 优 质 的 生物 产品 。 
〈《6) 淡 水 生态 亚 系统 。 研 究 华 北 地 区 塘 湖 水 域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生物 生产 力 , 提 出 

渔业 发 展 的 生态 技术 和 优化 模式 。 
(7) 农 业 生态 环境 信息 系统 。 建立 农 业 气象 .土壤 肥力 、 种 子 肥料 、 植 保 等 数据 库 以 及 区 级 

的 农业 生态 环境 信息 系统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我 站 在 “六 五 > “七 五 ?期 间 承担 了 国 家 科技 攻关 、 国 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等 重大 课题 的 研究 。 

近 10 年 来 ,我 站 对 以 下 10 个 方面 进行 了 长 期 的 观察 。 

(1) 土 壤 水 盐 动态 长 期 监测 和 预报 ; 

《2) 潮 土肥 力 演变 长 期 定位 观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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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 壤 潜 在 养分 的 转化 与 养分 库 动 态 变化 监测 ; 

(4) 土 壤 氮 素 肥 力 的 培育 和 化 肥 氮 去 向 的 监测 ; 

《5) 土 壤 有 机 质 平衡 与 监测 ; 

《6) 农 田 小 气候 数据 的 自动 采集 ; 

《7) 水 分 平衡 长 期 观测 ; 

(8) 农 田 生态 环境 监测 ; 

《9) 农 业 生 态 系统 结构 与 功能 监测 ; 

(10) 大 气 环境 要 素 观测 。 

积累 了 十 万 余 个 数据 资料 并 初步 建立 了 封 丘 县 农业 生态 环境 系统 和 各 种 农业 信息 数据 

库 及 计算 机 施肥 模型 和 推荐 系统 ,取得 了 许多 重大 的 科研 成 果 。 如 石灰 性 土壤 无 机 磷 的 新 分 

级 体系 ; 雨 养 麦田 水 分 平衡 与 节 水 模型 研究 ;石灰 性 土壤 化 肥 氮 去 向 及 节 氮 技术 研究 ;大 面 

积 经 济 施 肥 的 建 模 与 施肥 推荐 研究 ;水 盐 动态 模拟 与 碱 化 监 测 预报 等 研究 工作 均 处 于 国内 领 

先 水 平 或 国际 先进 水 平 。 不 少 重大 科研 成 果 获 得 国家 和 有 关 和 领导 部 门 的 奖励 ,它们 之 中 有 7 

项 成 果 获 奖 , 国 家 科技 进步 特等 奖 和 二 等 奖 各 ]1 项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 步 特 等 和 一 、 二 `、 三 等 

奖 各 1 项 ,河南 省 科技 进步 一 等 奖 1 项 。 先 后 发 表 论 文 60 余 篇 , 出 版 专著 和 论文 集 9 本 。 HE 

站 的 试验 基地 一 潘 店 万 亩 农业 生态 实验 区 的 模型 ,经 国家 科 协 和 科 委 的 推荐 ,先后 选送 法 国 

巴黎 参加 “中 国 现代 科技 展 ” 和 运往 前 苏联 和 波兰 参加 “中 国 科 技 日 ? 展 出 ,受到 高 度 评价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现 封 丘 站 共 承 担 41 个 专题 和 子 专题 研究 项 目 , 其 中 国家 “ 八 五 ? 黄 淮海 平原 封 丘 试 区 科 

技 攻关 12 项 ;中 国 科 学 院 “ 八 五 ?重大 基础 研究 一 农业 生态 系统 网 络 研究 11 项 ;中 国 科 学 院 
“ 八 五 "重大 应 用 研究 一 黄 淮海 平原 农 业 综 合 开发 9 项 ;开放 站 基金 课题 9 项 。 

黄 淮海 平原 封 丘 试 区 农业 持续 发 展 综合 研究 
《1) 农 田 水 分 动态 与 水 资源 合理 利用 研究 ; 

《2) 黄 淮海 地 区 灌溉 水 质 分 级 及 其 合理 利用 研究 ; 
《3) 主 要 轮作 体系 中 经 济 施肥 技术 与 模式 研究 ; 

《4) 土 壤 次 生 盐 化 、 碱 化 的 预报 与 预 控 ; 

《5) 土 壤 肥力 监测 与 退化 防治 ; 
《6) 化 学 物质 对 土壤 环境 的 影响 及 对 策 ; 

《7) 不 同 轮作 条 件 下 种 植 业 结构 与 品种 优化 ; 

《8) 农 业 有 机 废弃 物 综合 利用 研究 ; 

9) 生态 户 庭院 经 济 优化 模式 试验 示范 ; 
《10) 高 效 生态 渔 业 优化 模式 试验 示范 ; 
《11) 区 域 水 盐 运 动 测报 及 其 应 用 研究 ; 

《12) 黄 淮海 平原 主要 种 植 制度 下 作物 高 产 优化 施肥 技术 研究 。 

黄 淮海 平原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的 研究 : 
(1) 优 化 模式 综合 观测 试验 ; 

《2) 作 物 需 水 耗 水 及 提高 水 分 利用 率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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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 壤 养分 平衡 研究 ; 

(4) 土 壤 碳 素 循环 ; 

(5) 有 机 物质 培 肥 试 验 ; 

(6) 模 拟 条 件 下 土壤 水 盐 动 态 监测 ; 

(7) 土 壤 环境 质量 监测 ; 

(8) 土 壤 微生物 监测 ; 

《9) 农 田 小 气候 自动 监测 ; 

(10)GIS 本 底 调查 ; 

(11) 干 旱 半 干旱 地 区 灌溉 水 质 的 分 级 及 其 扩大 利用 途径 研究 。 

黄 淮海 平原 农业 综合 开发 : 

(1) 农 业 种 植 制度 的 优化 模式 研究 ; 

(2) 农 田 节 水 灌溉 技术 开发 与 应 用 ; 

《3) 优 良品 种 桑树 无 性 插播 快速 繁殖 技术 应 用 研究 

(4) 土 壤 微量 元 素 与 微 肥 的 开发 研究 ; 

《5) 潮 土 节 氮 施 肥 技 术 研究 ; 

(6) 新 型 化 肥 和 专用 肥 的 研制 与 应 用 研究 ; 

《7) 河 南 省 范 县 黄河 背 河 洼地 的 治理 和 合理 利用 ; 

(8) 黄 淮海 平原 土壤 次 生 盐 渍 化 发 展 趋势 及 其 对 策 研 究 ; 

(9) 封 丘 地 区 节 水 农业 研究 。 

开放 站 基金 课题 

(1) 高 效 立 体 农 业 生态 体系 中 “名 、 特 、 优 植物 组 培 和 和 常规 芽 繁 配套 技术 的 应 用 研究 ”; 

(2) 农 田 生 态 系统 中 粮草 混 种 模式 和 生物 培 肥 ; 

《3) 潮 土 的 肥力 演变 与 施肥 作用 的 长 期 定位 研究 ; 

(4) 黄 淮海 平原 地 区 农业 生态 模式 研究 ; 

《5) 保 护 地 农业 生态 环境 研究 ; 

《6) 黄 淮海 地 区 小 麦 一 玉米 小麦 一 棉花 轮作 中 物质 循环 和 能 量 流动 分 析 ; 

《7) 小 麦 一 玉米 轮作 系统 下 潮 土 中 氮肥 的 反 硝 化 损失 的 研究 ; 

《8) 果 农 复 合 系统 中 果树 和 农作物 种 间 关 系 的 研究 ; 

《9) 了 移 北 平原 甲鱼 的 繁殖 学 及 防 病 研究 。 

FAR 

封 丘 站 学 科 设 置 包括 农田 生态 领域 ,水 生生 态 领 域 ̀  林 业 生 态 及 环 境 生 态 等 。 封 丘 站 有 长 

期 野外 工作 的 基础 ,有 一 批 稳定 的 科技 骨干 队伍 。 

封 丘 站 设 有 15 人 的 学 术 委 员 会 ,聘请 国内 著名 的 科学 家 担任 委员 。 在 学 术 委 员 中 有 2 人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院士 .3 人 被 授 于 国家 级 有 突出 贡献 中 青年 专家 ,他 们 对 站 的 学 术 方向 和 研究 任 

务 进 行 咨 询 和 评议 。 同 时 ,不 少 学 术 委 员 会 委员 也 兼任 课题 负责 人 ,亲自 参加 科研 。 

封 丘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24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18 人 , 占 75%% 。 中 级 研究 人 员 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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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封 丘 站 有 客座 研究 人 员 102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47 人 , 占 46% 。 中 级 研究 人 员 34 A, 

占 33% 。 

五 .工作 条 件 

试验 站 现 有 生活 用 房 1200 平方 米 , 固 定 人 员 床 位 20 个 ,客座 人 员 床 位 30 个 ,客房 内 工 

作 和 生活 设施 齐备 , 另 有 外 宾 生 活用 房 5 套 , 有 公用 食堂 ,太阳 能 浴室 等 辅助 设施 。 

现 有 实验 用 房 1300 平方 米 , 设 有 各 种 常规 分 析 实 验 室 、 样 品 处 理 室 、 微 机 房 ̀  组 培 室 、 暗 

室 . 灭 菌 室 资料 档案 室 WAS RAS AN 室 ,外 宾 接 待 室 等 设施 .。 现 有 土地 11.4 公顷 , 产 

权 归 站 所 有 ，, 并 建立 了 作 物 需 水 、 耗 水 及 水 平衡 场 、 径 流 场 ̀. 气 象 综合 观测 场 、 土 壤 养分 平衡 、 

有 机 质 平衡 、 碳 素 循 环 ̀  有 机 物 培 肥 .有 机 污染 物 的 累积 分 解 .生态 优 化 模式 试验 示范 等 长 期 

定位 试验 场 。 建 成 了 具有 国际 先进 水 平 的 大 型 水 盐 运动 地 下 模拟 实验 室 , 还 在 潘 店 建立 了 万 

亩 农业 生态 实验 区 ,在 应 举 建立 了 旱 . 洲 、 盐 、 碱 综合 治理 万 亩 实验 区 。 实 验 区 内 基本 达到 井 、 

渠 、 路 、 林 、 电 配套 ,是 试验 .研究 的 好 场所 。 

和 六、 管理 

站 的 领导 由 站 长 、 副 站 长 ,办 公 室 主任 和 站 长 助理 四 人 组 成 。 站 长 负责 全 面 工 作 ,主管 科 

研 业务 , 副 站 长 分 工 负责 财务 .基建 及 开发 等 项 工作 .办 公 室 主任 负责 行政 .生活 各 项 工作 .站 

长 助理 协助 站 长 工作 。 站 上 设 有 秘书 、 会 计 ( 兼 职 )、 出 纳 等 工作 班子 ,分 管 有 关 工 作 。 

应 举 点 设 点 长 1 人 ,主管 点 上 各 项 工作 。 

站 上 科研 项 目 采 取 合 同 制 管理 办 法 。 由 项 目 申请 人 按 站 上 拟订 的 申 请 项 目 指南 提出 申请 

报告 。 由 站 学 术 委员 会 讨论 ,经 无 记名 投票 形式 ,择优 选 定 研究 项 目 ,给 予 经 费 支 持 。 

对 选 定 项 目 , 采 用 合同 方式 规定 研究 计划 ,目标 及 了 予 期 成 果 。 并 核 算 科 研 成 本 ,检查 验收 

科研 成 果 。 

在 数据 管理 方面 ,根据 院 的 统一 要 求 , 建 立地 理 信息 系统 的 农田 生 态 系统 信息 数据 库 。 

在 行政 管理 方面 ,制订 了 各 项 规章 制度 ,由 专人 分 工 负责 管理 站 上 财务 、 食 堂 、 招 待 所 、 仓 

库 、 保 卫 、 车 辆 、 临 工 等 项 工作 ,以 保证 科研 工作 的 顺利 进行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黄 淮海 平原 综合 治理 和 合理 开发 ,以 及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是 一 项 系统 工程 ,涉及 农 、 

Be META AAT I ,综合 性 强 。 为 了 使 其 获得 好 的 成 果 , 多 年 来 我 们 采取 了 多 

学 科 、 多 层次 的 联合 ,加强 学 科 之 间 的 渗透 与 联系 ,充分 发 挥 联合 .综合 .开放 的 优势 。 在 我 站 

参加 科研 工作 的 科技 人 员 来 自 院内 的 南京 土壤 所 、 遗 传 所 ,植物 所 、 生 态 环境 中 心 . 武 汉 水 生 

所 、 武 汉 病 毒 所 、 武 汉 植物 所 、 成 都 生物 所 ,长 沙 农 业 现代 化 所 及 院外 的 清华 大 学 .北京 农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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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南京 林业 大 学 、 江 苏 省 植物 所 、 安 徽 农学 院 . 中 国 林 科 院 . 水 科 院 水 利 所 、 河 南 省 科学 院 、 

河南 农大 、 河 南 林 科 所 、 郑 州 航空 工业 管理 学 院 等 十 多 个 单位 ，100 余 名 科技 人 员 ，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占 三 分 之 一 ,学 科 有 土壤 .生物 . 遗 传 工程 ,水利 \ 林 业 、 畜 牧 , 水 产 、 环 境 保护 ,微生物 

学 等 十 多 个 。 

从 1984 年 起 ,我 站 先后 接待 了 美 . 澳 .日 法、 德 ̀, 以 .巴西 .马来西亚 等 20 多 个 国家 和 地 

区 的 80 多 名 科学 家 来 站 考察 和 工作 。 我 站 已 和 法 国 科研 中 心力 学 研究 所 合作 ,开展 了 土壤 水 

分 平衡 与 溶质 移动 的 研究 。 与 澳大利亚 国际 农业 发 展 中 心 合 作 ,应 用 微 气象 学 原理 和 NO AR Ee 
Ti 法 进行 氮 素 损失 的 研究 , 均 取 得 了 高 水 平 的 成 果 。 

联系 地 址 :江苏 省 南京 市 北京 东 路 71 号 

邮政 编码 :210008 

电 话 :(025)3359883( 所 ) 

(0373)8395016 (站 ) 

传 真 :(025)3353590( 所 ) 

(0373)8395017(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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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常熟 农业 生态 站 地 处 长 江 三 角 洲 的 常熟 市 辛 庄 乡 境内 ,位 于 123"38' 耻 ,31"33'N ,海拔 130 

2. 自然 条 件 
本 区 原生 植被 为 常 绿 一 落叶 混交 林 , 但 由 于 开发 较 早 ,现在 全 部 为 次 生 植 被 。 栽 培植 物 为 

水 稻 、 小 麦 、 油 菜 和 棉花 ,一 年 两 熟 。 (REARS BH. AS. AOR AER 

栽 有 水 杉 、 柳 、 刺 槐 .樟树 和 果树 等 。 

本 区 是 长 江 回流 和 多 次 谤 小 沉 积 所 形成 的 平原 ,成 土 母 质 为 湖 积 物 , 其 上 发 育 的 土壤 为 潜 

育 型 水 稻 土 , 坚 头 乌 栅 土 属 。 表土 呈 弱 石灰 反应 ,pH7. 5 左右 ,有 机 质 3% 以 上 ,潜在 养分 较 高 。 

气候 类 型 属 北 亚热带 南部 的 湿润 气候 区 。 年 平均 气温 15. 5C ,最 高 月 份 (7 月 ) 平 均 气 温 

28. 2C ,极端 高 温 39. 1C ,最 冷 月 份 (1 月 ) 平 均 气 温 2.7C ,最 低 气 温 为 一 11. 3C ,> 关 10C 的 活 

动 积 温 为 4933.7C. EMR 1038. 4 毫米 ,日 照 时 数 为 2202. 9 小 时 ,辐射 能 493. 712 B/E 

米 : ,无霜期 242 天 。 

3. 社会 经 济 状 况 

常熟 是 著名 的 鱼米之乡 ,改革 开放 以 来 ,经 济 发 展 很 快 ,1993 年 被 列 为 全 国 综合 经 济 实力 

十 强 县 之 一 。 全 市 有 人 口 1039279 人 ,土地 总 面积 1142 平方 公里 ,人 均 耕 地 0. 066 公 倾 。1992 

年 国民 生产 总 值 6478 万 元 ,其 中 农业 占 10.7%% ,工业 占 64% ,第 三 产业 占 25. 3% ,人 均 纯 收 

AX 2407 5c. 

= AGE 

中 国 科 学 院 常熟 农业 生态 站 成 立 于 1987 年 6 月 ,隶属 于 中 科 院 南京 土壤 研究 所 。 
太湖 地 区 一 直 是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土壤 研究 所 的 研究 基地 之 一 ,多 年 来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定 

位 和 半 定 位 的 试验 研究 ,取得 了 一 批 研究 成 果 , 如 太湖 地 区 高 产 土 壤 的 培 肥 及 合理 施肥 研究 ， 
获得 了 国家 科学 技术 进步 二 等 奖 。 在 此 基础 上 ,为 了 研究 经 济 快速 发 展 地 区 农业 的 进一步 发 展 
和 农村 生态 环境 保护 ,1987 年 6 月 ,土壤 所 决定 在 常熟 建立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该 站 1992 年 被 
列 为 中 国 科学 院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CERN)” 基 本 站 。 

三 、 研 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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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 万 向 和 重点 

主要 研究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地 区 的 农业 如 何 持续 发 展 和 农村 生态 环境 的 保护 。 着 重 研究 农 业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和 功能 ,以 便 提 出 适合 当地 的 生态 农业 模式 ,农业 和 乡镇 企业 生产 的 污染 与 防 

治 ,以 及 资源 环境 变化 的 动态 监测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1) 太 湖 地 区 高 产 土壤 的 培 肥 和 合理 施肥 研究 ; 

《2)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的 防治 ; 

(3) 水 稻 氮 肥 的 适宜 用 量 和 施肥 方法 研究 ; 

(4) 简 易 农 业 及 其 配套 技术 措施 研究 ; 

(5) 草 基 一 鱼 塘 生 态 系统 的 能 量 转 化 和 养分 循环 研究 

《6) 稳 田 土壤 甲烷 释放 的 自动 检测 ; 

(7) 太 湖 地 区 农业 生态 环境 研究 论文 集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1) 水 分 状况 对 土壤 中 养分 迁移 和 作物 生长 的 影响 ; 

《2) 不 同 施肥 水 平 下 土壤 中 碳 素 循环 研究 ; 

《3) 苏 南 地 区 适度 规模 农业 研究 ; 

(4) 太 湖 地 区 资源 环境 的 中 尺度 滥 测 和 景观 生态 动态 变化 规律 的 研究 ; 

5) 太湖 地 区 城 效 型 生态 农业 模式 研究 ; 

《6) 土 壤 肥力 变化 监测 试验 。 

FAR 

本 站 学 科 设 置 有 :土壤 学 .农业 生态 学 和 环境 保护 ,学术 委 员 会 由 7 AK, Hh alle 

4 个 不 同 的 单位 。 

站 现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5 名 ,客座 研究 人 员 15 名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9 名 。 

五 .工作 条 

1. 研究 工作 设施 

世 行 贷款 援助 到 位 后 站 将 拥有 气相 色谱 、 紫 外 分 光 光 度 计 和 原子 吸收 光谱 仪 等 20 项 仪器 

设备 的 实验 室 ; 叶 面积 仪 , 稳 定 气孔 仪 ,自动 气象 站 等 11 项 野外 观测 设施 ;两 台 486 微机 及 软 

件 的 信息 处 理 系 统 。 站 已 有 1 公 倾 长 期 试验 用 地 ,10 公 和 倾 可 供 示 范 推广 新 技术 的 小 农场 。 

2. F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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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现 有 1100 平方 米 生 活 和 工作 用 房 , 其 中 400 平方 米 作 办 公 和 实验 用 房 ,700 平方 米 作 

| ”为 生活 用 房 , 有 5 套 标 准 客房 ,6 Ae. 个 报告 厅 , 食 宿 设施 齐全 ,水 电 设施 配套 ,可 容纳 25 

。 ~30 人 工作 和 学 习 。 

3. 交通 和 通讯 条 件 

站 区 沿 205 省 道 , 距 常熟 市 10 公里 ,苏州 市 30 公里 ,上 海 市 约 100 公里 ,交通 十 分 方便 ， 

站 有 考察 车 和 客 货 两 用 车 各 1 辆 ,有 程控 电话 。 

和 六、 管理 

研究 工作 管理 :实行 学 术 委 员 会 指导 下 的 站 长 负责 制 ,学 术 委 员 会 负责 研究 计划 方向、 项 

目 及 成 果 应 用 ,站 长 负责 研究 计划 的 实施 。 

数据 管理 : 按 CERN 规范 进行 数据 采集 整编 .存档 ,实行 数据 共享 。 

行政 管理 :负责 站 上 行政 事务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G1) 与 日 本 EM 研究 所 协作 进行 稻 麦 施用 EM 肥料 增产 效应 研究 ; 
《2)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气 物 理 所 协 作 进 行 稻 田 土壤 中 甲烷 排放 的 自动 检测 。 

联系 地 址 :江苏 南京 市 北京 东 路 71 号 

邮政 编码 :210006 

Hoi: (025) 3368324 (Ap) 

(05221)481163 (a) 

f€  H:(025)335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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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产 农 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目 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本 站 位 于 湖南 省 桃源 县 城 ,野外 试验 场 设 在 城关 镇 宝 洞 峪 村 ,地 处 28°55, 111°30'N,, 2 
拔高 度 54 一 124 米 。 

2. 自然 条 件 

本 区 气候 四 季 分 明 , 雨 量 丰沛 , 光 热 水 基本 同 季 , 但 春季 多 寒潮 阴雨 ,夏秋 易 旱 , 属 中 亚 热 

带 季 风湿 润 气候 地 区 。 年 平均 气温 16. 5C ,极端 最 高 气温 40. 6C ,最 低 气 温 一 15. 8C 。 年 平均 

降水 量 1447. 1 SK, RARE 1190 毫米 ,相对 湿度 82 % 。 年 平均 日 照 时 数 1531. 4 小 时 ,无 霜 期 

285 天 。 丘 岗 坡地 地 下 水 位 埋 深 6O~11 米 , 水 田地 下 水 位 埋 深 在 0.5 一 1.5 米 以 下 ,径流 深 600 

~650 毫米 ,径流 系数 0. 47 左右 。 

站 区 土壤 呈 垂 直 分 布 ,海拔 300 米 以 下 多 为 红壤 ,700 米 以 上 为 黄 棕 壤 ,中 间 为 黄 红壤 和 

黄 壤 , 地 带 性 土壤 占 60% , 非 地 带 性 土壤 以 水 稳 为 主 , 占 27% ,还 有 紫色 土 、 石 灰 土 等 。 试 验 场 

土壤 74%% 为 第 四 纪 红 土 红 壤 , 水 稻 土 占 9% 。 

地 带 性 植被 为 中 亚热带 常 绿 益 叶 林 , 属 华中 一 武陵 山 植被 区 系 , 现 有 树种 以 马尾 松 、 杉 木 、 

油茶 毛竹 等 为 主 。 农 田 为 人 工 栽 培 作物 ,主要 有 水 稻 、 棉 花 、 油 菜 、 芝 有 麻 、 茶 叶 、 柑 桔 等。 

= ARGS 

1979 年 6 月 ,中 国 科 学 院 在 批准 将 “中 国 科学 院 桃 源 农 业 现 代 化 研究 所 "更 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长 沙 农 业 现代 化 研究 所 ?的 同时 ,批准 以 原址 为 站 址 建立 “桃源 实验 站 ;1989 年 5 月 ,更 

名 为 “中 国 科学 院 桃 源 农 业 生 态 系统 综合 观测 试验 站 ”,1990 年 纳入 中 国 科学 院 “ 中 国生 态 系 

统 研究 网 络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以 农业 生态 为 研究 方向 ,重点 研究 我 国 亚 热带 红壤 低 丘 岗地 地 区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与 功 

能 、 演 替 与 调控 ,以 及 自然 资源 持续 利用 等 方面 的 原理 与 技术 ,探讨 建立 高 效 农 业 生 态 系统 及 
实现 区 域 生 态 系统 良性 循环 的 途径 与 措施 ,推动 农业 持续 稳定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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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 八 五 ?期 间 , 该 站 共 承 担 了 7 项 科研 课题 ,其 中 有 国家 攻关 课题 “湘北 红壤 低 丘 岗地 农业 

持续 发 展 研究 ”; 院 网 络 课 题 “ 红 壤 区 不 同 农 业 施 肥 制 度 对 稻田 土壤 环境 及 系统 生产 力 影响 研 

究 ”, “稻田 不 同 经 营 方式 的 甲烷 排放 对 大 气 环境 的 影响 研究 "和 院 省 合作 课题 “污染 农田 农业 

生态 治理 与 综合 利用 研究 ”等 。 

站 的 长 期 观测 试验 项 目 有 : 

中 水 . 土 ̀  气 、 生 环境 要 素 长 期 定位 观测 ; 

@ 不 同 农 业 施 肥 制 度 对 稻田 土壤 环境 及 系统 生产 力 的 影响 ; 

@@ 不 同 生产 力 农 业 生 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 发 展演 蔡 的 长 期 定位 观测 研究 ; 

则 红壤 丘陵 区 农田 生态 系统 养分 循环 特征 和 平衡 研究 ; 

@ 红 壤 丘 岗 区 植物 需 水 量 、 耗 水 规律 与 水 分 利用 研究 。 

主要 研究 成 果 : 

建站 以 来 取得 了 农业 发 展 战略 .生态 农业 模式 .农业 实用 技术 等 方面 的 科研 成 果 共 计 19 

”项 , 创 社 会 经 济 效益 2 亿 元 。 其 中 * 潜 育 性 和 次 生 潜 育 化 水 稻 土 的 形成 机 理 及 基本 特性 的 研 
究 ? 获 院 自然 科学 二 等 奖 ” 亚热带 丘 岗 区 最 佳 农业 生产 结构 和 生态 平衡 研究 ”和 ”稻田 养 草鱼 

种 及 其 生态 功能 的 研究 ”分别 获 院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和 重大 科技 成 果 二 等 奖 交 桃源 县 自然 资源 
综合 考察 与 农业 区 划 ” 和 ”桃源 丘 岗 区 生态 农业 模式 与 综合 技术 研究 ”分别 获 省 重大 科技 成 果 

二 等 奖 和 科技 进步 二 等 奖 。 中 日 合作 中 稻 栽培 技术 体系 的 研究 ”等 6 项 成 果 分 别 获 院 、 省 科技 
， 进 步 三 等 奖 。 

四 、 国 际 国内 合作 

从 1990 年 开始 与 德国 夫 朗 和 费 大 气 环 境 研 究 所 和 院 大 气 物 理 所 合作 开展 “ 稳 田 不 同 经 营 
方式 的 甲烷 排放 对 大 气 环 境 的 影响 ”的 研究 。 

该 站 近 、 中 期 拟 将 优先 开展 以 下 方面 的 合作 研究 : 

中 农 一 林 一 牧 一 渔 复合 农业 生态 系统 物流 和 能 流 特征 及 其 生态 经 济 效率 研究 ; 
思 小 义 度 ( 微 域 ) 农 业 生 态 系统 结构 优化 的 原理 与 技术 研究 ; 

@@ 不 同 农业 施肥 制度 对 土壤 环境 和 农业 系统 生产 力 影响 的 研究 ; 
由 季节 性 干旱 对 红壤 地 区 主要 栽培 植物 生产 潜力 的 影响 研究 ; 

@@ 红 壤 丘 陵 区 适 生 栽培 植物 在 不 同 集约 化 经 营 管理 条 件 下 的 第 一 性 生产 力 的 比较 研究 。 

五 ,学术 队伍 

拥有 农学 .园艺 学 ,水 生生 态 学 .土壤 学 .农业 生态 学 、 分 析 化 学 等 专业 科技 人 员 10 人 ,其 
中 高 级 职称 3 人 ,中 级 职称 7 A. 

Fx. LV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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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面积 12. 2 万 平方 米 的 农业 生态 系统 观测 试验 场 ,为 一 集 水 区 , 设 有 气象 观测 、 小 气候 梯 

度 观 测 及 有 关 长 期 定位 试验 研究 设施 .站 的 总 建筑 面积 5000 平方 米 , 其 中 科研 办 公 楼 2500 平 
方 米 , 有 分 析 室 、 图 书 室 ,学 术 会 议 室 、 食 堂 、 招 待 所 和 库房 等 。 有 供 外 宾 住 房 150 平方 米 。 

有 供 从 事 农 业 生态 .作物 生 理 、 土 壤 农 化 .畜牧 水 产 等 研究 及 气象 常规 观测 及 化 学 分 析 的 
科研 设施 和 仪器 设备 。 

联系 地 址 :湖南 省 长 沙市 东 郊 马 坡 岭 

邮政 编码 :410125 

电 话 :(0731)4448851 

传 真 :(0731)444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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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烟 洲 红壤 丘陵 综合 开发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本 站 地 处 江西 省 泰和 县 境内 ,115*04' 了 ,26"44N' 。 海 拔 一 般 在 100 米 以 下 ,最 高 点 115. 5 

米 , 相 对 高 差 20 一 25 米 ,为 竟 江 中 游 典 型 红壤 丘陵 区 。 

2. 自然 条 件 
气候 属 中 亚热带 季风 气候 ,年 平均 气温 18. 6C ,极端 最 高 气温 39. 5C ,最 低 气 温 一 5. 8TC ， 

10°C FAild 5921C 。 年 降水 量 1308. 7 毫米 ,日 照 时 数 1785 小 时 ,无霜期 290 天 。 

水 文系 竟 江 的 二 级 支流 架 竹 河流 域 ,年 径流 量 5609 万 立方 米 , 多 年 平均 流量 1. 78 米 ?/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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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河流 冲积 物 。 

植被 属 中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但 原生 植被 已 消失 至 尽 , 现 主要 为 人 工 林 和 草 、 灌 从 次 生 

植被 。 主 要 树种 有 湿地 松 、 杉 木 . 马 尾 松 、 樟 、 标 ̀  木 荷 、 枫 香 等 ,以 及 经 济 果木 桔 、 橙 . 柚 、 板 栗 等 ， 
草丛 以 刺 芒 野 古 草 为 其 代表 类 型 , 灌 从 以 白 栎 分 布 较 广 。 

= Ate 

本 站 的 前 身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南方 山区 综合 科学 考察 队 的 一 个 试验 点 , 始 建 于 1983 年 。1985 

年 ,被 列 为 江西 省 “三 江湖 ?综合 开发 治理 示范 基地 。 1988 年 ,经 中 国 科 学 院 和 江西 省 人 民政 府 

批准 正式 建站 。 同 年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人 与 生物 圈定 为 红壤 丘陵 综合 开发 治理 国际 试验 示范 

研究 项 目 站 .1990 年 ,被 确定 为 国际 开发 计划 署 CUNDP) 和 世界 粮农 组 织 (FAO) 的 资源 管理 培 

训 分 中 心 。1990 年 成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络 (CERN)” 的 基本 站 。 

= RL 

1. 研究 方向 与 重点 

本 站 以 中 亚热带 红壤 丘陵 为 研究 对 象 ,其 主要 研究 方向 是 :应 用 生物 学 、 资 源 生态 学 及 环 

境 生态 学 理论 ,密切 结合 红壤 丘陵 开发 治理 的 生产 实践 ,探索 红壤 丘陵 综合 开发 利用 与 整治 的 
科学 途径 。 重 点 研究 中 亚热带 中 低 红壤 丘陵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 动 态 过 程 及 其 调控 原理 , 进 
而 建立 和 完善 可 供 操作 的 优化 开发 模式 与 高 生产 力 配套 技术 体系 ,为 不 断 改善 红壤 丘陵 农业 

生态 环境 和 增强 农业 持续 发 展 能 力作 出 示范 。 同 时 ,也 研究 中 亚热带 红壤 丘陵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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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生态 演变 规律 ,物质 循环 与 能 量 流 , 以 及 目 然 资源 综合 评价 的 理论 与 方法 等 与 红壤 丘陵 综 
合 开发 治理 相关 的 若干 理论 问题 。 

长 期 观测 项 目 主要 有 :中 和 常规 气象 观测 ,物候 观测 和 小 气候 梯度 观测 ; 思 生物 生产 量 观测 ; 

@@ 土 壤 理化 性 状 观测 ;@@ 水 文 与 水 质 监测 ;@ 人 口 土地 利用 等 社会 经 济 活动 监测 。 

长 期 试验 项 目 包括 :中 植被 封 育 与 天 然 演 蔡 的 定位 试验 ;@) 不 同 树种 . 草 种 及 农作物 的 生 

态 适 应 性 试验 ;@@ 不 同类 型 植被 的 水 土 保持 效益 试验 ;外 植物 营养 与 施肥 (包括 牧草 与 林木 施 

肥 ) 定 位 试验 ;@ 林 一 果 一 经 、 林 一 牧 一 粮 、 塘 库 水 陆 复 合生 产 系 统 开发 模式 定位 试验 ;@ 红 壤 
丘陵 旱 坡 地 保护 性 耕作 试验 。 

2. 主要 研究 成 果 

建站 (点 ) 以 来 , 千 烟 洲 红壤 丘陵 开发 与 治理 取得 了 显著 的 经 济 、. 生 态 和 社会 效益 ,被 誉 为 

“ 千 烟 洲 模式 ”。 其 研究 成 果 集中 地 展示 在 :红壤 丘陵 开发 和 治理 一 一 千 烟 洲 综合 开发 治理 试 

验 研 究 》《 红 壤 丘 陵 综 合 开发 治理 》《 江 西 千 烟 洲 开发 治理 的 基本 经 验 》《 南 方 山区 的 出 路 从 

《 闭 江 流域 丘陵 山区 自然 资源 开发 治理 》《 半 江 流域 自然 资源 开发 战略 研究 Ses AR PAL 

壤 丘 陵 综 合 开发 治理 与 农业 持续 发 展 研究 阶段 性 报告 汇编 》《 红 壤 丘 陵 生 态 系统 恢复 与 农业 

持续 发 展 研 究 ;} 等 报告 文集 中 。 此 外 ,有 关 科 研 人 员 还 在 国内 外 杂志 和 会 议 上 发 表 有 关 人 研究 报 
告 和 论文 30 余 篇 ,编制 专题 图 件 近 20 件 ,获取 观测 数据 数 十 万 个 ,并 建立 了 于 烟 洲 农业 生态 

信息 系统 。 

\ 国 际 国内 合作 
(1) 已 开展 的 合作 课题 :目前 正在 进行 的 国内 合作 课题 主要 是 本 站 承担 的 国家 “ 八 五 "科技 

攻关 项 目 “ 才 中 红壤 丘陵 综合 开发 治理 与 农业 持续 发 展 研究 ”。 在 国际 合作 方面 ,先后 接待 了 
20 多 个 国家 和 国际 组 织 的 专家 学 者 来 站 考察 .访问 和 工作 ,目前 正在 开展 的 国际 合作 课题 有 : 

中 区 域 规划 与 区 域 开 发 的 综合 调查 与 土地 资源 评价 (与 荷兰 ITC 合作 ); 包 中 国 亚 热带 农业 与 

农村 发 展 研究 (与 英国 曼彻斯特 大 学 合作 ) 。 
《2) 拟 开展 的 合作 课题 : 九 五 ?期 间 , 本 站 拟 在 原 有 研究 的 基础 上 深入 开展 以 下 课题 :中 红 

壤 丘 陵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及 其 演变 规律 与 过 程 特征 的 研究 ;@ 红 壤 丘 陵 立 体 农 业 优化 模式 的 

研究 ;@ 资 源 生 态 环境 动态 监测 指标 体系 的 研究 ; 狼 红壤 丘陵 区 果 业 信息 系统 的 研制 ;名 拟 与 
日 本 筑波 大 学 合作 研究 红壤 开发 与 环境 治理 课题 ;@ 拟 在 日 本 JACA 的 资助 下 合作 开展 闵 中 

红壤 丘陵 贫困 山区 的 开发 。 

五 .学术 队伍 

本 站 现 有 科研 人 员 ( 含 协作 单位 及 客座 研究 人 员 )41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22 人 ,中 级 14 

人 ,初级 5 人 。 近 几 年 来 ,还 有 10 多 名 研究 生 和 外 国 留 学 生 曾 先后 来 站 实习 。 另 有 实验 工 11 

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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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工 作 条 件 

本 站 有 试验 地 204. 2 亩 ,境内 81 个 小 山头 ,3 个 小 流域 ,阶地 、 谷 地、 丘陵 ,水 面 俱 全 ,是 开 
展 立 体 生 态 农业 研究 极为 理想 的 场所 。 

本 站 现 有 各 类 土建 面积 约 5000 平方 米 ,其 中 住宿 与 工作 用 房 ( 包 括 实验 室 、 微 机 室 、 办 公 

室 等 ) 约 1300 平方 米 。 站 内 现 有 常规 气象 观测 场 1 座 , 林 内 气象 观测 场 2 个 ,森林 水 文 观 测 场 
2 个 ,农田 生态 定位 观测 场 1 个 ,天 然 植被 演 蔡 封 育 试验 观测 场 3 个 ,薪炭 林 观 测 场 1 个 ,不 同 

植被 水 土 保 持 效 益 径流 观 测 场 5 个 ,不 同 树种 与 草 种 生态 适应 性 观测 场 1 个 ,抽水 站 1 座 , 蓄 
水 池 2 个 ,饲养 场 3 个 。1995 年 底 建 成 综合 楼 ,玻璃 温室 、 组 织 培养 室 . 旱 坡地 径流 场 等 。 

联系 地 址 :北京 市 朝阳 区 大 屯 路 3 号 
邮政 编码 :100101 

电 i:(010)4932140 

传 $#H:(010)491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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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亭 到 色 土 农业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目 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本 站 位 于 四 川 盆 地 中 北部 的 盐 亭 县 林山 ,105"28' 了 ,31"16'N ,海拔 400~ 600 米 ( 站 址 470 

米 ) 

2. 自然 条 件 

自然 植被 类 型 为 档 木 .柏木 混交 林 , 散 生 乔 木 及 黄 茅 草 坡 等 。 土 壤 类 型 以 碳酸 盐 紫 色 土 为 

主 ( 含 CaCO:13%) ,质地 为 中 壤 至 重 壤 , 部 分 为 沙 质 土 . 气 候 类 型 为 中 亚热带 气候 带 , 年 平均 气 

温 17. 3C ,最 高 月 平均 温度 (7 月 )27. 2C ,最 低 月 平均 温度 (1 月 )6. 2C (极端 最 低温 度 一 

3°C), 20°C AY FR if 5300~5700°C ,年 平均 降雨 量 825. 5 训 米 ,无霜期 294 天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该 区 属于 中 丘 一 深 丘 地 瑶 , 人 口 密度 每 平方 公里 280 人 ,人 和 平 拥 有 土地 面积 0. 36 公顷 ,其 

中 农 地 0. 08 公顷 ,林地 0. 16 公顷 ,人 均 年 收入 817 元 ,该 区 为 粮 棉 产 区 ,主要 农作物 有 水 稻 、 

玉米 .甘薯 、 小 麦 、 棉 花 。 在 林业 中 人 造 梯 柏 混交 林 占 整个 林地 面积 的 44. 7%% 。 

二 \ 历 史 沿 革 

站 的 试验 研究 工作 始 于 1975 年 ,1980 年 正式 建站 ,1991 年 进入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为 网 络 的 基本 观测 试验 站 之 一 。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以 紫色 土 丘陵 区 为 主要 研究 对 象 ,系统 研究 紫色 土 区 环境 资源 与 人 为 活动 相互 作用 下 的 

物质 循环 能量 转化 规律 ;综合 研究 丘陵 山区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的 动态 演 替 过 程 ; 选 择 和 

建立 最 佳 模式 和 示范 样板 。 

研究 重点 :@ 四 四 川 贫 地 紫色 土 丘 陵 区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优化 模式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 

@ 优 化 模式 的 选择 和 示范 ;@ 代 表 类 型 区 农业 生态 要 素 的 长 期 定位 观测 及 痕 量 气体 (CH4,CO， 

等 ) 排 放 规律 和 调控 措施 ;@ 紫 色 土 区 域 肥力 演变 和 培 肥 技 术 研究 ,以 及 川中 丘陵 人 工 林 优 化 
树种 结构 试验 研究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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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项 目 有 :GD 四 川 盆 地 高 台 位 旱地 系统 开发 途径 的 研究 ;@ 四 川 盆地 紫色 丘 

陵 区 耕作 制 长 期 定位 研究 ;@ 川 中 丘陵 区 农田 生态 系统 结构 优化 研究 。 

研究 成 果 :中 治理 集 水 区 和 未 治理 集 水 区 小 气候 对 比 观测 资料 (1982 一 1992);@) 径 流 对 比 

观测 资料 (1982 一 1992 年 连续 自 记 );@@ 林 地 、 梯 地 、 草 坡 、 自 然 坡 地 水 土 流失 对 比 观 测 资料 

(1983 一 1992); 旬 旱地 聚 土 免 耕 立 体 种 植 体系 , 获 四 川 省 科学 进步 二 等 奖 . 四 川 省 农业 科技 推 

广 一 等 奖 .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扶贫 先进 奖 ,并 且 被 国家 科 委 列 入 重点 农业 科技 推广 项 目 ; 回 川中 

丘陵 农业 生态 系统 研究 , 获 四 川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主要 专著 和 论文 :川中 丘陵 区 山水 、 田 、 林 、 路 综合 治理 的 理论 与 实践 ) 专 著 人 《川中 丘陵 

区 农田 系统 研究 ) 专 著 《 早 地 聚 土 免 耕 耕作 法 ) 专 著 ,《 土 壤 肥力 研究 进展 ) 专 著 《 西 南 农业 发 

展 与 战略 研究 ) 专 著 。 论 文 有 “干旱 区 的 一 种 农业 生态 工程 :旱地 聚 土 免 耕 耕作 法 对 发 展 贫困 山 

区 的 作用 ?等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中 丘陵 旱地 聚 土 免 耕 耕作 法 增产 机 制 研 究 ;@ 我 国 主要 地 区 甲烷 排放 强度 .区 域 分 异 规律 
及 调控 途径 研究 ;@@ 丘 陵 区 土壤 保护 及 抗旱 技术 的 研究 ;外 自然 免 耕 高 产 机 理 研 究 ;@ 西 江 流 

域 农业 发 展 问题 (粮食 冬季 作物 ) 的 调查 研究 ;@) 土 壤 原 态 原 位 测试 方法 与 技术 研究 ; 〇 川中 
丘陵 区 农业 系统 结构 与 功能 演变 的 研究 。 

FAR ME 

学 科 设 置 有 :气象 及 小 气候 土壤 肥 力 、 农 业 生态 ,水土 保持 、 作 物 营养 与 栽培 。 

学 术 委 员 会 由 国内 10 位 专家 组 成 。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12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5 人 ,中 级 研究 人 员 7 人 。 

客座 研究 人 员 8 人 , 均 为 高 级 研究 人 员 。 

五 .工作 条 件 

生活 设施 : 现 有 研究 人 员 住 房 168 平方 米 , 正 在 修建 研究 人 员 公 寓 和 专家 公寓 283 平方 

米 , 车 库 食 堂 等 辅助 用 房 143 平方 米 。 

研究 工作 设施 :试验 区 土地 面积 35 公顷 ,为 一 完整 的 集 水 区 。 其 中 有 观测 试验 地 3. 1 公 

项 ,正在 修建 和 拟 建 的 野外 观测 设施 有 :自动 气象 观测 场 , 农 地 综合 观测 场 , 林 地 辅助 观测 场 、 

农 地 径流 观测 试验 场 , 林 地 水 沙 观 测 堰 、 集 水 区 测 流 站 、 稻 田 排放 气体 观测 场 ; 已 有 和 正 修 建 的 

工作 用 房 361 平方 米 。 

拟 建 的 实验 室 有 :土壤 化 学 分 析 实 验 室 .土壤 物理 分 析 实 验 室 .生化 实验 室 、 仪 器 分 析 室 、 

计算 机 工作 房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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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与 通讯 条 件 : 省 级 唐 巴 公路 经 过 本 站 , 离 绵 阳 火 车 站 104 公里 , 离 盐 亭 县 城 13 公里 ， 

距 成 都 214 公里 。 即 将 建成 传真 电话 及 内 部 程控 交换 电话 。 

六 、 管 理 

1. 管理 机 制 和 分 工 

站 务 委 员 会 :负责 制定 站 的 管理 制度 ,审查 站 经 费 的 预算 和 决算 ,决定 站 的 重大 决策 。 

站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制定 站 数据 管理 政策 ,规定 和 监督 数据 管理 活动 ,考核 和 评定 数据 管 

理工 作 效 绩 , 排 定数 据 资源 的 优先 次 序 ,任免 数据 管理 人 员 。 

站 长 :主持 站 的 工作 ,负责 站 的 学 科 发 展 、. 建 设 和 人 材 培养 。 

副 站 长 :负责 站 的 科研 数据 管理 和 行政 管理 和 生产 。 

站 办 公 室 负责 处 理 站 的 日 常事 务 ,包括 公文 财务、 接待 生产、 生活 及 财产 .物资 管理 。 

科研 .成果 组 :负责 站 科研 计划 的 制定 .试验 、 成 果 管 理 . 数 据 处 理 , 资 料 信息 管理 及 外 事 。 

数据 采集 组 :负责 站 野外 固定 观测 项 目的 数据 采集 .实验 室 分 析 、 仪 器 维修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管理 :实行 课题 组 长 负责 制 。 由 课题 负责 人 负责 课题 的 申请 和 组 织 实施 及 成 果 的 编 

写 。 站 进行 监督 和 组 织 验收 。 

数据 管理 :建立 数据 库 , 在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的 领导 下 实行 专人 管理 。 按 网 络 统一 规定 和 规 
范 进行 数据 采集 ,数据 处 理 ̀ . 入 库 ̀ 、 上 报 和 交流 .数据 实行 共享 (课题 数据 在 课题 完成 归档 后 , 实 
行 共享 )。 

行政 管理 :实行 站 长 负责 制 . 由 站 务 委员 会 制定 有 关 管 理 条 例 ,站 长 , 副 站 长 按照 分 工 进行 
管理 。 

七 、 国 际 国 内 合作 

1. 国内 合作 :GD 与 成 都 科技 大 学 、 四 川 省 农业 局 、. 林 业 局 . 盐 亭 县 气象 局 等 合作 进行 川中 丘 

陵 农业 生态 系统 优化 模式 试验 研究 ;G@) 与 四 川 农业 大 学 合作 开展 旱地 聚 土 免 耕 耕作 法 增产 机 

制 研 究 。 
2. 国际 合作 :中科院 山地 灾害 与 环境 研究 所 与 英国 艾 克 塞 大 学 合作 ,在 本 站 进行 137Cs 法 

探讨 川中 丘陵 区 水 土 流失 规律 的 研究 。 同 时 本 站 以 科研 成 果 参 加 第 13 届 、 第 14 届 国 际 土壤 会 
议 , 以 及 国际 生态 会 议和 国际 贫困 山区 开发 会 议 。 

联系 地 址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人 民 南 路 四 段 9 号 
邮政 编码 :610041 

HB = 话 :(028)5581260 

传  H:(028)558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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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该 站 位 于 腾 格 里 沙漠 的 东南 缘 ,处 于 沙漠 和 草原 的 过 渡 带 。 行 政 区 属于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中 

卫 县 ,104"57' 耻 ,37 "27 /IN， 站 区 平均 海拔 1250 米 , 黄 河水 面 海拔 1200 米 , 沙 丘 最 高 点 海拔 达 

1500 米 。 

2. 自然 条 件 
气候 属于 干旱 气候 区 ,平均 气温 9. 6C ,最 高 气温 38. 1 C ,最 低 气 温 一 25. 1 C 。 年 平均 降 十 

Ht 186. 2 毫米 。 光 照 时 数 2729. 7 小 时 。 年 平均 无 霜 期 185 RK. SO CH FARIA 3019. 
该 区 地 下 水 埋 深 大 于 80 米 。 沙 丘 区 无 径流 ,但 黄河 流 经 此 地 。 主要 土壤 类 型 为 棕 漠 土 、 龟 

裂 土 及 风沙 土 。 地 带 性 植被 属于 荒漠 向 草原 带 过 渡 类 型 ,优势 植物 是 半 灌 木 . 灌 木 及 草本 植物 ， 
如 红 沙 、\ 珍 珠 、 猫 头 刺 , 柠 条 、 驼 绒 葵 、 针 茅 、 隐 子 草 等 。 隐 域 性 植被 类 型 主要 是 沙 生 系列 和 湿 生 
系列 。 前 者 发 育 在 沙丘 区 ,主要 由 沙 蓬 、 沙 竹 , 籽 茧 、 花 棒 等 组 成 。 这 些 沙 生 植 物 或 散 生 于 沙丘 
上 ,或 聚集 于 丘 间 低 地 ,总 盖 度 不 超过 3% 。 后 者 发 育 在 河 湖 边 缘 湿 地 ,主要 由 落 草 芦苇、 佛 子 
茅 等 湿 生 植物 和 碱 莲 等 盐 生 植物 组 成 。 

二 ,站 历史 沿革 

该 站 建 于 1956 年 ,1990 年 被 批准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重 点 站 ,对 外 开 
放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该 站 长 期 研究 方向 为 风沙 物理 .生态 系统 、. 沙 地 改造 利用 、 流 沙 空 气动 力 , 沙 地 生态 系统 、 

沙 生 植物 生理 、 环 境 监测 等 基础 研究 。 基 础 数据 收集 及 信息 收集 也 是 站 上 的 一 项 重要 工作 。 

目前 及 近期 研究 站 重点 开展 以 下 8 个 方面 的 基础 及 应 用 研究 : 

G1) 固 沙 植物 的 水 分 需求 及 沙 地 植物 的 水 分 平衡 ; 

《2) 沙 生 植 物 抗 旱 性 能 与 水 分 关系 ; 

《3) 沙 丘 植被 动态 ; 

4) 沙丘 土 壤 动态 及 养分 循环 ; 

《5) 动 力 地 瑶 学 .沉积 环境 变化 及 风沙 流 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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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 气象 及 沙丘 表面 及 植物 间 的 气流 运动 ; 

(7) 沙 地 特别 是 沿 黄河 沙 地 开发 利用 ; 

(8) 流 沙 固 阻 的 理论 与 技术 。 

目前 研究 的 内 容 ， 

(1) 沙 丘 植 物 动 态 ; 

(2) 沙 生 植 物 水 分 平衡 ; 

(3) 沙 生 植物 对 干旱 环境 适应 性 ; 

(4) 沙 丘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及 其 能 量变 化 ; 

(5) 风 沙 流 运 动 规律 及 防护 体系 功能 。 

长 期 的 观测 实验 

(1) 气 象 观 测 ; 

(2) 土 壤 水 分 观测 及 水 分 平衡 ; 

(3) 植 被 动态 .风沙 流 及 大 气 降尘 ; 

(4) 土 壤 养 分 动态 ; 

(5) 土 壤 形成 发 育 ; 

(6) 流 沙 固定 试验 ; 

(7) 风 沙土 恢复 及 利用 ; 

(8) 沿 铁路 防护 体系 试验 ; 

(9) 固 沙 材 料及 技术 试验 。 

2. 研究 成 果 
37 年 期 间 ,该 站 在 沙漠 研究 及 荒漠 化 防治 方面 做 了 大 量 的 工作 ,取得 了 显著 成 绩 。 

DEBRE TAA MATAR. 黄 定 了 中 国 风 沙 物 理 的 理论 基础 。 

(2) 在 荒漠 及 荒漠 草原 过 渡 带 东部 区 ,成 功 地 建立 了 人 工 生 态 环境 ,探索 了 人 工 植被 向 天 

然 植被 演变 规律 ,研究 了 流动 沙丘 向 半 固 定 . 固 定 沙丘 变化 途径 。 

《3) 利 用 固 阻 结 合 的 方法 创建 了 流沙 固定 的 基本 模型 。 

《4) 在 我 国 成 功 地 进行 了 沙 地 农业 及 种 植 试验 ,这 项 试验 在 中 卫 沙 地 推广 面积 达 2600 公 

项 。 

《5)1988 年 获 国家 科技 进步 特等 奖 。 

FAR 

站 上 有 固定 编制 23 人 ,其 中 8 位 高 级 研究 人 员 ,9 位 中 级 研究 人 员 ,3 位 行政 人 员 ,3 位 工 

人 。20 多 位 客座 研究 人 员 ,10 多 位 国外 研究 人 员 来 站 进行 研究 。 每 年 有 6 位 硕士 生 、 博 士 生来 

站 作 学 位 论文 。 沙 坡 头 站 同 国外 一 些 研究 所 ,大 学 保持 着 联系 。 这 里 是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 匾 
漠 化 办 公 室 ̀\ 人 与 生物 圈 、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沙 漠 及 荒漠 化 研究 培训 的 重要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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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 条 件 

1. 研究 条 件 

一 大 批 训练 有 素 的 科学 家 。 在 植被 动态 .水 分 平衡 .农业 生态 .固沙 技术 及 材料 ̀ . 风沙 流 研 

究 方 面 有 足够 的 场地 及 设备 齐全 的 实验 室 。 这 里 有 诸如 Jzim 高 速 离心 机 、Li 一 cor6200 光合 作 

用 分 析 系 统 等 大 型 仪器 。 装 有 4 台 计 算 机 的 计算 机 房 。 拥 有 优质 服务 的 高 级 招待 所 。 有 组 织 

国际 合作 及 培训 的 经 验 。 

2. 基础 设施 

研究 站 面积 133. 3 公顷 ,其 中 实验 用 地 64. 5 公顷 ,包括 9 个 试验 场 ̀  气象 站 及 降尘 观测 

塔 。 建 筑 面 积 3200 平方 米 , 包 括 SPAC 实验 室 .土壤 分 析 实 验 室 、 植 物 生 理 实验 室 、 组 织 培养 实 

验 室 、 种 子 实验 室 、 植 物 标本 室 。 一 个 计算 机 房 ,一 个 温 房 。 学 术 厅 可 容 100 人 ,小 会 议 室 可 容 

纳 30 人 。 

和 六、 国际 国内 合作 

1. 已 完成 的 合作 项 目 
(1) 与 日 本 东京 大 学 干旱 土地 研究 中 心 合作 ,在 沙 地 进行 “绿色 ”( 无 污染 ) 果 树 栽培 试验 ; 
(2) 同 东京 大 学 干旱 土地 研究 中 心 合作 ,进行 用 于 农业 的 污水 处 理 试验 
(3) 同 东京 大 学 干旱 土地 研究 中 心 合作 ,进行 沙丘 土壤 水 分 平衡 研究 。 

2. 正在 进行 的 合作 研究 
(G1) 与 瑞典 伦 德 大 学 合作 进行 沙 地 水 分 平衡 研究 ; 

《2) 同 意大利 世界 实验 室 合作 进行 荒漠 化 研究 ; 

《3) 同 日 本 邮电 省 通讯 部 通讯 研究 实验 室 合作 ,进行 风沙 流 及 降尘 研究 ; 
《4) 同 沃 弗 海尔 普 顿 大 学 合作 ,进行 荒漠 化 逆转 过 程 中 土壤 形成 研究 ; 
《5) 同 德国 柏林 自由 大 学 合作 ,在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进 行 第 四 纪 地 质 研究 ; 

还 有 一 些 来 自 以 色 列 、 土 库 曼 斯 坦 , 希 腊 、 尼 日 利 亚 的 科学 家 进行 合作 研究 。 

3. 近 期 将 要 进行 的 合作 项 目 

《1) 微 生物 及 降尘 在 风沙 土 形 成 中 的 作用 ( 同 沃 弗 海 尔 普 顿 大 学 合作 ); 

《2) 沙 生 植物 的 生理 生态 特性 (同日 本 自然 环境 研究 所 合作 )，; 

《3) 荒 汉化 监测 ( 同 瑞典 伦 德 大 学 遥感 与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实验 室 合作 ); 

《4) 半 荒漠 区 植被 动态 ( 同 荷兰 、 德 鲁 ̀  温 德 . 斯 塔 峰 国际 土地 ,土壤 和 水 资源 综合 研究 中 心 

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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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地 址 :甘肃 省 兰州 市 东 岗 西 路 174 号 

邮政 编码 :730000 

电 话 :(0931)8847667 

传 真 :(0931)888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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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康 邯 漠 生态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本 站 位 于 新 疆 维 寿 尔 自 治 区 的 准 葛 尔 盆 地 南 缘 , 阜 康 县 的 三 江河 流域 , 距 乌 鲁 木 齐 市 76 

公里 。 站 工作 范围 的 地 理 坐 标 为 87"45' 一 88*05' 卫 ,43"45' ~44°30'N, ,由 海拔 5445 米 的 天 山东 

段 最 高 峰 博 格 达 峰 到 海拔 460 米 的 库 尔 班 通 古 特大 沙漠 南 缘 , 南 北 80 公里 范围 内 出 现 完整 的 

自然 景观 带 , 即 高 山 冰 雪 带 一 高 山 ̀  亚 高 出 草 旬 带 一 中 山 森 林带 一 低 山 草原 带 一 典型 荒漠 带 一 

沙漠 带 。 高 差 5000 KAA ,构成 完整 的 垂直 生态 系列 。 

2. 自然 条 件 

本 地 区 代表 着 欧 亚 大 陆 腹 地 ,温带 内 陆 荒漠 区 .。 地 带 性 植被 为 典型 的 荒漠 植被 。 主 要 类 型 

有 生意 柴 为 主 的 半 灌 木 、 小 半 灌 木 荒漠 , 梭 梭 柴 和 白松 松 为 主 的 小 乔木 荒漠 。 和 典型 地 带 性 土壤 

为 干旱 土 纲 的 盐 化 碱 化 灰 漠 土 类 。 该 区 气候 类 型 为 典型 的 大 陆 性 干旱 气候 。 年 均 温 6. 6C ,最 
高 气温 42. 6C ,最 低 气 温 一 41. 6C ,7 月 平均 气温 25. 6C ,1 月 平均 气温 一 17C ,年 降水 量 164 

训 米 ,年 蒸发 量 2000 毫米 左右 ,冬季 积 雪 不 稳定 ,为 3 一 29 厘米 ,无霜期 174 天 。 

3. 社会 经 济 条 件 

该 站 位 于 阜 康 县 境内 ,该 县 现 有 土地 面积 8628 平方 公里 ,其 中 山地 占 21%% ,平原 占 26. 

2% Wie A 52% 。 研 究 地 区 有 老 绿 州 和 新 绿 州 分 布 , 半 农 半 牧 ,耕地 面积 只 有 46. 05 万 亩 ,但 

种 植 业 产值 占 到 72.4%; 草场 面积 广大 ,有 1148. 2 万 亩 ,但 生产 力 极 低 ， 畜 牧 业 产值 只 

17. 86%% 。 全 县 人 口 目 前 为 12 万 。 自 1987 年 以 来 一 座 新 兴 石 油 城市 正在 塌 起 ,三 江河 流域 的 

资源 与 环境 面临 巨大 压力 。 

= AGS 

中 国 科学 院 于 1987 年 3 AIEEE ES VR IR ES ASW th ,建站 目的 

在 于 进行 干旱 区 综合 性 生态 系统 研究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万 向 及 重点 

旱 康 荒漠 生态 站 地 处 欧 亚 大 陆 腹 地 ,是 世界 上 距离 海洋 最 远 的 极其 独特 的 内 陆 荒漠 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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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地 区 水 . 土 . 光 、 热 资源 丰富 ,土地 生产 潜力 很 大 ,是 世界 上 21 世纪 待 开 发 的 一 个 重要 地 区 。 
荒漠 生态 环境 中 存在 的 主要 问题 是 土地 退化 ,包括 土壤 板结 和 次 生 盐 渍 化 、 沙 漠 化 .草原 退化 ， 
以 及 农业 结构 不 合理 , 农 牧 分 割 ,在 新 疆 地 区 具有 代表 性 。 | 

FA Rua ee Ti a HR ETI AA ee Lk ARK, RR RR. 
2000 年 灌溉 历史 的 古老 绿 州 。 可 供 开展 荒漠 区 山 盆 关系 ,荒漠 一 绿 州 复合 生态 系统 综合 研究 。 

本 地 区 1990 年 3 月 已 被 批准 纳入 国际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网 ,命名 为 博 格 达 生物 圈 保 护 区 。 | 

沙漠 边缘 农 牧 交错 带 是 进行 沙漠 化 地 区 农业 持续 发 展 优化 模式 研究 的 理想 基地 ， 因 交通 

方便 ,近年 来 经 济 发 展 很 快 , 随 着 石油 开发 ,农业 资源 与 环境 面临 巨大 压力 。 

2.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研究 方向 是 进行 荒漠 一 绿 州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及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综 合 研究 ;发 展 荒漠 “ 

生态 学 ( 即 荒漠 一 绿 州 生态 学 ); 围绕 全 球 环境 变化 ,开展 荒漠 区 土壤 一 植物 一 大 气 荒漠 环境 系 

统 的 长 期 动态 监测 。 

3. 主要 研究 内 容 

建站 以 来 承担 了 院 重大 基础 性 研究 项 目 ,荒漠 绿 州 农业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与 优化 模式 研 ， 

究 , 在 优化 模式 .系统 中 养分 循环 ,水 分 循环 方面 都 布置 了 长 期 试验 ,取得 了 一 批 初步 成 果 , 提 

出 了 提高 绿 州 农业 生产 力 的 一 整套 措施 , 即 草 田 轮作 、 农 牧 结合 .培育 抗 性 品种 、 推 广 节 水 技 

术 \ 高 产 池塘 施肥 制度 、 咸 水 灌 溉 等 各 个 方面 的 研究 成 果 , 出 版 了 《荒漠 生态 系统 研究 ?第 一 

集 、 第 二 集 。 博 格 达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规划 和 管理 学 术 讨论 会 论文 集 。 

主要 研究 项 目 有 : 

(1) 荒漠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与 绿 州 农业 持续 发 展 优化 模式 研究 。 

(2) 干旱 区 人 口 资源 一 环境 间 平 衔 的 研究 。 

(3) 荒漠 土壤 一 植物 一 大 气 间 养分 和 水 分 平衡 的 观测 和 研究 。 建 立 动态 监测 数据 库 。 

(4) 天 山北 苯 冰 川 . 积 雪 和 黄土 研究 。 

(5) 库 尔 班 通 古 特 沙漠 起 源 和 保护 利用 。 

(6) 荒漠 区 动物 .植物 种 群生 态 学 研究 。 

(7) 逆境 条 件 下 作物 、 牧 草 和 微生物 品种 选 育 。 

(8) 干旱 区 土壤 形成 和 系统 分 类 。 

(9) 荒漠 化 (土地 退化 ) 的 原因 和 防治 (包括 盐 渍 化 和 碱 化 板结 ) 。 

(10) 绿 州 水 资源 合理 利用 与 节 水 农业 技术 的 研究 。 

(11) 荒漠 区 资源 一 环境 的 人 口 承载 力 模型 。 

(12) 干旱 区 维持 生物 多 样 性 及 恢复 措施 。 

(13) 干旱 区 森林 草地 退化 监测 与 合理 利用 研究 。 

在 国际 合作 方面 正在 进行 的 项 目 有 中 日 草 炎 绿化 沙漠 研究 .中 哈 关 于 干旱 土 系统 分 类 研 

究 . 中 日 有 关 绿 州 农 业 气象 研究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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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站 聘请 国内 外 .区 内 外 干旱 研究 专家 组 成 学 术 委 员 会 。 目 前 有 农业 土壤、 动物 .植物 等 
专业 固定 研究 人 员 18 人 ,挂靠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新 疆 生 物 土壤 沙漠 研究 所 。 客 座 研 究 人 员 20 人 ， 

来 自 中 国 科 学 院 土壤 所 ,自治 区 林业 厅 天 池 自 然 保 护 区 管理 处 .三 江河 流域 水 均衡 场 ,以 及 日 
本 国 草 炭 研究 会 .日 本 国 国 际 农业 研 究 中 心 、 哈 萨 克 共 和 国 科学 院 等 单位 。 

五 工作 条 件 
生活 设施 : 现 有 客座 人 员 宿舍 1000 平方 米 ,水 暖 设施 配套 ,食堂 100 平方 米 。 
实验 设施 : 现 有 实验 楼 1000 平方 米 , 自 动 环境 因子 观测 系统 和 常规 试验 设备 ,有 试验 地 

20 公顷 。 

交通 条 件 : 面 包车 1 辆 ,有 公共 汽车 直达 乌鲁木齐 市 ,乌鲁木齐 市 有 国际 机 场 ,交通 便利 。 
直 拔 电话 ,传真 机 已 开通 国内 线路 。 

联系 地 址 :新 疆 乌 鲁 木 齐 市 北京 南路 40 号 

邮政 编码 :830011 

电 。 话 :(0991)3837396 

传 $H:(0991)383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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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古 草原 生态 系统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本 站 位 于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盟 白 音 锡 勒 牧 场 境 内 ,为 43 °38E, 116 "42"N ,海拔 1187 米 。 该 
站 处 于 内 蒙古 高 原 和 大 兴安 岭 西 侧 低 山 丘陵 接触 地 带 , 区 内 有 锡 林 河 自 东南 流向 西北 , 锡 林 河 
以 北 为 蒙古 构造 剥蚀 高 原 的 一 部 分 , 低 山 丘陵 与 塔 拉 相间 分 布 , 锡 林 河 以 南 为 多 级 玄武 岩 台 
地 。 

2. 自然 条 件 

该 区 气候 为 温带 半 干 旱 大 陆 性 草原 气候 ,年 均 温 0. 2C 。 夏 季 温 凉 ,极端 最 高 温度 38. 5C ; 
冬季 寒冷 , 极端 最 低温 度 一 42. 8TC 。 年 均 降水 量 350 毫米 ,其 60% 一 80% 集 中 于 7 一 9 A, BE 
RAK. RE 1620 毫米 ,是 降水 量 的 4.6 倍 。 日 照 丰 富 ,全 年 约 2533 小 时 ,无 霜 期 96 天。 和 
锡 林 河 为 该 区 唯一 的 内 流 河 , 其 正常 年 份 的 径流 量 为 0. 2964 亿 立 方 米 。 

地 带 性 土壤 为 粟 钙 土 。 在 山地 和 洼地 上 分 别 分 布 有 黑 钙 土 和 草 甸 土 。 在 沙 带 有 栗 钙 土 幼 四 
年 沙土 。 

地 带 性 植被 为 典型 草原 ,其 中 以 大 针 茅 和 羊 草 为 主 的 草原 群落 在 该 区 广泛 分 布 , 构 成 植被 
的 主体 。 以 贝加尔 针 茅 、. 羊 芒 和 线 叶 菊 为 主 的 草 甸 草原 群落 或 分 布 于 高 丘陵 坡地 , 或 分 布 于 石 
质 藩 层 栗 钙 土 上 。 另 外 ,在 沙 地 、 河 漫 淮 或 低洼 处 ,还 分 别 有 沙 地 森林 、 朴 林 、 灌 从 和 草 甸 、 沼 泽 
等 植被 类 型 。 

该 区 植被 的 利用 方式 主要 是 天 然 放 牧 。 畜 牧 业 是 当地 社会 经 济 的 支柱 ,但 也 有 局 部 地 区 被 ， 
开明 ,种 植 作 物 与 牧草 。 另 外 ,还 有 一 些小 型 的 畜产 品 加 工业 ， 人 民生 活水 平 依然 很 低 。 

二 、 历 史 沿 革 

本 站 建 于 1979 年 。1988 年 被 列 为 国际 人 与 生物 圈 ( MAB) 计划 重点 项 目 示 范 站 ;1989 

年 ,经 中 国 科学 院 批准 ,确定 为 开放 站 ;1992 年 确定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的 重点 站 。 

=. WRU 

1. 研究 方向 及 重点 

“草原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及 其 生产 力 提 高 途径 ”是 建站 以 来 贯穿 始终 的 研究 主题 ,但 随 
着 研究 工作 的 深入 ,研究 范畴 也 逐步 拓宽 。 目 前 该 站 的 主要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为 : 四 深入 进行 草 

原生 态 系统 科学 应 用 基础 研究 ,不 断 跟 踪 学 科 前 沿 和 热点 ; @ 进 行 草地 畜牧 业 生产 发 展 和 草 
地 资源 利用 与 保护 的 应 用 研究 ; @ 草 原生 态 系统 生物 多 样 性 和 环境 的 长 期 监测 与 资料 积累 。 

在 过 去 的 15 EP, 该 站 在 草原 生态 系统 气象 .土壤 .植物 .动物 和 微生物 等 各 个 亚 系统 坚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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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研究 ,尤其 强调 人 为 活动 影响 下 草原 生态 系统 功能 过 程 及 其 变化 规律 的 研究 , 即 不 同学 

科 、 不 同 层 次 的 研究 相 结合 ,从 生态 系统 整体 的 角度 来 综合 研究 ,并 且 在 草地 优化 管理 与 示范 
《放牧 与 割 草 体制 ). 退 化 草地 恢复 与 改良 、 人 工 草地 建设 与 推广 等 与 草地 畜牧 业 生产 相关 的 
重大 实际 问题 上 迈 出 了 较 大 的 步伐 ,取得 了 较 好 的 成 果 。 同 时 ,应 用 现代 信息 科学 理论 和 技术 ， 
开展 了 草地 动态 监测 、 草 地 优化 管理 等 方面 专家 系统 的 研制 。 到 目前 为 止 已 出 版 了 《草原 生态 

系统 研究 》 和 《草地 生态 学 研究 方法 } 等 科学 论著 与 文集 8 册 , 论 文 约 500 篇 。 目 前 已 鉴定 的 成 
RASH. GD“ 锡 林 河 流域 栗 钙 土 的 动态 特征 ”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自 然 科 学 二 等 奖 (1991); @ 

“内 蒙古 典型 草原 植物 及 其 群落 的 光合 生理 生态 特性 ? 获 中 国 科学 院 目 然 科 学 三 等 奖 (1992); 

— OR RESARA RR) 第 1 集 )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二 等 奖 (1988) 等 。 另外 该 站 同时 也 作 
为 一 个 培训 基地 , 在 草地 生态 学 方面 ,培养 了 大 量 的 学 士 、 硕 士 和 博士 人 材 。 

— lee PY 
‘ 

4 

2. 主要 研究 内 容 

目前 站 上 开展 的 研究 项 目 有 下 述 14 个 方面 : 
应 用 基础 研究 方面 有 :(1) 草 原生 态 系统 结构 ,生产力 和 能 流 与 物质 循环 等 功能 过 程 的 研 

究 ;(2) 草 原生 态 系统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 (3) 全 球 变化 及 草原 生态 系统 响应 的 研究 ;(4) 退 化 草地 
| 生态 系统 恢复 生态 学 研究 。 

草地 畜牧 业 生产 发 展 的 应 用 研究 有 :(1) 人 工 草地 建立 与 持续 利用 研究 ;(2) 退 化 草场 综合 
改良 与 利用 研究 ;(3) 牧草 与 经 济 植物 引种 及 其 实验 生态 学 研究 ;(4) 放 牧 制 度 实验 研究 ; (5) 

割 草 制度 实验 研究 ;(6) 草 场 鼠 害 生态 治 理 研 究 ;(7) 优 化 生产 试验 区 建立 ; (8) 区 域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战略 规划 。 

草地 资源 利用 与 保护 方面 的 研究 有 : (1) 珍稀 濒危 物种 异地 保护 及 其 实验 生态 学 研究 ; 
《2) 自 然 保 护 区 规划 与 有 效 管 理 。 

3. 长 期 观测 和 试验 项 目 

同时 该 站 始终 如 一 地 坚持 草原 生态 系统 基本 资料 的 长 期 监测 ,主要 有 : 
《1) 气 象 资 料 :包括 气温 、 地 温 、 降 水 量 , 水 汽 压 \. 相 对 湿度 .水 面 蒸发 .实际 日 照 时 数 、 风 向 

风速 、 分 光谱 辐射 \ 固 体 沉降 等 。 
《2) 土 壤 资 料 : 包括 土壤 水 分 .全 量 与 速效 养分 .腐殖质 、 微 形态 结构 .土壤 动物 种 类 与 生 

| 物 量 , 土 壤 微 生物 种 类 与 生物 量 ,\ 酶 活性 ,土壤 固氮 微 生物 等 。 
《3) 植 物资 料 : 大 针 茅 与 羊 草 草原 植物 群落 组 成 、 结 构 , 主 要 种 群 物候 学 特征 .地 上 与 地 下 

和 生物 量 与 生产 力 ,凋落 物 形成 与 分 解 ,植物 化 学 元 素 含 量 、 热 值 . 动 态 ,植物 个 体 或 群体 光合 特 
征 、 蒸 腾 及 其 水 分 利用 效率 等 。 

4) 动物 资料 :家 畜 放 牧 行为 食性 食量 ,体重 增 重 , 产 毛 量 等 ;蝗虫 化 学 成 分 、 群 落 构 成 优 

势 种 能 值 食 性 食量 等 ;, 鼠 类 群落 结构 、 种 群 动态 .食性 食量 等 。 

《5) 长 期 应 用 研究 项 目 :不 同 利 用 和 管理 措施 下 人 工 草场 放牧 场 、 割 草场 .退化 草场 等 的 

77 



四 、 学 术 队 伍 

本 站 实行 学 术 委 员 会 指导 下 的 站 长 负责 制 。 学 术 委 员 会 由 国内 生态 学 界 或 草地 学 界 著名 
的 专家 组 成 。 目 前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14 名 ,挂靠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所 植被 生态 中 心 。 客 座 研究 人 

员 51 名 ,来 自 中 国 科 学 院 动物 所 、 南 京 土壤 所 和 自然 资源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以 及 北京 大 学 、 北 
京 农业 大 学 ̀  上 海 复旦 大 学 内 蒙古 大 学 ,内 蒙古 农 牧 学 院内 蒙古 林学 院内 蒙古 教育 学 院内 
Att hd A Be BIS 10 多 个 科研 教学 或 生产 单位 。 

五 、 工 作 条 件 

目前 研究 站 有 供 长 期 研究 用 的 不 同类 型 围栏 地 6 处 , 共 126 公顷 ,有 实验 室 24 间 , 合 400 

平方 米 , 装 备 有 简单 的 样品 处 理 和 测定 设备 . 另 有 植物 光合 作用 测定 车 和 微机 等 较 好 的 工作 设 

备 。 有 研究 人 员 宿 舍 24 间 ,外宾 接待 室 8 间 , 计 560 平方 米 ; 有 吉普 车 2 辆 , 面包 车 .卡车 及 仪 

器 车 各 1]1 辆 ,可 为 研究 工作 提供 较 好 的 条 件 。 另 外 , 按照 生态 网 络 系统 的 建设 工程 ,一 栋 有 600 

平方 米 的 二 层 实验 办 公 楼 于 1994 年 秋 峻 工 , 包 括 标本 馆 、 计 算 机 房 、 实 验 室 等 ,大 大 地 改进 该 

站 的 研究 和 生活 条 件 。 

入 、 管 理 

该 站 实行 学 术 委 员 会 指导 下 的 站 长 负责 制 ， 站 长 全 面 负责 该 站 的 科研 和 行政 管理 业务 ; 
副 站 长 2 名 , 分别 来 自主 持 单 位 和 当地 ,协助 站 长 执行 和 管理 站 的 科研 和 管理 业务 。 另 设 办 公 
室 主任 和 学 术 秘书 各 1 名 。 

《1) 研 究 管 理 : 设 立 开 放 站 基金 目 由 申请 项 目 ,由 学 术 委员 会 审批 。 每 年 召开 一次 学 术 委员 

会 和 学 术 会 议 ,总 结 过 去 一 年 的 工作 ,并 做 出 下 一 季度 的 计划 。 为 了 促进 交流 ,定期 编 印 简报 
和 年 报 。 同 时 不 定期 出 版 (草原 生态 系统 研究 》 论 文集 ,组 织 专 家 编著 学 术 专著 等 。 

《2) 数 据 管理 :数据 管理 由 专人 负责 。 目 前 属 长 期 监测 的 数据 , 均 已 入 库 , 而 研究 项 目的 数 

据 , 由 各 研究 人 员 掌 握 , 逐步 归 入 站 数据 总 库 。 

《3) 行 政 管 理 : 该 站 有 会 计 、 食 堂 , 车队, 以 保证 科研 工作 的 正常 进行 ,并 以 合同 性 临时 工 制 
度 从 当地 招聘 技术 工人 。 

+t. BREAST 

本 站 坚持 向 国内 外 开放 ,吸收 优秀 科学 家 到 站 工作 。 目 前 承担 或 参加 本 站 研究 课题 的 有 

国内 13 个 单位 .65 位 不 同 专业 的 科学 家 。 目 前 已 完成 或 正在 进行 的 国际 合作 项 目 有 : PEE 

地 植被 生态 学 研究 (1982 一 1989)、 中 日 草原 生态 系统 研究 ( 1987 一 1988) .中 美 蒙古 高 原生 态 

系统 研究 (1992 一 ) .中 新 温带 草地 管理 研究 (1992 一 )、 中 蒙蒙 古 高 原 草 原 植 被 梯度 研究 (1992 

一 )、 中 日 沙漠 化 机 理 研 究 (1991 一 )、 中 澳 自 然 保 护 区 中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与 持续 发 展 研究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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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拟 开展 的 国际 合作 研究 项 目 有 :中 美 植被 一 大 气 系统 相互 关系 研究 (1996 一 ) 和 中 人 蒙 俄 草 
原生 态 学 研究 (1996 一 ) 。 

联系 地 址 :北京 市 香山 中 科 院 植物 所 
北京 海淀 区 香山 南 辛 村 20 号 

邮政 编码 :100093 
电 话 :(010)2591431 一 6274 

传 真 :(010)261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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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 高 寒 草 甸 生态 系统 研究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件 

1. 地 理 位 置 

本 站 地 处 青藏 高 原 的 东北 隅 ,青海 省 海北 藏族 自治 州 门 源 回族 自治 县 境内 的 风 匣 口 ,位 于 

101"12' 一 101"33' 也 ,37"29' ~37°45'N ,祁连山 北 支 冷 龙 岭 与 中 支 大 坂 山 对 峙 于 站 区 的 两 侧 , 平 

均 海 拔 3800 米 ,境内 多 滩地 和 低 丘 ,滩地 海拔 3200 HK. 

2. 自然 条 件 

本 区 地 处 大 陆 腹 地 ,具有 高 原 大 陆 性 气候 特点 ,微弱 的 东南 季风 逆 大 通 河谷 地 而 上 , 受 山 

地 影响 ,因而 该 地 气候 寒冷 而 湿润 ,无 四 季 之 分 , 仅 有 冷暖 两 季 之 别 ,年 平均 气温 一 2. 0C ,太阳 

辐射 强烈 ,年 总 辐射 582. 4 一 665. 6 和 于 焦 / 厘 米 *, 年 平均 降水 600 BKAA. 

境内 河流 较 多 , 倒 消 河流 经 站 区 中 央 , 东 有 白水 河 , 西 有 永定 河 , 乱 海子 位 于 站 区 的 东南 ， 

是 一 片 沼泽 地 ,水 质 优良 ,可 供 人 冀 饮用 。 

土壤 主要 有 高 山 灌 丛 草 甸 土 ,高山 草 旬 土 和 沼泽 土 ,土壤 库 中 氮 、 磷 、 钾 三 要 素 贮 量 丰 室 ， 

土壤 潜在 肥力 高 ,在 低温 影响 下 ,营养 物质 多 以 有 机 状态 存在 , 矿 化 过 程 微 弱 , 故 养分 有 效率 

低 ,尤其 是 速效 性 氮 磷 含量 少 , 不 能 满足 植物 生长 需要 。 

植被 以 青藏 高 原 典 型 的 金 露 梅 灌 从 和 嵩 草草 甸 为 主 。 区 系 成 分 以 北极 高 山 和 中 国 一 喜 马 

拉 雅 成 分 为 主 。 植 物 生 长 期 短 、 低 矮 、 结 构 简 单 ,生产 力 较 低 ,但 草 质 柔 软 , 营 养 丰 富 , 适 于 发 展 

高 原 草 地 畜牧 业 。 

= Ate 

本 站 建 于 1976 年 ,1988 年 批准 为 开放 站 。1992 年 纳入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的 重点 

1. 研究 方向 及 重 上 所 

应 用 系统 论 、 信 息 论 和 控制 论 的 原理 和 方法 ,多 学 科 交 叉 与 综合 ,以 青藏 高 原 隆 起 .气候 变 
迁 对 全 球 气候 变化 影响 为 重点 ,面向 高 寒 畜 牧 业 生产 ,长 期 积累 基础 资料 ,深入 进行 高 寒 草 各 

的 种 群 、 群 落 以 及 生态 系统 和 景观 生态 学 研究 ,揭示 高 寒 草 旬 生 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过 程 与 机 
理 以 及 动态 规律 ,并 研究 提高 高 寒 草 甸 生 物 生 产 力 的 优化 方案 及 其 决策 系统 。 同 时 开展 自然 、 

社会 、 经 济 系统 之 间 的 能 流 、 物 流 、 价 值 流 、 信 息 流 的 传递 规律 以 及 决策 效益 .风险 和 机 会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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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动态 规律 的 研究 ,探讨 高 寒 草 甸 自 然 经 济 复合 生态 系统 的 理论 ,使 人 类 的 经 济 活动 遵循 生态 
学 原理 ,逐步 作 到 经 济 与 生态 共 菜 。 

2. 主要 研究 内 容 

(1) 非 生命 亚 系 统 

本 亚 系 统 由 大 气候 、 微 气候 及 土壤 库 组 成 , 它 是 生态 系统 中 对 生物 群落 起 驱动 作用 的 重要 

部 分 。 主 要 从 事 太 阳 辐 射 能 的 收 支 和 传递 的 估 测 ;大 气 降水 及 主要 植物 群落 DK A 
估 测 ;土壤 的 氮 、 磷 平衡 ; 非 生 命 亚 系统 数学 模拟 模型 的 建造 与 验证 。 

《2) 生 产 者 亚 系统 

生产 者 亚 系统 是 生态 系统 的 核心 。 主 要 从 事 高 寒 草 甸 物 种 多 样 性 ,生态 适应 性 ,主要 植物 

种 群 和 群落 光合 作用 及 光 能 利用 率 ,群落 结构 与 生产 力 动态 ,天 然 草 地 和 人 工 草地 植被 演 替 过 

程 、. 机 制 及 其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与 重建 ,天 然 草 地 和 人 工 草地 能 量 流 和 物质 流 的 传递 及 其 动 
态 规律 性 的 研究 。 

(3) 消 费 者 亚 系统 

主要 从 事 家 畜 种 群 结构 的 优化 ,及 其 能 量 、 物 质 代 谢 规律 的 研究 ;主要 咕 齿 动 物 的 种 群 动 
态 、. 调 节 机 制 及 行为 生态 学 研究 ;小 型 食 草 哺乳 类 及 鸟 类 的 营养 .能 量 动态 及 其 数字 模拟 ; 主要 
无 兰 椎 消费 者 (蝗虫 和 草原 毛虫 ) 的 种 群 动态 研究 。 

(4) 分 散 者 亚 系统 

进行 各 种 植被 类 型 下 微生物 种 类 、 生 物 量 动态 .分 解 作 用 \ 酶 活性 .共生 、 非 共生 固氮 作用 

和 反 硝 化 作用 的 研究 ;提高 高 寒 草 甸 土 壤 有 机 质 分 解 的 微生物 学 研究 ;高寒 草 旬 土壤 低温 菌 的 
研究 等 。 

(5) 系 统 分 析 及 综合 管理 

着 重 研究 放牧 系统 模拟 及 放牧 管理 专家 决策 系统 的 建造 和 应 用 ;高 寒 草 旬 草 场 退化 的 综 
合 治理 对 策 ; 在 各 亚 系 统 模型 建造 的 基础 上 ,进行 全 球 系统 模拟 以 及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统 能 流 、 

”物流 模型 的 建造 。 
(6) 经 济 生态 复合 系统 理论 的 探讨 和 应 用 

侧重 研究 高 寒 草 旬 生 态 系统 自然 再 生产 能 力 的 准 限 值 ; 高 寒 草 甸 经 济 生态 复合 系统 的 能 
量 流 、 价 值 流 、 投 入 产 出 分 析 。 

3. 长 期 观测 试验 项 目 

气象 常规 观测 : 

DTA. 风速 、 云 、 气 温 (日 均 温 、 最 高 .最 低 )、 地 温 (地表 、5、10、15、20、40、80、160、 

320cm) 、 日 照 、 降 水 (包括 雪 深 .雪线 )、 蒸 发 、 气 压 、 冻 土 、 湿 度 。 

土壤 常规 观测 : 

土壤 有 机 质 、 土 壤 含水 量 、 土 壤 养分 ON.P、K、Na、Ca、Mg)、 生 物 常规 观测 。 

植物 群落 的 种 类 、 密 度 高度、 频 度 、 盖 度 ̀. 地 上 生物 量 . 地 下 生物 量 , 主要 种 群 的 能 值 和 养 

分 ( 粗 蛋 白 、. 粗 脂肪 、 粗 纤维 .无 氮 活 出 物 N\P、K、Na、Ca、Mg) 。 

主要 中 齿 动 物 、 鸟 类 和 昆虫 的 种 类 ,数量 .生物 量 、 食 性 食量、 能 量 代谢 .身体 养分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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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K.Na,Ca,Mg). 家畜 的 种 类 ,数量 、 食 性、 食量 能量 代谢 、 身 体 养分 含量 (N、P、 玫 Na、 

Ca.Mg) ,微生物 种 类 、 生 物 量 以 及 酶 活性 。 

4. 主要 研究 成 果 

自 建 站 以 来 ,先后 在 国内 外 刊物 上 发 表 论 文 300 余 篇 ,并 编辑 出 版 了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统 》 

统 模拟 模型 》 论 文集 。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大 多 数 已 达到 同 领域 研究 的 国内 水 平 ,其 中 一 些 已 达到 国 
内 领先 和 国际 先进 水 平 ,并 获得 省 部 级 奖励 。 

高 原 鼠 免 及 中 华 内 鼠 气体 代谢 研究 ,1979 年 获 青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肉 鼠 和 鼠 免 数量 

相互 关系 及 其 对 草场 植被 的 影响 ,1979 年 获 青海 省 成 果 四 等 奖 。 高 寒 草 旬 生 态 系统 ,1986 年 获 

青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统 次 级 与 三 级 生产 力 (小 哺乳 动物 部 分 ),1987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青 海 高 寒 草 甸 草 场 优 化 放牧 方案 及 提高 畜牧 业经 济 效益 的 研究 ， 
1989 年 获 青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高 原 内 鼠 行为 学 和 提高 防治 水 平 的 研究 , 获 1989 年 青海 省 

科技 进步 三 等 奖 。 塞 隆 骨 新 药 资 源 开 发 及 制剂 塞 隆 风 湿 酒 研究 ,1990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1993 年 获 青海 省 科技 进步 特等 奖 。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统 ;第 三 集 ,1992 年 获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步 二 等 奖 。 中 国土 壤 分 类 系统 研究 ,1992 年 获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步 二 等 奖 。 

四 学术 队伍 

学 科 设 置 有 : 气候 学 .植物 生态 学 .植物 生 理学 、 植 物 栽培 学 动物 生态 学 .家 畜生 态 学 . 土 

本 站 设 学术 委 员 会 ,学 术 委 员 会 由 国内 在 这 一 领域 的 专家 组 成 。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共 计 30 人 ,其 中 研究 员 2 人 , 副 研 究 员 和 高 级 工程 师 12 人 ,中 级 9 人 ， 

HE TA. 

来 自 国内 外 客座 研究 人 员 共 计 20 人 ,其 中 高 级 研究 人 员 10 人 ,中 级 研究 人 员 10 A.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施 

海北 站 有 专用 输送 电线 11. 6 公里 ,专用 电话 线 2 公里 ,并 有 研究 人 员 公 寓 16 REE 
房 15 间 , 锅 炉 房 、 仓 库 . 车 库 、 食 党 等 生活 设施 齐全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现 有 气象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土壤 ,家畜 等 实验 室 21 间 , 展 览 室 两 间 , 综 合 气象 观测 场 1 
个 ,12 米 气象 塔 1 ERA 1 个 ,植物 根系 与 渗 漏 观测 场 1 个 ,围栏 样 地 878. 38 公顷 ,分 为 
综合 试验 场 、 优 良 牧 草 选 育 和 人 工 草地 、 优 化 放牧 试验 场 , 退 化 生态 系统 恢复 与 重建 以 及 鼠 类 
样 地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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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_—— : 

主要 仪器 有 :小 哺乳 动物 代谢 仪 ,Backman 开放 呼吸 测定 仪 LI—1600 型 气孔 计 ,3000 型 

植物 水 分 测定 仪 ,LI 一 3000 型 叶 面 积 仪 ,AASI 原子 吸收 分 光 光 度 计 ,Y. M. Nenken 燃 研 式 绝 

热量 计 ,DSE 动物 测量 装置 ,RA(CO:) 呼 吸 代谢 测定 装置 ,AVM 无 线 电 遥 测 仪 ,同位 素 地 下 鼠 

活动 自动 记录 仪 , 牛 . 羊 呼吸 代谢 装置 等 。 

六 、 管 理 

定位 站 设立 站 务 委员 会 ,站务 委员 会 主要 由 站 长 和 主要 学 科 负 责 人 组 成 。 行政 站 长 1 人 ， 

主要 负责 全 站 的 后 勤 工 作 。 

业务 站 长 1 人 ,主要 协调 和 监督 检查 课题 执行 情况 ,并 及 时 则 有 关 领 导 单 位 汇报 。 

七 、 国 际 国内 合作 

国内 外 14 个 单位 来 站 进行 合作 研究 ,主要 课题 归纳 如 下 : 

高 寒 草 旬 生 态 系统 主要 植物 种 群 光合 作用 的 研究 ;高 寒 草 甸 克 隆 繁殖 对 策 的 研究 ; 高寒 

草 旬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生态 位 的 研究 ; 环境 因子 对 高 寒 草 甸 生 物 量 影响 及 其 优化 管理 ; 青藏 高 原 
物种 对 环境 适应 的 研究 ; 青藏 高 原 主要 中 齿 动物 的 行为 学 研究 ; 微生物 分 解 使 用 的 数学 模 
型 ; 高寒 草 旬 生态 系统 结构 与 功能 的 研究 ; 高 寒 草 甸 生态 系统 亚 系统 与 全 系统 模型 建造 ; 退 
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与 重建 。 

拟 开展 的 课题 有 : 高 寒 草 甸 动 态 规律 对 全 球 变化 反应 模式 的 研究 ;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统 能 
量 流动 和 物质 循环 规律 与 机 理 的 研究 ; 生物 对 协 迫 因子 的 适应 ; 人 类 活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及 其 
关键 种 的 长 期 影响 ;高寒 草 甸 草 场 的 优化 管理 。 

联系 地 址 :青海 省 西宁 市 西关 大 街 78 号 
邮政 编码 :810001 

电 话 :(0971)43619 一 2087 

传 “ 真 :(0971)4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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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白山 森林 生态 系统 研究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件 

1. 地 理 位 置 

研究 站 位 于 长 白山 北 坡 ,在 长 白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以 及 吉林 省 安 图 县 二 道 白 河 镇 境内 ， 

128"28' 下 ,42"24'N ,海拔 736 米 。 

2. 自然 条 件 

长 白山 植被 具有 典型 的 垂直 地 带 性 , 自 下 而 上 为 阔 叶 红 松林 、 云 冷杉 林 、 亚 高 山岳 桦 林 、 高 

山 苦 原 。 是 欧 亚 大 陆 东 北部 典型 的 山地 自然 综合 体 。 地 带 性 植被 为 冰 叶 红 松林 。 

土壤 自 下 而 上 为 山地 暗 棕色 森林 土 、 山 地 棕色 针 叶 林 土山 地 生 草 森林 土 和 山地 苦 原 土 。 

气候 属于 受 季 风 影 响 的 温带 大 陆 性 山地 气候 ,年 平均 气温 为 一 7. 3 一 4. 9C ,山下 年 降水 量 

A 600~900 毫米 ,山顶 为 1340 SK. 24E A RA RA 2271~2503 小 时 ,无霜期 为 109 一 141 

Fes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长 白山 区 属于 多 民族 地 区 ,有 25 个 民族 ,其 中 以 汉族 和 朝鲜 族 为 主 。 据 统计 ,该 区 现 有 人 

口 为 9130015 人 。 总 土地 面积 为 94600 平方 公里 ,其 中 74.9%% 为 有 林地 。 土 地 利用 基本 上 形成 

以 林业 为 主 , 多 种 经 营 的 总 格局 。 

长 白山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天 然 林 区 之 一 ,就 是 我 国 的 重要 木材 生产 基地 。 建 国 以 来 ,森林 工业 

发 展 迅 速 ,已 形成 营 林 、 木 材 采 运 和 综合 利用 三 位 一 体 的 经 营 模式 。 据 统计 , 森 工 企业 每 年 为 国 

家 生产 木材 约 500 万 立方 米 , 工 业 总 产值 达 2. 8 亿 元 ,实现 利润 3800 万 元 。 

长 白山 自然 资源 丰富 ,应 在 加 强 保护 的 前 提 下 ,寻求 可 持续 利用 的 用 途 与 方法 。 长 白山 的 

森林 资源 具有 极为 重要 的 生态 、 经 济 和 社会 效益 ,是 保护 和 开发 利用 的 重点 。 

二 \ 历 史 沿 革 

长 白山 站 于 1979 年 正式 建立 ,同年 加 入 联合 国 MAB 计划 。1989 年 被 中 国 科 学 院 批 准 为 

院 开 放 站 。1992 年 被 批准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CERN) 重 点 站 。 

三 .研究 工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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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白山 站 的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为 :从 国民 经 济 发 展 对 森林 资源 的 合理 开发 利用 和 环境 整治 
的 要 求 出 发 ,通过 多 学 科 综 合 研究 的 途径 ,研究 在 自然 和 人 类 活动 影响 下 和 森林 生长 发 育 的 生态 
学 问题 ,特别 是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动态 ,物质 与 能 量 流动 规律 ,探索 充分 发 挥 条 林 综 

合 效益 的 合理 经 营利 用 和 恢复 森林 资源 的 有 效 途 径 及 其 调节 控制 的 基本 原理 ;并 监测 人 类 活 
动 对 系统 的 冲击 及 其 自我 调节 过 程 ; 为 提高 生物 产量 .扩大 森林 资源 .创造 高 产 优质 的 人 工 林 
生态 系统 ,为 充分 发 挥 森 林 的 各 种 效益 ,整治 国土 和 改善 环境 提供 科学 依据 ,并 作出 可 行 性 示 
范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从 1979 年 建站 开始 ,先后 共有 11 个 单位 的 近 百 名 学 者 参加 了 研究 工作 。 建 站 后 ,开设 了 

16 个 课题 ,涉及 13 个 专业 ,开展 了 “长 白山 森林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生产 力 的 研究 ”这 一 长 

期 生态 学 综合 研究 项 目 。1979 一 1982 年 对 长 白山 地 区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土壤、 气象 .水文 等 

方面 进行 了 综合 考察 。1983 一 1986 年 对 阔 叶 红 松林 的 基本 特征 、 最 佳 结构 和 经 营 管理 措施 等 

进行 了 初步 研究 。 该 项 目的 阶段 成 果 获 1986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1986 年 7 月 在 长 

白山 召开 了 题 为 "温带 和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经 营 与 环境 保护 国际 学 术 讨 论 会 >, 来 自 13 个 国家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100 多 名 学 者 出 席 了 会 议 ,与 会 者 对 长 白山 站 所 取得 的 科研 成 果 给 予 了 很 高 的 评价 。 

由 于 长 白山 站 所 取得 的 成 就 ,该 项 目 于 1989 年 被 UNESCO“ 人 与 生物 圈 (MAB)” 研 究 计 划 国 

际 协 调 局 命名 为 国际 示范 项 目 。 

1989 年 长 白山 站 开放 后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批准 开设 了 19 个 课题 ,并 争取 到 国家 攻关 、 国 家 

重大 基础 、 院 重大 基础 .林业 部 委托 项 目 及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等 ,共计 52 项 。 在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持续 发 展 . 全 球 变化 和 生物 多 样 性 等 领域 进行 了 系统 研究 。 目 前 各 项 研究 都 有 很 大 进展 ,部 

分 研究 成 果 已 获奖 。 例 如 ,长 白山 站 工作 占 主 要 部 分 的 “生产 潜力 与 土地 承载 力 网 络 试验 研 

究 ”, 获 1992 年 中 国 科学 院 自 然 科 学 三 等 奖 盖 益 叶 红 松林 演 替 与 更 新 数学 模型 ”, 获 1992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自然 科学 二 等 奖 天 森林 水 文 功能 与 模拟 研究 ”, 获 1993 年 中 国 科学 院 自然 科学 二 等 

到 目前 为 止 ,长 白山 站 共 完 成 专著 5 部 ,发 表 论 文 300 余 篇 ,由 中 国 林业 出 版 社 公 开发 行 

3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目前 ,全 站 承担 研究 课题 26 项 ,其 中 国家 攻关 项 目 1 个 ,攀登 计划 项 目 1 个 ,国家 基金 项 

目 6 个 ,省 部 委 项 目 6 个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批准 项 目 12 个 。 主 要 研究 内 容 集中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1) 和 森林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动态 ; 

《2) 和 森林 生态 系统 持续 发 展 及 管理 的 途径 和 技术 ; 

《3)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对 环境 变化 的 响应 ; 

《4) 人 类 活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响 ; 

《5) 人 类 活动 与 自然 资源 消长 和 生态 环境 因子 变化 的 关系 ; 
《6) 自 然 保 护 区 经 营 管理 方法 ; 

《7) 发 展 地 方 社会 经 济 和 保护 目 然 资源 的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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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白山 站 的 学 科 设 置 主要 以 森林 生态 学 为 中 心 , 包 括 森 林 经 营 、 树 木 生理 、 树 木 遗 传 、 森 林 

动物 .土壤 动物 .土壤 微生物 、 和 森林 水 文 、 森 林 气 象 和 和 森林 经 济 等 学 科 。 每 个 学 科 都 有 1 一 2 名 副 

研究 员 以 上 的 学 术 带 头 人 。 

站 的 学 术 委 员 会 由 国内 20 名 和 国外 4 名 学 者 组 成 。 

学 术 委 员 会 每 年 召开 一 次 会 议 ,决定 并 检查 站 的 研究 方向 .课题 设置 .研究 工作 进展 .人 才 

培养 及 经 费 使 用 情况 。 

本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23 人 ,其 中 高 级 8 人 ,中 级 6 人 ,初级 7 人 。 客 座 研 究 人 员 70 人 ,其 

高 级 31 人 ,中 级 33 人 ,初级 6 人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活 设施 

长 白山 站 现 有 客房 400 平方 米 , 可 供 40 人 住宿 。 将 于 1995 年 建成 的 新 客房 ,可 供 50 人 住 

宿 。 现 有 车 辆 4 台 。 生 活 设 施 基 本 可 以 满足 目前 生活 、 科 研 工作 的 需要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现 有 实验 用 房 700 平方 米 , 设 有 土壤 、 微 生物 动物 .土壤 动物 .树木 生理 .昆虫 和 病理 等 实 

验 室 和 仪器 室 , 具 有 微型 计算 机 等 万 元 以 上 仪器 设备 27 台 , 建 有 我 国 最 大 的 森林 水 文 功能 模 

拟 实验 室 ,建筑 面积 为 250 平方 米 。 建 有 62. 5 米 高 的 气象 梯度 观测 塔 。 各 植被 带 设 有 固定 气 

象 观测 点 。 在 长 白山 主要 森林 类 型 中 设置 固定 标准 样 地 14 公顷 ,进行 长 期 生态 学 研究 。 在 保 

护 区 周围 的 作业 区 内 ,设置 了 合理 经 营利 用 森林 资源 研究 的 试验 地 共计 233 公顷 。 

3. 交通 与 通讯 条 件 

站 址 距 铁 路 干线 7 公里 , 距 公路 干线 2 公里 , 通 公 共 汽 车 ,交通 方便 。 站 办 公 室 安装 程控 电 

话 3 台 。 

入、 管理 

为 加 强 管理 工作 ,长 白山 站 制定 了 “长 白山 站 管理 条 例 ? 和 "长 白山 站 经 费 管 理 条 例 ”。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长 白山 站 设 有 站 长 1 名 ,全 面 负责 站 的 各 项 工作 。 设 业务 和 行政 副 站 长 各 1 名 ,分 别 协助 

站 长 负责 研究 和 业务 方面 的 工作 。 设 业务 和 行政 秘书 各 1 名 ,分别 协助 业务 和 行政 副 站 长 完成 

各 自负 责 的 工作 。 由 站 长 、 副 站 长 和 秘书 5 人 组 成 站 务 委 员 会 ,集体 讨论 决定 站 内 的 重大 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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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方 面 的 最 高 权力 机 构 为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管理 :由 站 的 学 术 委 员 会 负责 本 站 的 学 术 评 审 和 咨询 工作 。 每 年 年 初 召开 一 次 学 术 讨 
论 会 ,由 各 课题 负责 人 向 站 学 术 委员 会 汇报 研究 工作 的 进展 ,及 下 一 年 的 工作 计划 。 课 题 结 束 
时 , 须 向 本 站 提交 研究 论文 并 向 学 术 委 员 会 报告 研究 成 果 。 研 究 成 果 归 本 站 和 研究 者 所 在 单位 
共享 。 建 立 科 技 档案 . 凡 在 本 站 工作 过 程 中 所 取得 的 科研 资料 以 及 课题 的 开题 报告 .年 度 计划 、 

阶段 总 结 、 年 终 总 结 、 取 得 的 成 果 和 发 表 的 论文 等 均 由 业务 秘书 归档 。 研 究 经 费 实 行 课题 核算 。 
每 年 经 学 术 委员 会 审议 各 课题 计划 的 执行 情况 ,对 不 按 计 划 进 行 的 课题 ,要 调 减 经 费 或 停止 继 
续 拔 款 。 

数据 管理 :为 了 达到 科研 数据 统一 管理 并 共享 的 目的 ,要 求 各 课题 组 将 科研 工作 中 所 获得 
的 原始 数据 输入 软盘 后 , 交 站 内 统一 管理 。 站 里 设 一 人 专门 负责 数据 库 建立 及 管理 工作 。 

行政 管理 :站 里 行政 管理 方面 的 重大 事宜 由 站 务 委员 会 集体 讨论 决定 后 , 由 站 长 全 面 负 
责 , 由 行政 副 站 长 及 行政 秘书 具体 负责 和 实施 .行政 管理 工作 主要 是 以 科研 为 中 心 , 抓 好 生活 、 
科研 用 车 、 实 验 室 及 仪器 设备 的 使 用 ,科研 经 费 . 财 务 . 基 建 . 内 外 宾 接 待 及 安全 保卫 等 后 勤 管 
理工 作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自 1979 年 以 来 ,长 白山 站 已 送出 20 余 名 访问 学 者 .和 研究 生 去 国外 进行 合作 研究 或 学 

习 , 同 时 已 接待 了 150 余 名 外 国 专 家 来 访 。1980 年 以 来 ,先后 与 英国 .日 本 .美国 和 西 德 学 者 开 

展 了 合作 研究 。 

“长 自 山 保护 区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JIS) 的 建立 与 应 用 ”是 “中 一 德 生态 学 合作 研究 计划 ” 

(CERP ,1989 一 1991) 的 一 部 分 交 倒 木 在 森林 生态 系统 中 的 作用 ”“ 阔 叶 红 松林 养分 循环 的 研 

究 2” 和 “ 阔 叶 红 松林 生长 ` 演 潜 模 型 的 研究 ”是 “中 一 美 闪 叶 林 生 物 圈 保护 区 对 比 研究 ”(BBRP， 

1989~1991) FAY 3 个 子 课 题 。 

此 外 ,与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日 本 和 韩国 的 合作 研究 项 目 正 在 商谈 之 中 。 

长 折 山 站 从 建站 开始 ,研究 工作 就 是 以 中 国 科学 院 沈 阳 应 用 生态 所 为 主 ,与 国内 许多 科 

研 ̀ 教 学 单位 合作 进行 的 。 参 加 该 站 工作 的 单位 有 中 国 科 学 院 沈阳 应 用 生态 所 、 自 然 资 源 综合 

考察 委员 会 .动物 所 .地 理 所 、 长 春 地 理 所 以 及 东北 师范 大 学 .东北 林业 大 学 .北京 林业 大 学 、 辽 

宁 大 学 .沈阳 农业 大 学 .吉林 省 社会 科学 院 . 长 白山 保护 区 管理 局 .白河 林业 局 等 13 个 单位 。 来 

自 不 同 单位 的 学 者 发 挥 各 自 的 专长 ,共同 合作 ,使 得 长 白山 站 成 为 汇集 了 我 国 北方 森林 生态 研 

究 力量 的 重要 研究 基地 。 

联系 地 址 :辽宁 省 沈阳 市 文化 路 72 号 
邮政 编码 :110015 

HH 话 :(024)3843401 一 427 

传 真 :(024)3843313(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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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森林 生态 系统 研究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中 国 科 学 院 北 京 森林 生态 系统 定位 站 位 于 北京 市 郊 门头沟 区 ,地 处 小 五 台山 向 东 延 伸 的 

HARI, BARAWA. 115°26’ ~ 115°30'E, 40°00’ 一 40*02'N 。 最 高 峰 海 拔 2303 米 ,是 北京 

市 最 高 峰 。 定 位 站 站 址 设 在 小 龙门 林场 (站 部 海拔 1100 米 ) ,研究 对 象 为 东 灵 山 山 地 生态 系 

统 。 小 龙门 林场 距 北京 市 约 120 公里 ,有 京 兰 公路 通过 。 由 林场 至 东 灵 山 山 地 上 部 有 公路 相 

连 , 交 通 方便 , 水 电 保证 。 

2. 自然 条 件 

地 狐 类 型 为 中 山 ,主要 组 成 物质 为 灰色 、 灰 白色 煤 石 条 带 灰 岩 白云 质 灰 岩 和 花岗岩 。 主 峰 

东 灵 山 由 侏 罗 纪 安山岩 组 成 。 岭 与 沟 相同 为 其 地 略 特点 之 _- 。 由 于 地 质 结 构 的 特点 ,岩溶 水 下 

渗 的 通道 良好 ,泉水 多 沿 沟 出 露 ,水 量 较 丰 富 。 该 地 区 的 气候 具有 暖 温 带 季 风 半 湿润 的 特点 , 表 

现 为 明显 的 垂直 梯度 ,年 平均 气温 为 2 一 8"C ,0°C 积温 为 3600 一 3800"C ,无 霜 期 在 160 天 以 

下 。 东 灵 山顶 部 五 月 份 积 雪 才 开 始 融化 ,夏至 时 仍 可 降雪 。 年 均 降 水 量 约 500 一 600 毫米 ;6 一 8 

月 降水 量 为 300 一 400 EX. 

东 灵 山地 处 暖 温带 落叶 冰 叶 林 区 ,反映 当地 大 气 热量 和 水 分 的 地 带 性 植被 类 型 为 暖 温 带 

落叶 阔 叶 林 。 我 国 的 暖 温带 落叶 闪 叶 林 区 北 起 辽宁 南部 的 辽河 下 游 和 河北 省 北部 山地 ,经 山西 

高 原 中 、 南 部 ,华北 大 平原 ,辽东 和 山东 半岛 , 南 至 江苏 北部 连云港 ,河南 伏 牛 山 及 陕西 秦岭 北 

坡 ,淮河 以 北 , 所 跨 地 域 辽 阔 。 定 位 站 的 研究 地 点 位 于 暖 温带 落叶 间 叶 林 区 中 心 略 偏 北 ,很 有 代 

表 人 性。 而 且 研 究 地 区 的 相对 高 差 较 大 ,从 山体 的 下 部 到 上 部 ,依次 分 布 有 落叶 阔 叶 林 、 针 叶 林 和 

亚 高 山 草 甸 。 土 壤 为 山地 褐 土 , 棕 壤 和 山地 草 旬 土 。 由 于 人 为 活动 的 干扰 ,原生 植被 留存 的 比 

PBS) RAE BR BS RK RA KEE EA BRAK HEAR OR LU ts EP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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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 KY oy ee LU fe) RE EP KE RO A 

We Rah A SA Hi ,在 动物 区 系 上 很 有 特点 。 该 地 区 植物 垂直 分 布 比较 明显 , 动 植物 资源 

ES AA KAS EA Ae SK NH LR HK A AU ERR 

山 开 展 暖 温带 山地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是 一 个 理想 的 地 点 。 

站 所 在 乡 为 齐 家 庄 乡 ,为 北京 市 贫困 乡 之 一 ,经 济 比较 落后 ,该 乡 拥 有 灵山 风景 区 ,1994 

年 区 属 小 龙门 林场 ,改建 为 北京 市 龙门 森林 公园 ,将 以 旅游 业 来 增加 收入 。 

二 、 历 史 沿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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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在 孙 鸿 烈 院士 的 亲自 主持 下 , 汇 同 有 关 专 家 对 东 灵 山 和 和 雾 灵 山 进行 了 踏 查 。 经 周 

密 比 较 和 分 析 ,决定 将 门头沟 区 的 东 灵 山地 区 作为 “北京 森林 生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的 主要 研 

究 地 区 。 经 与 北京 市 门头沟 区 协商 ,将 站 址 选择 在 小 龙门 林场 .1990 年 3 月 对 “北京 森林 站 ”的 

建立 进行 了 专家 论证 。 由 马 世 骏 、 侯 学 煜 等 11 位 专家 组 成 的 专家 小 组 ,对 建立 “北京 森林 站 ?的 
科学 意义 方向 和 任务 、 研 究 内 容 、 技 术 路 线 、 实 施 方案 .工作 计划 、 基 建 计划 、 组 织 管理 等 进行 

xz” 了 认真 的 讨论 和 评审 ,并 提出 了 一 系列 有 益 的 建议 ,论证 会 标志 着 “北京 森林 站 ?的 正式 成 立 。 
1990~1992 年 ,在 缺乏 经 费 的 情况 下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研究 ,包括 植物 种 类 ,植物 群落 和 动物 

种 类 调查 , 痕 量 气体 监测 ,主要 乔木 种 生活 型 分 析 ,同时 还 开始 了 生态 系统 功能 过 程 包括 元 素 
循环 、 能 量 流动 .光合 作用 等 过 程 的 研究 。 建 立 了 一 些 研究 和 观测 必需 的 野外 设施 ,如 气象 站 和 
24 米 高 的 观测 铁塔 。 建 站 初期 ,由 植物 所 ,动物 所 和 生态 环境 中 心 三 个 单位 合资 建 了 一 排 180 

平方 米 的 临时 住房 。 现 已 建 有 1000 平方 米 的 实验 楼 及 住房 等 。 

三 ;研究 工作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具有 多 学 科 、 综 合 性 .系统 性 的 特点 ,是 一 项 长 期 性 的 任务 。 

我 们 以 开放、 流动 ,联合 的 综合 观测 试验 站 ”为 建站 的 指导 思想 ,并 以 此 确定 建站 的 规划 
原则 : 

《1) 考 虑 暖 温带 落叶 闪 叶 林 和 针 叶 林 的 特点 ,从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出 发 ， 强调 综合 性 ,整体 

性 ,发 挥 多 学 科 的 优势 ,并 注意 各 学 科 和 各 研究 方向 的 协调 一 致 。 
《2) 进 行 长 期 的 定位 观测 试验 , 为 长 期 生态 学 研究 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及 全 球 变化 服务 。 
《3) 具 备 良 好 的 野外 工作 和 基础 设施 ,保障 定位 研究 的 长 期 ,稳定 进行 。 
《4) 重 点 在 于 基础 理论 研究 ,同时 注意 基础 研究 与 应 用 研究 相 结合 。 
《5) 广 泛 开 展 国际 合作 ,迅速 提高 定位 研究 水 平 ， 建 成 向 国际 国内 开放 的 定位 实验 站 。 

1. 研究 目标 

(1) 以 我 国 暖 温带 作为 研究 的 总 体 背景 ,把 定位 站 的 研究 放 在 这 一 宏大 背景 下 来 考虑 , 即 

“点 一 面 结合 ”, 使 研究 的 结果 可 以 外 推 至 暖 温 带 , 产生 较 大 的 经 济 、. 社 会 和 生态 效益 。 

《2) 定 位 站 的 研究 以 栎 林 , 栎 、 械 、 要 混交 林 ,桦木 林 ,， 油 松林 和 华北 落叶 松林 为 主体 ,详细 

地 分 析 这 几 类 典型 的 暖 温 带 森 林 生 态 系统 的 结构 和 功能 特点 , 即 植物 和 动物 区 系 ,种 群 和 群落 

的 结构 与 动态 变化 及 其 与 环境 的 关系 ,生物 生产 力 及 其 提高 途径 ,能 量 固定 及 分 配 ,养分 循环 
和 和 森林 的 水 文 效益 ,植物 动物 和 微生物 相互 之 间 的 关系 。 研 究 体 系 上 应 注意 系统 、 完 整 的 原 

则 、 研 究 方法 上 突出 点 上 研究 与 面 上 调查 相 结合 ,定性 和 定量 相 结合 ,强调 定位 研究 的 连续 性 

和 稳定 性 ,以 反映 系统 动态 变化 的 特点 。 

《3) 基 础 研究 与 试验 示范 相 结合 。 本 站 特别 着 重 于 对 人 类 活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影响 ,以 及 华 

北山 地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途径 、 机 理 与 技术 的 研究 .尽快 把 生态 系统 研究 的 成 果 服 务 于 华北 

山地 的 大 农业 发 展 , 为 建立 优化 的 山区 农林 牧 复合 系统 和 改善 环境 质量 服务 ,同时 为 北京 市 水 

资源 的 保护 与 合理 利用 提供 科学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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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万 向 

在 分 析 ,总 结 和 借鉴 国际 、 国 内 生态 系统 研究 的 经 验 和 教训 的 基础 上 ,跟踪 和 了 瞄准 国际 80 

年 代 末 和 90 年 代 和 森林 生 态 系统 研究 的 水 平 , 填 补 我 国 暖 温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空白 ,本 站 有 14 

个 研究 方向 :生态 系统 研究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研究 ; 恢复 生态 学 研究 ;全 球 变化 的 研究 。 具体 设 

置 以 下 课题 ， 

(1) 暖 温带 主要 落叶 冰 叶 林 和 针 叶 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与 功能 研究 ; 

(2) 暖 温带 各 类 和 森林 生态 系统 动态 变化 规律 和 各 类 生态 系统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 

(3) 暖 温带 退化 灌 丛 . 草 旬 生态 系统 自然 演 蔡 规 律 及 其 恢复 途径 以 及 人 工 优 化 生态 系统 的 

组 建 ; 

(4) 暖 温带 山地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途径 研究 ; 

《5) 暖 温带 山地 植被 涵养 水 源 ,保持 水 土 等 生态 效益 研究 ; 

(6) 暖 温带 生态 系统 对 全 球 变化 的 响应 研究 。 

综合 建站 的 方向 和 内 容 ,北京 森林 生态 系统 定位 站 作为 中 国 科 学 院 不 同类 型 地 区 生态 系 

统 定位 研究 台 站 网 络 中 暖 温 带 森 林 生 态 系统 研究 的 主要 台 站 ,成 为 探讨 北京 市 .外 推 至 暖 温带 

自然 环境 改善 途径 和 环境 监控 的 主要 基地 .通过 几 年 的 努力 ,本 站 将 尽快 达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台 站 

网 络 野 外 开放 站 的 标准 。 最 终 建成 一 个 规模 较 大 ,设备 先进 .完善 .学科 齐全 ,系统 研究 水 平 高 

的 暖 温带 森林 、 灌 从 和 亚 高 山 草 甸 生 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动态 以 及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退化 生态 

系统 恢复 综合 研究 的 观测 .试验 和 示范 基地 。 由 于 地 处 北京 ,便于 国际 交流 ,争取 作为 中 国 科 学 

院 森 林 生 态 系统 研究 的 对 外 窗口 之 一 。 

3. 现 有 研究 任务 和 内 容 

《1) 暖 温带 山地 森林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及 生产 力 持续 发 展 研 究 。 

主要 研究 落叶 闪 叶 林 、 人 工 油 松林 结构 与 动态 ;落叶 冰 叶 林 能 量 固定 和 森林 生产 力 ;元 素 

循环 规律 ;水 分 功能 ;落叶 冰 叶 林 结 构 、 功 能 、 动 态 综合 数学 模型 。 
《2) 人 类 活动 对 暖 温带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的 影响 。 
《3) 辽 东 栎 种 群 遗 传 多 样 性 研究 。 
《4) 退 化 生态 系统 恢复 ,人 工 生态 系统 组 建 研究 。 

5) 濒危 植 物 保 护 生 物 学 研究 :主要 包括 濒危 植物 种 群生 态 和 种 群 遗 传 的 研究 。 
《6) 北 京 阔 叶 林 中 大 气 一 植物 一 土壤 CO, 交换 规律 研究 。 
《7) 森 林 生 态 系统 痕 量 气体 测定 。 

《8) 非 工业 源 CO, 排放 通 流量 预测 和 测定 森林 中 CO, 平衡 研究 (“ 八 五 "攻关 ,全 球 气候 变 
化 预测 、 影 响 和 适应 对 策 研究 ) 。 

(9) 落 叶 阁 叶 林 对 全 球 变化 响应 的 研究 。 

4. 研究 成 果 

建站 前 与 本 站 有 关 的 研究 成 果 : 

(1) 京 津 地 区 生态 系统 及 污染 防治 ( 获 科 技 进步 一 等 奖 )， 其 中 京 津 山 区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对 定位 站 及 其 邻近 地 区 进行 了 面 的 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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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 津 地 区 不 同 地域 类 型 生态 学 评价 ( 获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 

《3) 太 行 山 区 适 地 适 树 造林 研究 ; 

(4)”Deciduous Broad 一 leaved Forest of North 一 Central China” 在 "Forest Ecosystem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专著 中 发 表 。1990 年 国际 生态 学 大 会 专著 ,1994 年 年 底 出 版 。 

《5) 北 京 卧 佛寺 后 山 油 松林 、 栓 皮 栎 林 、 侧 柏林 ,刺槐 林 的 生物 量 . 第 一 性 生产 力 、 元 素 循 

。 环 、 枯 落叶 分 解 、 森 林 冠 流 及 雨水 中 养分 研究 ,在 学 报 级 刊物 发 表 论 文 9 篇。 

《6) 京 津 地 区 生物 生态 学 研究 ,1990 年 ,海洋 出 版 社 。 

建站 后 的 研究 成 果 : 
G1) 完 成 了 东 灵 山 的 植被 图 (1:2. 5 万 )、 土 壤 图 (1:2. 5 万 ) 地 质 图 (1:3 7) SH 1: 2. 

5 万 )、 土 地 利用 图 (1:2.5 万 ); 

《2) 东 灵山 植物 群落 基本 特征 研究 ; 

《3) 北 京山 区 及 邻近 河北 山区 的 乌 兽 分 布 ; 

《4) 落 叶 阁 叶 林 的 生物 量 ; 

《5) 落 叶 阁 叶 林 的 能 量 固定 与 分 配 研究 ; 

《6) 落 叶 阁 叶 林 的 水 文 功能 ; 

《7) 落 叶 阁 叶 林 的 养分 循环 。 

FADE 

本 站 以 多 学 科 、 综 合 性 研究 为 目标 ,以 植物 生态 学 为 核心 ,与 植物 分 类 区 系 、 动 物 分 类 区 系 
和 生态 、 微 生物 生态 学 .土壤 学 .地理 学、 气象 学 ,数量 生态 学 .水 文学 以 及 古 植 物 学 进行 多 学 科 
的 交叉 研究 。 

学 术 带 头 人 由 老 、 中 、 青 相 结合 ,以 青年 博士 为 核心 。 以 生态 系统 结构 功能 为 研究 重点 。 分 
别 从 事 动物 生态 学 与 植被 生态 学 研究 。 本 站 固定 研究 人 员 10 名 ,客座 研究 人 员 10 人 以 上 。 

五 .工作 条 件 

1. FSR GH 

已 建设 1000 平方 米 楼 房 , 包 括 实验 室 、 会 议 室 ̀  以 及 住房 和 贵宾 室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1) 能 量 及 第 一 性 生产 力 研 究 :在 落叶 阔 叶 林 内 ,建成 24 米 高 的 观察 铁塔 ,分 层 安 装 辐射 

表 ( 总 辐射 直射 辐射 分 光 辐 射 , 净 辐射 .反射 辐射 以 及 温度 ,湿度 ̀  风 速 测定 仪器 ); 红 外 CO。 
气体 分 析 仪 测定 光合 和 呼吸 作用 。(2) 常 规 气 象 站 。(3) 水 分 功能 测定 : 穿 透 雨 收集 器 雨量 
简 、 树 干流 管道 , 热 脉 冲 仪 ( 测定 树木 蒸腾 )、 径 流 场 (3 个 )0. 2 公 顶 ,流水 堰 2 座 。(4) 养 分 循环 
测定 : 枯 枝 落叶 收集 器 、 枯 枝 落叶 分 解 袋 ,植物 .土壤 雨水 . 冠 流 、 蔡 流 、 运 流 及 集 水 区 的 植物 、 
土壤 水 样 的 元 素 分 析 。(5) 建 立 了 1 个 观测 样 地 (落叶 阔 叶 混交 林 和 2 个 永久 样 地 ( 栎 林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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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 AR A 30 40 平方 米 , 并 进行 了 每 木 检 矿 调 查 、 立 木 编 号 及 样 地 平面 图 的 绘制 工作 。 
6) 人工 林 内 安装 有 辅助 梯度 观察 设备 ,分 层 安 装 辐射 , 风 、 温 ,湿度 测定 仪器 。 

7 aie 

本 站 实行 站 长 负责 制 , 由 站 长 全 面 负责 本 站 的 科研 和 行政 管理 。 设 行政 副 站 长 1 名 ,协助 
负责 本 站 的 行政 管理 工作 ;办 公 室 主任 1 名 ,负责 日 常 的 行政 工作 ;业务 副 站 长 若干 名 ,分 别 来 
自 植物 所 、 动 物 所 和 生态 环境 研究 中 心 等 有 关 单 位 ,协助 负责 科研 工作 ;学 术 秘 书 1 名 ,负责 日 
常 的 有 关 业 务 方 面 的 工作 。 管 理 具体 可 以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1) 科 研 管理 :本 站 欢迎 国内 外 科学 家 来 站 开展 研究 工作 ,并 提供 一 定 的 方便 ,无 论 是 客座 
还 是 合作 .在 本 站 实施 的 课题 都 需要 向 站 长 提出 申请 ,获得 同意 后 ,在 协议 的 区 域内 布点 采样 ， 

不 能 随意 布设 样 地 。 根据 有 关 协 议 将 有 关 数 据 在 本 站 备份 ,并 可 与 本 站 交换 有 关 数 据 。 每 年 至 

少 进行 一 次 学 术 方 面 的 会 议 ,总 结 本 年 度 科研 工作 ,并 对 下 一 年 的 研究 作出 规划 。 科 研 结 果 可 
以 在 本 站 不 定期 出 版 的 4 暖 温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结构 与 功能 研究 》 上 发 表 。 

《2) 数 据 管理 :数据 管理 由 一 名 副 站 长 挂帅 ,并 由 一 名 业务 人 员 具 体 负责 ,每 年 将 站 的 常规 
观测 数据 及 时 入 库 。 研 究 课题 的 数据 暂时 由 各 课题 组 的 研究 人 员 按 照 规 定 的 格式 建 库 , 以 备 在 
适当 的 时 候 调 用 。 

3) 行政 管理 :由 行政 副 站 长 和 办 公 室 主任 负责 ,主要 任务 是 保证 科研 工作 正常 进行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动物 所 .生态 环境 中 心 \ 微 生物 所 、 应 用 生态 所 ,地理 所有 关 研 究 人 员 与 本 站 进行 合作 研究 
国外 与 多 伦 多 大 学 P. Maycock 教授 合作 进行 中 国 与 加 拿 大 落叶 阁 叶 林 对 比 研究 。 与 美 

国 犹他 大 学 林 光 辉 博士 利用 稳定 性 同位 素 技术 进行 植物 水 分 利用 效率 及 豆 科 植物 的 固氮 特性 
研究 。 

联系 地 址 :北京 香山 植物 研究 所 

北京 市 海淀 区 香山 南 辛 村 20 号 

邮政 编码 :100093 

电 话 :(010)2591431 一 6288，6285，6279，6263 

传 真 :(010)261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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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同 森林 生态 系统 研究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会 同 生 态 站 位 于 湖南 省 西南 部 的 会 同 县 广 坪 乡 ,109"30' 卫 ,26"48'N ,海拔 300 米 。 

2. 自然 条 件 

会 同 生 态 站 自然 植被 主要 是 以 多 种 楼 、 榜 和 石 栎 属 为 主 的 亚热带 常 绿 益 叶 林 , 但 由 于 长 

期 人 为 活动 的 影响 ,原始 植被 破坏 列 尽 , 代 之 以 杉木 人 工 林 和 以 马尾 松 为 主 的 次 生 针 阔 混交 

林 。 

土壤 主要 为 在 板 页 岩 上 发 育 的 红壤 或 红 黄 壤 , 少 量 有 紫色 土 。 

本 区 气 侯 属 亚热带 温暖 湿润 气 侯 , 年 平均 气温 16. 6C ,最 高 36. 4C, 最 低 一 4. 4C ;年 均 

降水 量 1304. 2 毫米 ,年 蒸发 量 1138. 9 毫米 ;年 均 日 照 1462. 7 小 时 ,年 均 日 照 率 33% ,生长 期 

长 ,无 钉 期 303 天 。 

会 同 地 区 是 一 个 以 低 山 为 主 的 丘陵 山区 ,人 均 耕 地 0. 06 公顷 ,而 人 均 山 地 (林地 )? 达 0. 55 

公顷 。 由 于 经 济 结构 不 合理 ,生产 方式 单一 .落后 ,没有 发 挥 山 区 资源 优势 ,商品 经 济 不 发 达 , 农 

林业 产量 不 高 不 稳 , 工 业 不 成 体系 也 不 具 规模 .人均 粮 食 和 经 济 收 入 低 于 湖南 省 和 全 国平 均 水 

平 。 但 本 区 水 热土 地 资源 丰富 ,经济 发 展 潜 力 很 大 ,只 要 改变 经 济 结构 ,合理 利用 自然 资源 ,大 
力 发 展商 品 经 济 和 乡镇 企业 ,落后 的 面 狐 一 定 会 很 快 扭转 。 

二 、\ 历 史 沿革 

”会 同 森 林 生 态 站 建 于 1960 年 ,隶属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沈 阳 应 用 生态 研究 所 。1972 年 转交 给 怀 

化 地 区 林业 局 ,1978 年 收回 扩建 ,1988 年 参加 我 国 MAB 计划 ,1989 年 纳入 中 国 科 学 院 “ 中 国 

生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万 向 和 重点 

会 同 站 研究 方向 是 深入 系统 地 研究 我 国 亚 热带 山地 丘陵 森林 植被 的 恢复 ,改变 生态 环境 

条 件 和 提高 森林 生产 力 的 途径 ,建立 高 效益 人 工 林 生 态 系统 的 理论 和 技术 ,并 通过 长 期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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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植被 ,土壤 .水 文 和 气象 等 随时 间 和 人 为 活动 影响 变化 的 动态 资料 ,为 区 域 开 发 治 
理 提供 科学 依据 和 示范 样板 。 研 究 重 点 是 杉木 人 工 林 生 态 系统 衰退 机 理 和 修复 的 理论 和 技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已 完成 的 科研 项 目 ， 

(1) 杉木 生长 发 育 与 环境 相互 关系 ; 

(2) 杉木 人 工 林 结构 与 生产 力 研究 ; 

(3) 杉木 林 土 壤 类 型 及 其 理化 性 质 研 究 ; 

(4) 杉木 人 工 林 土壤 微生物 特性 研究 ; 

(5) 杉木 木材 物理 性 质 研 究 ; 

(6) 杉木 木材 生长 轮 研究 ; 

(7) 杉木 人 工 林 第 一 性 生产 力 及 营养 元 素 分 布 ; 

(8) 杉木 火力 楠 混 交 林 研究 ; 

(9) 西南 酸雨 对 森林 生长 与 生态 环境 的 影响 ; 

(10) 凋落 物 一 土壤 一 根系 生长 研究 ; 

(11) 树木 根系 相互 作用 研究 ; 

(12) 桃源 农业 现代 化 规划 考察 。 

成 果 获奖 情况 : 

(1) 杉 木 生长 与 环境 关系 习 980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成 果 三 等 奖 。 该 研究 查 明 杉 木 速生 

的 最 适宜 生态 条 件 ,不 同 地 域 影响 杉木 生产 的 主导 因子 。 最 早 发 现 杉 木 纯 林 重 复 连 栽 引 

素 积累 地 力 衰退 , 连 栽 三 次 生产 力 下 降 30% 。 
《2)“ 杉 木 火力 楠 混 交 林 研究 ,1988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 该 研究 筛选 出 8: 

2 杉木 火力 楠 混交 林 , 其 生产 力 比 杉木 纯 林 高 13. 7% ,经济 效益 高 15. 2% ,并 缓解 林地 退化 问 

题 。 

(3)“ 西 南 酸雨 对 森林 生态 系统 影响 和 经 济 损失 研究 ”为 "西南 酸 两 来源、 影响 和 控制 对 

Ke" HAW 3 级 课题 ,该 项 目 获 1991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一 等 奖 。 该 研究 指出 : 酸雨 是 造成 
西南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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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马尾 松 等 树种 生产 力 下 降 甚 致死 亡 的 的 重要 原因 ,采用 数量 化 方法 首次 定量 估计 了 
的 经 济 损失 ,并 选 出 23 种 抗 酸性 强 的 乔 灌木 树种 供 受害 区 造林 绿 化 用 。 
已 发 表 的 论文 和 专著 ; 
出 版 了 《杉木 人 工 林 生 态 学 论文 集 ) 一 书 ,在 学 报 及 其 它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论 文 近 百 篇 。 

3.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1) 酸雨 对 森林 生产 力 的 影响 和 经 济 损失 研究 ; 

C2) 改善 杉木 林地 质量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 

(3) 针 阔 混交 林 优 化 结构 示范 研究 ; 

(4) 人 为 措施 对 生态 环境 和 生产 力 影 响 ， 

(5) 土壤 一 植物 一 大 气 养分 循环 平衡 研究 ; 



下 _ iene ee 

| 

(6) 高 效益 人 工 林 复 合生 态 系统 研究 ; 

(7) 果 用 八角 丰产 技术 的 生态 学 研究 ; 

(8) 酸雨 对 昆虫 种 群 的 影响 ; 

(9) 林地 退化 机 理 及 恢复 、 改 善 技术 研究 ; 

(10) 中 国 森 林 资 源 持 续 利 用 潜力 的 研究 。 

FARE 

会 同 站 学 科 设置 包括 森林 生态 .生理 、 土 壤 、 微 生物 气象. 林 果 和 昆虫 等 。 

站 固定 研究 人 员 有 I 人 ,其 中 高 级 职称 6 人 ,其 余 多 是 硕士 毕业 的 年 青 科 技 人 员 。 

客座 研究 人 员 约 10 余 名 。 

五 、 工 作 条 件 

二 活 设 施 

会 同 站 生活 设施 较 齐 备 , 有 可 供 30 一 40 名 科技 人 员 居 住 的 宿舍 ,可 接待 国内 外 专家 、 外 宾 

在 站 开展 工作 .站 上 和 实验 林场 设 有 食堂 ,站 上 有 野外 考察 车 和 面包 车 随时 可 为 科研 和 生活 提 

供 方便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会 同 站 设 有 生态 .土壤 植物、 生理、 微生物 和 昆虫 等 各 专业 工作 专用 的 实验 室 . 办 公 室 及 

微机 室 , 具 有 分 析 土 壤 、 植 物 及 光合 呼吸 等 仪器 和 微机 等 设备 。 森 林 气 象 站 常年 从 事 气 象 观 
测 , 已 有 面积 为 110 公顷 的 各 种 人 工 林 纯 林 、 人 工 混交 林 和 天 然 次 生 阔 叶 林 林 地 的 实验 林场 ， 

为 开展 各 项 研究 和 定位 观测 提供 了 良好 的 基地 和 条 件 。 

和 X、 管 理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会 同 站 设 有 包括 站 长 、 副 站 长 和 主要 学 术 带 头 人 组 成 的 站 务 领导 小 组 ,研究 制定 站 的 研 

究 方 向 .学 科 设置 和 科研 计划 及 行政 管理 事宜 ,站 长 负责 全 面 工 作 。 副 站 长 负责 日 常 科 研 管 

理 , 下 设 科 研 组 和 行政 管 理 组 。 

2. 管理 办 法 

年 初 召 开 由 课题 组 长 和 主要 成 员 参 加 的 科研 计划 会 议 , 由 课题 组 长 提出 科研 年 度 计 划 ， 

包括 研究 内 容 、 进 度 和 目标 。 年 未 各 课题 组 长 向 站 务 领导 小 组 汇报 计划 完成 的 情况 、 工 作成 

绩 、 存 在 的 问题 及 下 年 度 工 作 打算 。 课 题 结 束 后 ,各 课题 组 要 向 站 提交 科研 报告 及 研究 成 果 ， 

作为 站 绩 存档 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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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管理 :微机 室 负责 站 里 所 有 科研 数据 和 观测 资料 的 管理 , 凡 来 站 工作 的 单 位 \ 个 人 及 

课题 组 在 站 上 所 获取 的 实验 、 观 测 数据 ,必须 交 给 站 里 备 份 , 存 入 站 数据 库 , 归 站 所 有 ,由 站 统 

一 管理 。 任 何 单位 或 个 人 如 要 引 用 站 里 的 数据 资料 ,站 网 之 间 需 经 数据 管理 中 心 批准 ,站 与 
站 、 站 与 其 他 科研 单位 之 间 , 需 遵守 合同 和 站 长 批准 ,不 属于 站 里 的 常规 实验 和 观测 数据 ,在 
当事人 发 表 论 文 前 \ 后 如 其 它 单位 或 个 人 需要 使 用 , 需 经 本 人 同意 后 方 可 交流 或 共享 。 

行政 管理 :行政 管理 组 负责 接待 安排 来 站 科技 人 员 食 宿 和 交通 工具 。 

经 费 管 理 :行政 经 费 和 科研 经 费 由 行政 副 站 长 和 主管 会 计 共 同 管理 。 站 上 实行 各 课题 建 

帐 单独 核算 制度 ,明确 开支 报销 范围 项 目 ,以 便 有 效 地 保证 课 题 研 究 经费 的 合理 使 用 和 专款 
专用 。 各 课题 组 需 用 临时 工 由 站 上 统一 聘用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1982 年 以 来 ,会 同 站 先后 接待 了 瑞典 .英国 .奥地利 和 美国 等 学 者 来 站 考察 和 工作 , 现 进 

行 的 国内 外 协作 项 目 有 : 
C1) 与 奥地利 林业 科学 院 合作 研究 酸雨 对 昆虫 种 群 的 影响 ; 
《2) 与 英国 陆地 生态 所 合作 开展 不 同调 落 物 组 成 分 解 速率 研究 ; 
(3)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生态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合 作 进行 SO, 气体 定 期 监测 。 

联系 地 址 :辽宁 省 沈阳 市 文化 路 72 号 
邮政 编码 :110015 

HB 3s: (024) 3843401 — 348 (fi) 

传 H:(024)384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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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 丘陵 综合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芍 山 丘 陵 综合 试验 站 (以 下 简称 鹤山 试验 站 )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主管 的 野外 定 

位 站 ALF ARG PBA B81 B,112°54’E, 22°41’N., 

2. 自然 条 件 

试验 站 所 在 地 属 南亚 热带 粤 中 丘陵 地 区 。 该 地 区 历史 上 为 森林 地 带 , 顶 极 群落 是 亚热带 季 
反常 绿 阔 叶 林 。 但 由 于 不 断 增 长 的 人 类 活动 影响 ,造成 植被 退化 、 水 土 流失 、 土 壤 交 瘦 和 水 源 
枯竭 。 现 状 植被 除 部 分 地 方 为 人 工 马尾 松 朴 林 外 , 绝 大 部 分 的 丘陵 为 亚热带 草 坡 ,长 期 没有 开 
发 利用 。 这 类 由 于 森林 章 到 破坏 而 形成 的 丘陵 荒 坡 面积 估计 有 数 千 万 亩 ,其 范围 包括 粤 中 、 音 
南 和 桂 东 南 。 

丘陵 地 的 土壤 为 赤红 壤 ( 砖 红壤 性 红壤 ) .其 有 机 质 层 的 厚度 随 坡 向 坡度 和 海拔 高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明显 差异 。 据 采样 分 析 表 明 ,森林 遭 破坏 后 ,土壤 肥力 明显 下 降 。 如 在 村 边 残存 的 天 然 
次 生 林 中 ,70 厘米 以 上 土 层 的 有 机 质 含量 为 1. 16% 一 2. 48% ,而 在 荒 坡 上 的 有 机 质 含量 为 0. 
56%~1. 64%。 丘 陵 坡地 的 土壤 酶 活性 甚 低 , 土 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动物 的 种 类 、 数 量 均 不 多 。 

试验 站 所 在 地 属 南亚 热带 季风 常 绿 益 叶 林 气 候 。 年 均 温 21.7C ,7 月 均 温 28.7C,.1 月 均 

温 13. 1C ,极端 最 高 温 37. 5C ,极端 最 低温 0C 。 年 平均 太阳 辐射 为 435. 1 千 焦 / 平 方 厘 米 。 年 
平均 过 10 C 的 有 效 积温 为 7597. 2C 。 年 均 降 雨量 1700 毫米 。 年 蒸发 量 1600 BK. 

3.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试验 区 为 “七 山 一 水 两 分 地 ”的 平原 丘陵 农业 地 区 ,丘陵 山地 面积 占 78.6% ,农耕 地 面积 

占 17.1% ,水 面 面 积 占 4. 3 中 。 人 均 农 耕地 仅 0. 04 公 项 ,水 稻 平 均 单产 约 16.7 公斤 /公顷 ,人 

均 年 收入 500 元 左右 ,是 人 口 较 密 集 、 三 料 ( 燃 料 、 饲料 .肥料 ) 较 缺乏 的 地 区 。 

二 、 历 史 沿革 

1984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应 用 小 良 热 带 人 工 和 森林 生 态 系统 定位 站 的 研究 成 果 

〈 此 项 成 果 获 1986 年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一 等 奖 和 1989 年 国家 级 科技 进步 二 等 奖 ) ,在 广东 

稚 山 县 筹建 丘陵 综合 试验 站 ,并 与 该 县 林业 科学 研究 所 合作 开展 南亚 热带 丘陵 荒 坡 改造 利用 
研究 。 旨 在 创建 一 个 生态 与 经 济 持续 ,协调 发 展 的 丘陵 综合 开发 利用 示范 样板 ,以 及 研究 人 工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物种 多 样 性 与 稳定 性 、 结 构 与 功能 的 相互 关系 的 规律 .计划 以 鹤山 试验 站 为 基 
点 ,以 小 良 站 和 易 湖 山 站 为 对 照 点 ,开展 不 同 地 带 \ 不 同 地 区 、 不 同 森林 类 型 的 生态 比较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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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把 热带 亚热带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与 优化 人 工 生态 系统 组 建 的 研究 工作 推 向 纵深 发 

展 ,把 芍 山 站 建成 为 热带 、 南 亚热带 红壤 丘陵 地 区 的 资源 开发 利用 .生态 环境 保护 和 进行 现代 
化 管理 的 研究 中 心 。 

三 、 研 究 工作 

试验 站 的 科研 工作 初步 计划 到 2000 年 ,分 为 三 个 阶段 : 

(1) 基 本 建设 阶段 (1986 一 1990 年 ): 在 143 公顷 丘陵 荒 坡 上 ,依据 生态 学 原理 ,进行 生态 

设计 ,配置 以 林 果 为 主 的 、 结 构 多 样 性 的 人 工 复合 生态 系统 ,调控 系统 中 各 组 分 之 间 的 比例 关 

系 , 使 其 朝 着 最 有 效 地 利用 太阳 能 、 物 质 能 量 多 级 利用 .生物 固氮 改良 土壤 和 提高 生物 生产 量 

的 方向 发 展 。 

(2) 重 点 研究 生态 、 经 济 优化 结构 模式 及 应 用 推广 (1991 一 1995 年 ) :研究 人 工 生态 系统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生物 及 其 与 环境 、 结 构 与 功能 及 生态 与 经 济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探讨 优化 模式 并 进行 

预测 ,为 加 速 华南 热带 亚热带 丘陵 荒 坡 的 造林 绿化 ,水土 保 持 和 发 展 农村 经 济 提供 示范 样板 和 

科学 依据 。 

(3) 重 点 研究 人 工 森 林 生 态 系统 优化 结构 模式 及 应 用 推广 (1996 一 2000 年 ): 深入 研究 森 

林 \、 大 气 、 土 壤 之 间 的 物质 能量 的 产生 、 输 送 和 转化 机 理 ,揭示 各 种 森林 类 型 与 温室 效应 .土壤 

改良 和 涵养 水 源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的 规律 , 找 出 优化 模式 并 进行 预报 ,为 我 国 热带 亚热带 丘陵 匾 

坡 的 全 面 开 发 、 利 用、 保护 和 现代 化 管理 提供 理论 基础 。 

1989 年 开始 ,承担 中 国 科 学 院 重 中 之 重 06 项 目 四 级 课题 ,并 按 研 究 工 作 需 要 , 划 定 8 个 

集 水 区 (面积 143 公顷 ) ,作为 进行 长 期 试验 观测 、 积 累 资 料 的 应 用 基础 研究 基地 ,8 个 集 水 区 

的 划分 : 

I. 农林 立体 生态 试验 示范 区 

I 一 1 PKR. RAKE 

I 一 2 MK. CE) BKK 

I. 人 工 森林 生态 试验 示范 区 

I 一 3 以 豆 科 植物 为 优势 种 的 阔 叶 混 交 林 集 水 区 

I 一 4 以 非 豆 科 植 物 风土 树种 为 主 的 冰 叶 混交 林 集 水 区 

I 一 5 核 树 混交 林 集 水 区 

I 一 6 针 叶 ( 松 树 为 主 的 ?混交 林 集 水 区 

I 一 7 $f. RAPT YR eK BK 

I 一 8 草 坡 对 照 集 水 区 

主要 研究 课题 如 下 : 

(1) 植物 引种 和 群落 配置 研究 :利用 丘陵 的 集 水 区 ,进行 不 同 生态 环境 .不同 森 林 结 构 模 

式 的 组 建 , 对 人 工 生 态 系统 生物 种 群 增长 的 数量 动态 进行 长 期 的 监测 ` 对 比 研 究 。 以 筛选 优良 

绿化 树种 和 优化 人 工 林 生 态 系统 。 

(2) 水 循环 水 平衡 研究 :选择 有 代表 性 的 森林 类 型 ,例如 阔 叶 混 交 林 、 针 叶 混 交 林 、 针 阁 叶 

混交 林 等 ,长 期 对 其 水 质 , 水 量 进行 动态 的 监测 ,积累 资料 ,对 比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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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 有 机 质 的 积累 与 平衡 研究 :选择 有 代表 性 的 森林 类 型 ,例如 以 豆 科 固氮 植物 为 优 

势 种 的 混交 林 、 以 校 树 为 优势 种 的 混交 林 、 以 松树 为 优势 种 的 混交 林 等 ,进行 以 腐生 生物 分 解 

作为 主要 内 容 的 比较 研究 。 

(4) 大 气 痕 量 气体 的 产生 、 输 送 和 转化 机 理 研 究 : 这 项 工作 先 从 人 工 林 建 群 种 的 生理 生态 

特性 观测 做 起 , 随 人 工 林 的 不 断 增 长 ,进而 探讨 森林 土壤. 大 气 之 间 二 氧化 碳 ̀ 氮 气 等 痕 量 气 

体 的 转化 机 理 。 

经 五 年 试验 ,初步 取得 如 下 进展 及 效益 

(1) 针对 我 国 南 方 红壤 丘陵 地 区 绿化 造林 普遍 存在 着 树种 、 林 种 单一 ,大 面积 为 纯 松 林 ， 

RELARRAM AS ESA ,我 们 从 国内 外 引种 了 170 多 种 高 等 植物 ,建立 起 八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人 工 森 林 生 态 系统 试验 示范 区 ,开展 了 益 叶 林 与 针 叶 林 、 纯 林 与 混交 林 等 不 同类 型 的 

生态 比较 研究 .近期 的 试验 结果 表明 ,人 工 和 森林 群落 的 生态 效应 ,混交 林 优 于 纯 林 , 阔 叶 林 优 于 

针 叶 林 , 豆 科 冰 叶 林 优 于 非 豆 科 冰 叶 林 ,而 豆 科 阔 叶 混 交 林 是 最 优化 的 群落 类 型 。 

(2) 通过 种 群生 态 学 .生理 生态 .生物 固氮 等 观测 研究 ,从 引进 的 植物 中 已 筛选 出 抗 贫 交 、 

光合 效率 高 固氮 活性 强 的 大 叶 相 思 、 马 占 相 思 和 南洋 村 等 速生 豆 科 树种 进行 大 面积 推广 ,并 

有 计划 地 变 原 纯 松 林 为 针 阁 混交 林 , 以 提高 其 抗 道 性 。 到 1990 年 止 ,以 大 叶 相 思 , 湿 地 松 为 主 

的 针 阔 叶 混 交 林 , 连 片面 积 已 达到 1466. 7 公顷 , 成 为 广东 省 面积 最 大 的 人 工 混交 林 , 对 10 年 

绿化 广东 ,改造 纯 林 为 混交 林 方 面 ,起 到 示范 样板 的 作用 。 

(3) 建立 较 完 整 的 观测 系统 和 信息 系统 。 信息 系统 包括 生物 子 系统 ( 植 物 动物 和 微生物 ) 

和 环境 子 系统 (气候 \ 水文 和 土壤 等 ) 。 保 证 数据 全 面 长 期 积累 和 总 体 的 规律 分 析 。 已 撰写 论文 

和 研究 报告 近 40 余 篇 。 

(4) 已 建立 的 133. 3 公顷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红壤 丘陵 综合 利用 生态 模式 ， 显 示 了 较 高 的 经 济 
效益 ,其 产值 达 917038 元 ,其 中 林业 为 456280 元 ,果树 32808 元 ,渔业 为 18400 元 ,苗木 (包括 

花卉 ) 为 365200 元 ,其 它 为 44350 元 。 

FARE 

Silitwwie PH ESARHRMAN ER A. RRB EPRASRE AD 
PAE AKA SOE A AR TET NT ES. BONA a 

物 生 态 、 植 物 生理 生态 、 森 林 生 态 、 动 物 . 昆 虫 .土壤 动物 和 微生物 、 气候、 土壤 .水文 等 。 现 有 科 
技 人 员 25 人 ,其 中 高 研 7 人 ,中 级 人 员 6 人 ,初级 人 员 12 人 。 

五 .工作 条 件 

定位 站 已 有 良好 的 生活 设施 和 工作 条 件 。 现 有 生活 住房 建筑 面积 为 506 平方 米 , 包 括 25 

间 客 房 ,1 间接 待 室 ,1 间 办 公 室 和 1 间 讲 座 室 。 

已 有 的 实验 设施 有 : 

常规 观测 气象 站 一 个 ,小 气候 观测 点 6 个 (不 同 高 度 , 不 同 坡 向 )， 铁 塔 一 座 (40 米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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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水 分 观测 点 20 个 (分 布 于 5 个 集 水 区 ), 水 文 还 流 场 3 个 (3 个 集 水 区 ),， 野 外 生理 生态 实验 
室 。 站 内 实验 室 实 用 面积 共 247 平方 米 , 包 括 : 植物 生理 生态 实验 室 21. 00 平方 米 ,， 动 物 生 态 

实验 室 , 土壤 微生物 实验 室 , 水 文 气候 实验 室 , 公共 实验 室 , 微机 室 , 标本 室 和 展览 室 。 

目前 已 装备 于 稚 山 定位 站 的 主要 仪器 设备 有 : 

全 自动 离子 分 析 仪 (美国 )， 1705 一 C 型 原子 吸收 光谱 (日 本 )， 中 子 水 分 仪 ( 英 国 )， 

ASSA—1610 植物 光合 分 析 仪 (日 本 )， LI 一 6200 手提 式 光 合 分 析 仪 (美国 )， LI 一 1600 

气孔 计 (美国 )， LI 一 3000 携带 式 面 积 仪 ( 美 国 )， MP 一 080 数据 采集 器 (日 本 )， ”高 级 

显微镜 ZED, ”电子 天 平 〈 德 国 ) 等 。 

网 络 通过 世界 银行 贷款 购买 的 仪器 设备 ,装备 后 将 使 条 山 站 的 研究 条 件 更 上 一 层 楼 。 

六 、 管 理 

为 了 加 强 课题 管理 ,保证 科研 工作 顺利 进行 , 移 山 试验 站 于 1988 年 成 立 了 两 个 委员 会 。 
(1) 试 验 站 管理 委员 会 :其 职能 是 审议 长 远 规 划 和 年 度 计 划 ,决定 有 关 重 大 问题 ,协调 试验 

站 与 林 科 所 关系 等 。 
《2) 站 务 委员 会 :实行 站 长 负责 制 ,站 长 的 主要 职责 是 制订 试验 站 的 科研 规划 和 年 度 计划 ， 

并 组 织 实施 ,有 权 安 排 试验 站 的 科研 和 再 生产 基金 的 使 用 ,执行 管 委 会 的 决议 ,并 向 管 委 会 报 
告 工 作 。 

联系 地 址 :广东 省 广州 市 五 山大 坑 岗 

邮政 编码 :510650 

HB 话 :(020)7705626 一 441 

传真 ;(020777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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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A LL BRAKE AS Fe BET FE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易 湖 山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定位 研究 站 位 于 广东 省 牧 庆 市 易 湖 山 生 物 圈 保护 区 内 。 东 距 广州 86 

AX BH , PRBS ERE 18 ZS fiz 112°30' 39”~112°33' 41, 23°09! 21”~23°11'30'N AKKH RE 

丘陵 和 低 山 ,海拔 在 100~ 700 米 间 , He ENS 5E LL EIR 1000. 3 米 。 

2. 自然 条 件 
本 区 属 南 亚热带 湿润 型 季风 气候 ,冬夏 气候 交替 明显 ,年 平均 温度 21C ,最 热 月 为 7 月 ， 

平均 温度 为 28C ,极端 最 高 温度 为 38C ,最 冷 月 为 1 月 ,平均 温度 为 12C ,霜冻 平均 每 年 4 

次 ,每 次 持续 1 一 2 天 ,极端 最 低温 度 一 0. 2C 。 年 降雨 1564 毫米 ,4 一 9 月 为 主要 降雨 季节 ,11 
一 1 月 为 少雨 季 。 年 平均 蒸发 量 1115 毫米 ,年 平均 相对 湿度 82% ,灾害 性 天 气 是 寒潮 和 台风 。 

寒潮 常 出 现在 11 一 3 月 ,年 平均 约 3 次 , 寒 潮 时 气温 迅速 下 降 ,并 偶 有 霜冻 。7 一 9 月 为 台风 季 

节 , 年 平均 有 4 次 到 达 本 地 区 。 

保护 区 位 于 西江 中 下 游 , 区 内 两 条 溪流 ( 称 东 坑 和 西 坑 ) 发 源 于 西北 部 的 鸡 笼 山 , 从 西北 流 

向 东南 ,汇合 于 保护 区 的 入 口 处 流入 西江 。 两 条 溪流 全 长 12 公里 ,水 流 终年 不 断 。 

区 内 地 带 性 土壤 为 未 红壤, 山地 垂直 分 布 有 黄 壤 和 山地 灌 丛 草 旬 土 。 赤 红壤 分 布 于 海拔 

3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低 山 , 黄 壤 分 布 于 海拔 300 一 900 米 ,900 米 以 上 为 山地 灌 丛 草 旬 土 。 赤 红壤 

土 层 厚 40~80 厘米 ,pH 4. 6, 表 土 层 有 机 质 含量 4. 3% 。 黄 壤土 层 厚 40 一 90 厘米 ,pH 4. 7 一 

5. 9, 表 土 层 有 机 质 含量 平均 为 3. 4% , 黄 壤 以 上 为 山地 灌 丛 草 旬 土 , 土 层 厚 20~30 厘米 ,pH 

5, 有 机 质 9% 以 上 。 此 外 , 尚 有 局 部 分 布 的 耕 型 赤红 壤 。 

易 湖 山 植被 可 划分 自然 . 半 自 然 和 人 工 植被 三 大 类 型 。 自 然 植被 有 :分 布 于 海拔 30 一 400 

米 的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分 布 于 海拔 500~ 800 米 的 山地 常 绿 阔 叶 林 ;分 布 于 海拔 500~ 900 米 

的 山地 灌木 草丛 ;分 布 于 海拔 30~ 250 米 的 沟谷 雨林 ;在 海拔 30 米 以 下 的 河岸 ,分 布 着 河岸 

林 。 半 自然 植被 有 : 分 布 于 海拔 100~450 米 的 有 次 生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针 阁 混交 林 ; 分 布 于 

海拔 300 AVA PE BRAY ELEY AK; OP A FPR 500 一 600 米 山 坡 上 的 常 绿 灌 丛 。 人 工 植被 有 大 叶 

BEAK TTA FAR AK 

植物 种 类 丰富 ,根据 长 期 调查 ,有 野生 高 等 植物 267 科 ,877 属 ,1843 HRP RD 45 

科 ,86 属 ,141 FR; RRA 37 科 ,74 属 ,131 种 ;裸子 植物 4 科 4 属 5 种 ;被 子 植物 181 科 ， 

713 属 ,1566 种 。 此 外 ,栽培 植物 约 有 390 种 。 

易 湖 山 位 于 北 回归 线 附 近 , 这 里 既是 许多 热带 植物 分 布 的 北 界 , 又 是 许多 亚热带 植物 分 布 

的 南 缘 , 其 植物 组 成 .分布 具有 明显 的 热带 一 亚热带 过 渡 的 特征 。 晶 湖山 的 森林 也 兼 有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热带 雨林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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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 经 济 状况 

站 所 在 地 在 行政 上 属 肇 庆 市 易 湖 区 。 保 护 区 内 有 机 关 单 位 旅行社、 寺庙 汽水 厂 等 6 个 单 

位 ,常住 人 口 约 400 人 ,临时 居住 的 约 200 人 。 保 护 区 内 无 居民 。 但 与 保护 区 外 围 毗 邻 的 有 2 个 

镇 , 约 2400 人 ,7 个 管理 区 ,人 口 约 ]1 万 ,经 营 农业 为 主 , 部 分 为 小 商业 。 每 年 到 保护 区 旅游 人 

KA) 80 万 ,进入 保护 区 的 汽车 9 一 10 万 辆 ,摩托 车 3 万 辆 左右 。 

= ALG 

本 站 建 在 我 国 1956 年 首 批 建立 的 易 湖 山 国 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内 。 该 保护 区 隶属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 保 护 区 1979 年 参加 了 联合 国 科 教 文 组 织 人 与 生物 圈 计 划 的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网 , 列 为 国际 

第 17 号 生物 圈 保 护 区 。 

1978 年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在 保护 区 内 建立 易 湖 山 森 林 生 态 系统 定位 研究 站 。“ 八 五 ?期 间 

被 纳入 “中 国生 态 研究 网 络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本 站 的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是 研究 不 同类 型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促进 森林 的 恢复 , 保 
护 生物 多 样 性 和 种 质 资 源 ; 研究 日 益 增长 的 人 类 活动 对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及 环境 的 承载 能 

力 ,发 展 、 完 善 管理 政策 ,促进 本 地 带 和 森林 的 恢复 和 持续 发 展 ; 探索 全 球 及 区 域 性 的 大 气 环 境 
变迁 对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本 站 经 多 年 的 研究 ,取得 了 下 述 方面 的 研究 成 果 

(1) 完 成 了 易 湖 山 站 的 地 理 、 地 质 . 地 狐 . 土 壤 . 气候、 植物 动物. 昆虫、 土壤 微生物 及 大 型 

真菌 等 本 底 调 查 ; 

《2) 对 主要 森林 类 型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演 替 进行 了 研究 ; 

《3) 在 各 种 刊物 上 ,发 表 了 百 余 篇 论文 及 报告 。 出 版 了 《里 湖山 植物 手册 》《 易 湖山 木 本 植 

物 种 子 和 幼苗 形态 图 谱 》《 易 湖山 大 型 真菌 》《 易 湖山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生态 学 研究 历史 及 展 

BA) ECHO SSE.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 

1991~1995 年 的 研究 课题 : 

(1) 易 湖山 主要 森林 生态 系统 结构 .历史 和 动态 ; 

(2)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生物 量 和 生物 养分 循环 ; 

(3)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水 循环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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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 

(4) 南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保护 生态 学 ; 

《5) 人 为 扰动 CO, 浓度 变化 对 植物 碳 代 谢 的 影 响 ; 

《6) 不 同 光 照 强 度 对 易 湖 山 几 种 森林 植物 生理 生态 影响 ; 

《7) 易 湖山 主要 温室 气体 育 景 浓度 监测 。 

FABRE 
站 研究 工作 包括 了 以 下 各 学 科 的 合作 :森林 生态 、 环 境 生态 .植物 生理 生态 、 土 壤 化 学 . 土 

坏 动 物 .土壤 微生物 。 

有 一 个 7 人 学 术 委 员 会 。 其 成 员 都 是 学 科 带 头 人 和 专家 。 

本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10 人 ,客座 研究 人 员 4 人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活 设施 

有 可 供 60 人 食 宿 的 招待 所 。1994 年 新 建站 客座 住房 400 平方 米 , 可 供 24 人 住宿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实验 大 楼 基建 面积 1000 多 平方 米 , 有 植物 分 析 实 验 室 .土壤 实验 室 . 植 物 标 本 室 ,可 供 常 

规 化 学 分 析 和 植物 鉴定 ,并 有 计算 机 房 . 学 术 讲 座 室 、 会 议 室 、. 图 书 室 。 

野外 研究 设施 有 气象 观测 场 、 森 林 气 象 观测 铁塔 (高 40 米 ,分 8 层 )、 代 表 性 森林 永久 样 

地 2.6 公顷 (季风 常 绿 益 叶 林 ,马尾 松 、 常 绿 阔 叶 树 混 交 林 ,马尾 松林 ) 。 

六 :管理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定位 站 站 址 所 在 地 为 易 湖 山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和 易 湖 山 树 木 园 (同一 套 行 政 .业务 人 员 ,除数 

名 研究 人 员 作 为 定位 站 人 员 来 自 华 南 植物 研究 所 , 均 为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下 属 单位 )。 常 规 观 测 

和 管理 (气象 ,水文 .永久 样 地 ) 主 要 由 当地 负责 。 研 究 课题 按 工作 需要 由 全 体 在 站 工作 的 研究 、 

技术 人 员 合 

2. ‘BE DR 

研究 管理 :有 关 站 的 研究 方向 ,任务 的 争取 由 学 术 委 员 会 讨论 .提议 。 研 究 课题 的 日 常 管 
理工 作 由 站 长 执行 。 

数据 管理 :在 站 长 领导 下 ,由 数据 管理 专职 人 员 负 责 数据 的 管理 归档 和 编目 等 工作 。 

行政 管理 :研究 课题 和 站 经 费 管理 由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及 易 湖 山 树 木 园 财务 共 同 负责 管 
理 , 各 项 工作 的 经 费 分 配 由 站 长 . 副 站 长 共同 商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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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从 建站 开始 ,本 站 就 注意 到 与 国内 外 同行 进行 合作 研究 .国内 先后 参加 定位 站 研究 工作 的 
单位 有 :广东 土壤 研究 所 .广东 昆虫 研究 所 、 广 东 微 生物 研究 所 .中 山大 学 和 华南 师范 大 学 等 。 
国际 合作 方面 ,近年 来 接待 了 英美 .日 法 . 意 、 德 .朝鲜 、 澳 大 利 亚 、 泰 国 . 人 芬兰. 叙利亚 、 菲 律 

宾 、 新 加 坡 和 香港 等 国家 和 地 区 的 30 多 批 100 多 位 同行 专家 来 站 考察 .参观 。 自 1985 年 与 美 
国 犹他 大 学 、 华 盛 顿 卡 内 基 研 究 所 合作 研究 森林 优势 植物 生理 生态 ;1989 一 1990 年 与 美国 葡 

脱 勒 大 学 人 荷 科 布 研究 所 、 美 国 国家 林业 部 热带 森林 研究 所 、 美 国 伊里 诺 斯 大 学 森林 系 合作 研究 
季风 和 常 绿 益 叶 林 氮 素 循 环 ;1990 一 1992 年 与 美国 伊里 诺 斯 大 学 森林 系 合作 研究 人 为 干扰 下 松 
林 的 恢复 。 此 外 ,还 与 国外 合作 举办 多 种 短期 培训 班 。 

联系 地 址 :广东 省 广州 市 五 山大 坑 岗 

邮政 编码 :510650 

电 话 :(020)7705626 一 441 

传 H:(020)77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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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LU ee LUE AS A EIS A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贡 咕 山高 山 生 态 系统 观测 试验 站 位 于 青藏 高 原 东 部 贡 咀 山东 坡 ,102"00' 刁 处 ,29"39' N。 目 
前 , 贡 咕 山 站 的 观测 和 研究 设施 主要 分 布 于 海拔 3000 米 和 1640 米 两 处 。 

2. 自然 条 件 

青藏 高 原 东 部 地 区 为 高 山 深 谷地 犁 类 型 ,其 范围 包括 西藏 东部 .四 川西 部 和 云南 西北 部 等 

地 区 ,面积 约 60 万 平方 公里 。 该 地 区 自然 景观 最 显著 的 特点 之 一 是 山地 生态 系统 具有 多 层次 

结构 ,从 河谷 到 山顶 明显 地 分 出 农业 生态 系统 、 森 林 生 态 系统 、 灌 丛 草地 生态 系统 和 冰冻 圈 生 

态 系统 。 在 森林 生态 系统 方面 ,从 南 到 北 发 育 了 亚热带 .温带 、 寒 温带 为 基带 的 森林 垂直 带 谱 ， 

各 带 谱 中 ,以 亚 高 山 寒 温 带 暗 针 叶 林 带 垂直 分 布 幅度 最 大 。 该 带 既 是 青藏 高 原 东 部 高 山 深 谷地 

区 自然 垂直 带 的 优势 带 , 也 是 该 地 区 森林 资源 最 集中 ,最 丰富 的 地 区 ,是 我 国 第 二 大 林 区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 

贡 嘎 山 位 于 青藏 高 原 的 东 缘 ,主峰 海拔 7556 米 ,为 青藏 高 原 东 部 的 最 高 峰 。 东 坡 从 大 渡河 

谷 到 山顶 水 平 距离 只 有 29 公里 ,而 相对 高 差 达 6500 米 之 巨 , 从 河谷 到 山顶 发 育 了 从 亚热带 到 

寒带 的 完整 的 自然 垂直 带 谱 。 在 森林 植被 方面 ,从 河谷 到 山顶 可 以 分 出 亚热带 常 绿 益 叶 林 带 、 

常 绿 阔 叶 与 落叶 闪 叶 混交 林带 温带 针 闪 叶 混交 林带 、 寒 温带 暗 针 叶 林 带 ( 云 ,冷杉 林 ), 其 中 后 

者 垂直 分 布 幅 度 最 宽 , 达 1200 米 。 

上 述 情况 表明 , 贡 呆 山 地 区 自然 类 型 与 青藏 高 原 东部 地 区 的 基本 相似 ,属于 典型 的 垂直 地 

带 性 生态 类 型 。 贡 嘎 山 站 近期 观测 研究 的 重点 为 亚 高 山 暗 针 叶 林 植被 类 型 ,土壤 为 山地 棕色 暗 

针 叶 林 土 ,气候 为 山地 寒 温 带 气候 类 型 。 海拔 3000 米 处 ,年 均 温 4C ,1 月 均 温 一 4.5C ,7 AY 

Ya 12°C ,年 均 降 水 量 1900 毫米 。 该 站 观测 研究 的 自然 类 型 在 青藏 高 原 东 部 地 区 具有 典型 性 和 

代表 性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贡 咕 山 站 观测 研究 的 场地 主要 为 贡 咕 山东 坡 的 海螺 沟 ,其 流域 面积 约 200 平方 公里 ,流域 

最 低 海拔 1300 米 , 最 高 海拔 7556 米 。 海 拔 1900~3800 米 为 原始 森林 区 ,海拔 1900 米 以 下 为 

农业 区 ,原始 植被 已 受到 破坏 ,人 工 林 和 自然 次 生 林 有 较 大 面积 的 分 布 。 

海螺 沟 在 行政 区 划 上 隶属 于 泸 定 县 磨 西 镇 。 根 据 1988 年 统计 资料 ,该 镇 有 人 口 5458 A, 

其 中 农业 人 口 5263 人 ,主要 从 事 农 业 特 别 是 种 植 业 。 海 螺 沟 1900 米 以 下 的 下 游 区 行政 上 隶属 

于 磨 西 镇 的 共和 村 ,1993 FSA AD 1274 人 ,耕地 面积 150 AH, AE RE 400 公斤 ,人 平 经 

济 收入 354 元 。 粮 食 作物 主要 为 玉米 、 土 豆 , 经 济 收入 主要 来 自 种 植 业 和 经 济 林 果 。 自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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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 沟 冰 川 森林 公园 正式 开放 以 来 ,平均 每 年 到 海螺 沟 旅 游人 数 达 1 万 人 左右 。 旅 游 业 对 共和 

村 和 磨 西 镇 其 他 地 区 农民 生活 水 平 的 提高 起 了 重要 的 促进 作用 。 

= ARGS 

my MS Ly TE eA a A] Ay 1987 47 A. 

1978~ 1983 年 期 间 , 中 科 院 成 都 山地 所 、 成 都 生物 所 和 兰州 冰川 冻 土 所 对 贡 嘎 山地 区 的 

自然 地 理 、 植 物 和 冰川 等 进行 了 全 面 系统 的 考察 ,为 贡 咕 山 站 的 建立 提供 了 基础 。1985 年 ,成 

都 山地 所 与 泸 定 县 人 民政 府 共 同 完成 了 海螺 沟 旅游 资源 开发 可 行 性 调研 ,同年 8 月 国务 院 批 

ME Dy US Ly Ay ARR MR EK. 1987 4F 7 月 ,成 都 山地 所 在 海拔 3000 米 着 手 建 立 气 象 观 测 站 

和 建设 观测 用 房 120 平方 米 , 于 1988 年 1 月 开始 气象 常规 要 素 的 观测 。1988 年 12 月 中 国 科 

学 院 正 式 批 准 建立 贡 咕 山高 山 生 态 观测 试验 站 ,1990 年 纳入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的 基本 

站 。1991 年 7 月 海拔 1640 米 气象 观测 站 建成 并 开始 观测 ,同时 建成 观测 用 房 120 平方 米 和 完 

善 基 地 站 建设 的 前 期 基础 工作 。1993 年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批 准 和 落实 贡 嘎 山 站 基本 

建设 规划 和 观测 分 析 设 施 与 经 费 ,1994 年 基本 建设 全 面 动 工 。 建 成 后 的 贡 嘎 山 站 拥有 750 平 

方 米 的 综合 楼 ,250 平方 米 的 野外 综合 观测 用 房 以 及 进行 森林 生态 系统 指标 体系 观测 与 信息 

传输 的 先进 仪器 设备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贡 咕 山 站 是 以 多 层次 的 山地 生态 系统 为 主要 研究 对 象 的 综合 观测 试验 研究 站 ,把 多 层次 

山地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人 类 活动 对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作为 研究 的 重点 。 从 环境 与 生物 的 整 

体 出 发 ,通过 多 学 科 长 期 综合 研究 ,探索 山地 生态 系统 的 形成 ,演变 规律 及 其 生产 力 调控 原理 、 

高 原 隆 起 和 冰川 消融 对 山地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以 及 人 类 活动 对 生态 环境 的 作用 ,预测 大 区 域 环 

境 演变 趋势 ,为 合理 开发 利用 山地 资源 ,保护 和 改善 山地 生态 环境 提供 科学 依据 。 通 过 长 期 观 

测 ,资料 的 积累 和 研究 ,为 山地 学 和 山地 生态 系统 学 的 建立 和 发 展 提供 理论 基础 ,为 全 球 变化 

研究 提供 服务 。 

多 层次 的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动态 的 综合 研究 是 近期 贡 嘎 山 站 的 研究 方向 。 鉴 于 

贡 嘎 山 和 青藏 高 原 东 部 地 区 的 优势 森林 带 为 亚 高 山 暗 针 叶 林 生态 系统 ,以 及 该 系统 在 保护 和 
改善 本 地 域 生 态 环境 中 的 主要 作用 ,确定 本 站 近期 以 亚 高 山 森 林 生 态 系统 作为 研究 重点 。 从 环 

境 与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整体 出 发 ,应 用 系统 生态 学 、 森 林 生 态 学 和 地 学 等 有 关 学 科 的 理论 与 方 

法 ,综合 系统 地 研究 暗 针 叶 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及 其 调控 机 理 , 并 通过 重建 稳定 的 、 结 构 合 

理 的 ,高 生产 力 的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试验 与 示范 研究 ,为 贡 嘎 山地 区 乃至 青藏 高 原 东 部 广大 高 山 

深谷 地 区 森林 资源 的 开发 与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和 技术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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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咕 山 站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主要 有 如 下 几 个 方面 : 

(1) 环境 地 质 的 调查 研究 : 对 贡 咕 山东 坡 海螺 沟 地 质 构造 ,水 文 地 质 与 工程 地 质 ̀ . 地 狐 过 

程 与 地 狐 灾 害 , 以 及 岩石 .温泉 \ 水 域 和 土壤 的 地 球 化 学 特征 进行 了 调查 分析 和 环境 地 质 评 

价 。 

(2) 自然 地 理 要 素 的 综合 调查 与 研究 : ARBA SIGH. 气候 \ 植 被 .土壤 等 ,其 

”中 侧重 对 自然 地 理 要 素 的 垂直 分 异 的 研究 。 

(3)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调查 研究 : 着 重 对 植物 的 种 类 、 分 布 . 植 物 的 区 系 成 分 进行 了 深入 的 调 

查 , 采 集 了 大 量 的 植物 标本 ,并 进行 了 系统 的 编目 。 

(4) 第 四 纪 地 质 与 古 冰 川 活动 的 调查 研究 : 通过 第 四 纪 沉 积 物 的 分 布 与 剖面 特征 的 调查 

以 及 驳 粉 与 C# 的 采样 分 析 等 方面 的 工作 ,对 贡 叶 山地 区 ,特别 是 贡 味 山东 坡 海螺 沟 地 瑶 发 育 

史 以 及 十 冰川 活动 的 强度 和 时 间 进 行 了 系统 的 研究 。 

(5) 海螺 沟 旅 游资 源 的 考察 与 评价 ,以 及 海螺 沟 旅游 资源 综合 开发 与 环境 保护 对 策 研究 。 

(6) 现代 冰川 动态 过 程 的 观测 研究 : 在 对 贡 咕 山地 区 现代 冰川 的 类 型 .特征 和 分 布 进行 

全 面 调查 的 基础 上 ,着 重 对 海螺 沟 现代 冰川 的 消融 ,运动 和 成 冰 作 用 等 方面 进行 了 较 系 统 的 深 

入 观测 研究 。 

(7)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与 动态 的 观测 研究 : 这 方面 的 工作 包括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海 

螺 沟 冷杉 和 麦 吊 杉 群落 结构 特征 ;森林 水 文 观 测 研究 ;森林 气候 观测 研究 ;冷杉 林 生 物 量 以 及 

土壤 成 分 特征 调查 ;冷杉 林 迹 地 植物 演 替 调查 研究 ;冰川 退却 迹地 植被 演 替 调查 。 

贡 咕 山 站 已 发 表 的 论文 和 专著 如 下 : 

贡 咕 山地 理 考 察 ,1983 ,科学 技术 文献 出 版 社 重庆 分 社 。 贡 明山 植被 ,1985, 四 川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 获 四 川 省 科学 技术 进步 二 等 奖 。 贡 咕 山 现代 冰川 与 古 冰川 ( 含 贡 咕 山 冰 川 图 ) ,1985。 

贡 咕 山 冰 川中 苏联 合 考察 ,1994。 贡 承 山海 螺 沟 环境 地 质 ,1992。 贡 嘲 山高 山 生 态 环境 研究 ， 

1993 ,成 都 科技 大 学 出 版 社 。 泸 定 县 海螺 沟 旅 游资 源 考 察 评 价 报告 , 获 四 川 省 科学 技术 进步 二 

等 奖 。 海 螺 沟 旅游 资源 综合 开发 与 环境 保护 对 策 研 究 报告 。 

主要 论文 (已 发 表 论 文 总 计 50 余 篇 ,其 中 主要 论文 简 列 如 下 ): 

贡 明 山东 坡 冷 杉林 生长 势 态 与 环境 关系 初步 分 析 ; 贡 晨 山 冷 杉林 群落 原生 演 蔡 初 步 研 

究 ; 树木 自 适应 生长 规律 及 其 应 用 ; 天 然 峨 眉 冷 杉林 生长 模型 探讨 ; TOUS LURE Kaa 

研究 ; 贡 咕 山海 螺 沟 冰川 物质 平衡 ; 贡 呆 山 海螺 沟 森 林 雪 害 观察 研究 ; 贡 咕 山东 坡 和 北 坡 的 

山地 灾害 ; 开发 贡 嘲 山 旅游 资源 ; 开辟 海螺 沟 冰 川 公园 ; 冰川 退却 迹地 植被 演 蔡 过 程 及 其 意 

义 ; 贡 咕 山地 区 全 新 世 的 冰川 变化 与 泥石流 发 育 的 关系 ; 贡 呆 山地 区 生态 景观 的 魅力 与 生态 

旅游 资源 开发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有 如 下 几 方 面 ， 

(1) 贡 咕 山 森 林 生 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动态 研究 (国家 攀登 计划 项 目 ) ,其 研究 内 容 包括 如 

统 水 文 效益 研究 ; 冷杉 林 生 态 系统 主要 营养 元 素 积 累 、 迁 移 及 主要 养分 变化 特征 ; 森林 生态 

系统 自然 演 替 规律 与 环境 变化 关系 ; 生态 经 济 型 森林 生态 系统 更 新 恢复 试验 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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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贡 咀 山地 区 全 新 世 地 生态 变迁 研究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 

(3) 冰川 退缩 迹地 植物 演 替 与 环境 研究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4) 地 理 信息 系统 支持 下 的 贡 咕 山 冰 川 、 植 被 遥感 动态 研究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 。 

FARA ME 

贡 咀 山 站 突出 多 层次 山地 生态 系统 和 人 类 活动 对 生态 系统 和 生态 环境 影响 的 研究 ,把 山 

地 作为 一 个 完整 的 大 系统 ,以 多 层次 的 生态 系统 为 中 心 , 把 影响 生态 系统 的 现代 环境 过 程 、 冰 
冻 圈 动态 过 程 与 古 地 理 环境 过 程 和 人 类 活动 过 程 作 为 有 机 的 整体 ,进行 综合 的 观测 与 研究 。 通 

过 这 些 观测 与 研究 揭示 森林 生态 系统 持续 发 展 的 最 佳 结构 与 功能 ,积累 生态 环境 要 素 和 冰冻 

圈 动 态 变 化 的 资料 ,为 大 区 域 环 境 变化 趋势 的 预测 和 山地 资源 的 开发 与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为 
此 贡 咀 山 站 设置 如 下 几 个 方面 的 学 科 :环境 地 学 、 环 境 生 物 学 .山地 生态 系统 学 ̀ 冰川 冻 土 生态 

学 应 用 生态 学 ,高山 植物 生理 生态 学 高山 群 落 生 态 学 和 种 群生 态 学 以 及 山地 学 。 

根据 中 科 院 文件 , 贡 咕 山 站 由 成 都 山地 所 、 成 都 生物 所 和 兰州 冰川 冻 土 所 共 建 。 在 建站 期 
间 由 三 个 所 有 关 的 学 术 带 头 人 组 建 学 术 小 组 对 本 站 科研 工作 的 开展 和 重大 科研 课题 的 争取 进 
行 指导 。 

本 站 有 固定 人 员 有 12 人 ,其 中 固定 研究 人 员 9 人 ,固定 技术 人 员 3 人 。 
聘请 客座 研究 人 员 共 计 10 人 左右 。 主 要 来 自 成 都 生物 所 和 兰州 冰川 冻 土 所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施 

基地 站 建 有 120 平方 米 的 简易 生活 用 房 , 已 通 水 通电 ,建设 有 750 平方 米 的 综合 楼 ,可 提 

供 40 人 食 宿 。 

观测 站 建 有 120 平方 米 的 简易 生活 用 房 和 200 平方 米 的 生活 工作 用 房 , 可 供 20 人 的 食 

宿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1600 米 基地 站 和 3000 米 观 测 站 的 基本 建设 工程 和 观测 试验 设施 可 以 提供 开展 森林 生态 

系统 物质 、 能 量 平 衡 研究 所 需 的 观测 、 分 析 和 计算 等 设施 及 工作 用 房 。 

六 、 管 理 

1. 管理 机 构 和 分 工 

建站 期 间 成 立 贡 呆 山 学 术 小 组 ,人 员 由 成 都 山地 所 、 成 都 生物 所 和 兰州 冰川 冻 土 所 有 关 学 

术 带 头 人 组 成 。 站 务工 作 实 行 站 长 负责 制 ,负责 处 理 日 常 站 务工 作 。 在 基建 工作 期 间 成 立 基建 
工作 小 组 ,由 成 都 山地 所 负责 基建 的 副 所 长 分 管 。 站 建成 后 成 立 学 术 委 员 会 ,由 国内 外 知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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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组 成 ,对 研究 任务 的 争取 和 研究 工作 开展 进行 指导 。 

同时 成 立 站 务 委员 会 ,争取 有 地 方 政府 官员 参加 ,对 站 的 发 展 及 有 关 重 大 问题 作出 决策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管理 : 在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指导 下 ,由 站 长 或 1 名 副 站 长 对 研究 工作 进行 管理 ,包括 研 
究 课 题 的 争取 ,课题 执行 中 的 检查 督促 和 成 果 的 处 理 。 在 发 挥 课 题 组 长 负责 制 的 前 提 下 ,认真 

抓 好 课题 组 之 间 研 究 工作 的 协调 和 学 术 交 流 ,建立 和 健全 课题 研究 中 的 管理 制度 及 其 它 有 关 
规章 条 例 。 

数据 管理 : 为 保证 数据 的 完整 性 可靠 性 .可 用 性 和 可 比 性 ,站 上 成 立 数据 管理 委员 会 对 
数据 计划 数据 的 获取 和 数据 的 维护 与 分 配 等 过 程 进 行 把 关 。 同 时 安排 1 名 固定 数据 管理 员 ， 

负责 数据 的 收集 录入、 建立 文档 和 数据 库 以 及 数据 的 联网 和 传输 工作 。 

行政 管理 : 在 站 务 委员 会 的 指导 下 ,由 1 名 副 站 长 负责 行政 管理 。 其 内 容 包 括 日 常 站 务 管 
理 制度 的 制定 与 执行 .保证 观测 设施 和 信息 传输 正常 运转 以 及 设备 仪器 的 维护 、 维 修 制 度 的 建 ， 
立 与 管理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贡 咕 山 站 成 立 以 来 开展 了 如 下 几 项 国际 合作 项 目 

《1) 和 前 苏联 莫斯科 大 学 和 苏联 地 理 研 究 所 等 合作 对 贡 咕 山地 区 现代 冰川 和 十 冰川 考察 

研究 。 
《2) AT = Hs PRP TET CORR BRAK GT FET) PE ot Be US LL PE BR I) BRAKE AS HB SE HEFT OF 

ay Fh o 

联系 地 址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人 民 南 路 四 段 9 号 
邮政 编码 :610041 

电 话 :(028)5552258 

传  H:(028)555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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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 热 市 生态 研究 站 :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目 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西双版纳 站 位 于 101"46' 卫 ,21"54N， 站 址 在 云南 省 西 双 版 纳 傣族 自治 州 动 腊 县 动 仓 镇 ， 

海拔 560 米 。 

2. 自然 条 件 

西双版纳 为 热带 雨林 、 季 雨林 区 , 属 西南 季风 热带 气候 ,年 平 均 气 温 21. 6C ,最 热 月 平均 

气温 25.3°C, 最 冷 月 平均 气温 15. 5C，, 年 平均 降雨 量 1557 毫米 ,年 日 照 时 数 1828 小 时 ， 终 

年 无 霜 。 土 壤 为 砖 红壤 , 站 周围 是 自然 保护 区 , 保存 有 我 国 最 典型 的 热带 雨林 ,是 生物 多 样 性 

最 突出 且 保 护 最 好 的 地 区 。 

3. 社会 经 济 条 件 

西双版纳 是 我 国 最 主要 的 热带 作物 基地 之 一 ,盛产 橡胶 、 茶叶 咖啡、 香料、 南 药 \ 水 果 、 花 

弄 等 热带 经 济 作物 ,是 本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支柱 产业 。 典 型 的 热带 风光 ,独特 的 民族 风情 ,又 与 缅 

甸 老挝 接壤 ,是 云南 省 的 主要 边贸 旅游 经 济 开发 区 ,享受 边疆 民族 自治 地 区 的 特殊 优惠 政 

策 。 西 双 版 纳 站 所 在 地 动 仑 镇 是 西双版纳 的 重点 旅游 经 济 区 ,以 旅游 业 带 动 交 通 、 商 业 、 加 工 

业 、 农 业 及 文化 教育 事业 ,发 展 很 快 。 

二 历史 沿 革 

西双版纳 站 的 前 身 为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热带 实验 植物 群落 室 ( 1959 年 建 室 ) 和 云南 热带 森 

林 生 物 地 理 群 落 定位 研究 站 (1958 年 建 站 )。1964 年 该 站 、 室 合并 , 依托 于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 1974 ~1986 年 曾 独 立成 立 云南 热带 植物 研究 所 ) 。1986 年 云南 热带 植物 所 体制 调整 时 ， 

实验 植物 群落 室 与 昆 明 分 院 生 态 研究 室 合 并 成 立 昆明 生态 研究 所 ,在 原 实验 植物 群落 室 基 

础 上 建立 西双版纳 热带 生态 研究 站 ,隶属 昆明 生态 研究 所 。 

1. 研究 方向 与 重点 

研究 方向 是 综合 研究 热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及 热带 多 层次 、. 多 种 类 人 工 群 落 优化 

模式 ,为 建立 高 生产 力 和 高 生态 效益 的 人 工 植被 提供 科学 依据 及 示范 模式 ,并 探讨 我 国 热带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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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的 开发 与 保护 ,生态 与 经 济 之 间 协 调 发 展 途径 。 主 要 研究 目标 是 热带 雨林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及 功能 ,阐明 机 理 , 探 索 调控 措施 和 人 工 模拟 ,为 建立 持续 稳定 的 高 生产 力 热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 

充分 发 挥 热带 森林 在 改善 环境 ,维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作用 。 验 证 一 些 重 要 的 生态 学 理论 ,发 展 热 

带 和 森林 生态 学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1) 滇 南 热带 低温 特征 预测 ,论文 获 西双版纳 州 科 技 二 等 奖 〈1980); 

(2) 滇 南 热带 雨林 的 开垦 利用 与 水 土 保 持 关系 的 研究 , 获 西双版纳 州 科 技 一 等 奖 

(1980) ; 

(3) 胶 茶 人 工 群 落 研究 ,成 果 获 省 一 等 奖 ,中 国 科 学 院 二 等 奖 (1982); 

(4) 人 工 群 落 生 产 力 动态 研究 , 获 西双版纳 州 科技 二 等 奖 (1985); 

(5) 胶 茶 群落 研究 与 推广 ,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1985); 

(6) 西南 热 区 资源 与 经 济 作物 开发 研究 (参加 部 分 工作 ) (1991); 

(7) 滇 南 热带 雨林 次 生 演 潜 规 律 研 究 (1993); 

(8) 西双版纳 龙 脑 香 林 种 群生 态 研 究 (1993); 

(9) 西双版纳 热带 雨林 虫 食 叶 状况 及 植物 防卫 能 力 的 研究 (1994) 。 

3. 正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1) 中 国 热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的 研究 ; 

(2) 热带 雨林 地 区 人 工 生 态 系统 结构 与 生产 力 研 究 ; 

(3) 云南 几 种 野生 果树 资源 调查 ; 

(4) 热带 雨林 土壤 种 子 库 与 林 窗 更 新 关系 的 人 研究; 

(5) 香 莱 兰 丰产 栽培 中 试 研 究 。 

FARE 

主要 学 科 有 森林 生态 、 和 森林 土壤 、 和 森林 气候 与 水 文 。 辅 助 学 科 有 动物 生态 .植物 保护 、 热 作 

栽培 。 

本 站 固定 研究 人 员 共 16 人 ,其 中 研究 员 2 人 , 副 研 究 员 2 人 ,高 级 实 验 师 1 人 , 助 研 5 A, 
工程 师 1 人 ,实验 师 1 人 ,研究 实习 员 4 人 。 另 外 还 有 野外 观测 辅助 人 员 5 人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活 设施 

全 站 共有 改建 和 新 建 的 生活 用 房 1310 平方 米 ， 其 中 职工 宿舍 924 平方 米 ,小 型 招待 所 
230 平方 米 , 职 工 食堂 156 平方 米 ， 基本 上 能 满足 住 站 职工 及 来 站 工作 科研 人 员 的 生活 用 房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产权 属 站 的 土地 133. 3 公顷 ,已 建成 各 种 类 型 的 人 工 群 落 模 式 100 公顷 。 另 外 在 距 站 8 公 

里 的 自然 保护 区 内 建 有 30 公顷 的 热带 雨林 定位 观测 样 地 (和 西双版纳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局 签 

订 了 长 期 无 偿 使 用 合同 )。 在 人 工 林 和 自然 林内 均 设 立 了 群落 结构 和 种 群 动 态 固定 观测 样 方 ， 

建 起 了 和 森林 气候 观测 场 、 集 水 区 测 流 堰 .地 表 径 流 观 测 场 及 森林 生 态 系统 观测 铁塔 (自然 林内 

铁塔 高 70 米 , 设 有 14 个 工作 平台 ,人 工 林内 铁塔 高 30 米 , 设 有 5 个 工作 平台 六 

工作 用 房 1 由 ,300 平方 米 , 设 有 植物 生态 、 动 物 生态 .土壤 分 析 \、 水 文 气候 等 实验 室 ,配备 

有 各 类 野外 观测 分 析 仪 器 。 仪 器 室 、 图 书 资料 室 及 行政 办 公 室 等 也 在 这 幢 工 作用 房 中 综合 使 

Fl. BIA 有 加 工厂 一 座 (900 平方 米 ), 用 作 橡 胶 、 茶叶、 咖啡 等 人 工 群 落 试验 副产品 加 工 生 

产 。1995 年 兴建 560 平方 米 实 验 室 1 幢 , 进 一 步 改善 工作 用 房 条 件 。 

六、 管理 

1. 管理 机 构 及 分 工 

本 站 试验 地 和 观测 样 地 面积 大 (2000 余 亩 ), 固 定 和 流动 常住 人 ARS (40~50 人 ) 。 除 了 

正常 的 研究 观测 管理 工作 外 ,还 有 相 对 独立 的 行政 后 勤 . 技 术 开 发 和 生产 管理 工作 ,因此 管理 

机 构 的 设 置 有 :站 长 1 人 , 副 站 长 2 人 ,站 长 下 设 办 公 室 主 任 1 人 。 站 长 在 所 长 的 直接 领导 下 

负责 站 的 全 面 管 理工 作 , 副 站 长 协助 站 长 分 别 分 管 业 务 和 行政 后 勤 , 办 公 室 主 任 负责 内 外 联 

系 及 文秘 工作 。 

2. 管理 办 法 
研究 管理 :研究 工作 在 站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指导 下 ,研究 计划 由 所 计划 处 统一 管理 ,课题 组 长 

负责 实施 。 站 长 负责 实验 室 ,野外 观测 设施 的 建设 维护 ,课题 组 之 间 的 协调 及 各 项 野外 观测 工 

作 的 督促 管理 。 

数据 管理 :业务 副 站 长 负责 站 的 数据 管理 , 设 1 名 数据 库 专职 管理 人 员 , 按 CERN 科学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 根 据 CERN 历史 资料 整编 计划 已 着 手 进行 本 站 已 积累 的 数据 和 资料 的 分 类 整 
理 , 逐 步 建立 站 的 数据 库 ,为 CERN 信息 联网 打 好 基础 。 

行政 管理 :行政 副 站 长 协助 站 长 全 面 负责 站 的 行政 后 勤 ,技术 开发 ,生产 管理 ,保证 研究 工 

作 及 职工 生活 的 正常 进行 。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西双版纳 站 经 过 多 年 试验 研究 ,在 热带 地 区 生物 资源 的 开发 和 保护 .生态 与 经 济 的 关系 

方面 取得 了 一 批 有 应 用 前 景 的 成 果 , 并 在 我 国 热带 地 区 起 到 了 示范 作用 。 近 年 来 又 承担 了 省 

和 当地 政府 的 一 些 应 用 性 开发 项 目 , 如 农村 庭园 经 济 . 生 态 茶园 .生态 果园 .山地 耕作 制度 改 

革 等 试验 示范 研究 项 目 , 在 本 地 区 经 济 开 发 和 环境 保护 方面 产生 了 良好 的 效果 。 由 于 本 站 的 
试验 研究 与 地 方 经 济 建设 密切 结合 ,受到 当地 政府 的 重视 和 支持 ,为 该 站 今后 的 建设 和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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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 了 良好 的 社会 基础 。 
国际 合作 方面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和 自然 环境 的 特殊 性 和 该 站 长 期 积累 的 研究 成 果 , 对 国外 

同行 专家 有 一 定 的 吸引 力 , 近 年 来 先后 接 待 了 美国 ,英国 .日 本 、 德 国法 国 \, 加拿大、 澳 大 利 
亚 、 马 来 西 亚 、 泰 国 . 斯 里 兰 卡 、 越 南 等 10 多 个 国家 的 专家 来 站 考察 和 合作 研 究 , 并 获得 4 个 

国际 组 织 的 资助 项 目 。 本 站 的 研究 人 员 也 先后 有 10 余人 次 到 日 本 、 德 国法 国 、 美 国 \, 加 拿 大 、 

马来西亚 .泰国 ,斯 里 兰 卡 等 国家 进修 ,考察 和 参加 学 术 交 流 。1991 年 10 月 由 昆明 生态 研究 

所 主持 在 西双版纳 召开 了 “国际 人 工 群 落 及 生物 多 样 性 学 术 讨 论 会 "。 并 筹备 成 立 有 10 多 个 
国家 的 有 关 学 术 团体 参加 的 “国际 热 区 人 工 群 落 和 生物 多 样 性 协会 ,该 协会 已 经 国家 科 委 和 
外 交 部 批 准 成 立 ,挂靠 昆明 生态 研究 所 ,西双版纳 站 为 该 协会 的 主要 活动 基地 ,为 今后 的 国际 

合作 创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联系 地 址 :云南 省 昆明 市 教 场 东 路 25 号 
邮政 编码 :650223 

电 话 :(0871)5154135 

传 H:(0871)516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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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SARS Aw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目 然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武汉 东湖 (114?23' 卫 ,30*33'N) 是 长 江 中 下 游 典 型 的 浅水 湖泊 ,面积 27. 8 平方 公里 ,平均 

水 深 2. 20 米 , 位 于 武汉 市 东北 郊 。 试 验 站 建 于 湖 之 南岸 。 

2. 自然 条 件 

气候 属 亚热带 季风 气候 湿润 区 。 年 平均 气温 约 16C ,最 高 在 7 月 ,平均 达 29C 左 右 , 最 低 

在 1 月 ,平均 仅 为 3C。 年 降水 量 约 1200 毫米 ,集中 在 5 一 7 三 个 月 。 日 照 时 数 一 般 为 2000 小 

时 。 无 霜 期 达 230 天 以 上 。 

东湖 年 平均 水 位 21. 35 米 ,变动 范围 为 20. 83~21. 68 米 ,水 停留 时 间 约 0. 44 年 ,更 新 率 

为 0. 268, 属 多 循环 型 湖 ,不 存在 跃 温 。 

东湖 沉积 物 较 厚 ,由 软 泥 、 亚 粘 质 软 泥 、 粘 质 软 泥 和 石灰 质 粘 质 软 泥 组 成 。 

60 年 代 之 前 ,水 生 植被 以 挺 水 植物 分 布 面 积 占 全 湖面 积 的 14. 38% , 浮 叶 植 物 占 2. 46%， 

沉 水 植物 占 66. 60% 。70 年 代 后 ,由 于 大 量 生活 污水 .工业 污水 流入 东胡 以 及 草食 性 鱼 类 的 过 

量 投放 ,导致 水 生 植 被 严重 退化 。 目 前 郭 郑 湖区 基本 上 无 水 生 植 被 , 汤 林 湖 、 后 湖区 以 沉 水 植 

物 、 挺 水 植物 为 主 , 但 分 布 面积 仅 占 湖面 积 5%% 左 右 。 

由 于 大 型 水 生 植物 衰退 ,在 大 量 营 养 物 质 流 入 的 条 件 下 ,浮游 植物 大 量 繁殖 ,数量 急剧 增 

加 。 由 草 型 湖泊 演变 为 藻 型 湖泊 。 

二 ,站 的 历史 沿革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对 东湖 的 研究 始 于 1959 年 ,1980 年 正式 建站 ,1992 年 被 评选 

为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的 重点 站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FAA MARE SY, 

东湖 站 的 主要 研究 方向 是 淡水 生态 学 ,主要 从 事 湖泊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长 期 定位 观测 

和 系统 试验 ,阐述 生态 环境 变迁 过 程 . 机 理 , 并 预测 其 变迁 和 演 蔡 的 前 提 及 生态 效应 ,提出 既 要 

发 展 渔 业 , 又 要 保护 环境 的 优化 示范 模式 ,为 湖泊 的 合理 开发 ,利用 提供 科学 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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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 研究 内 容 

“武汉 东湖 渔业 增产 试验 和 生物 生产 力 研 究 ” 这 项 研究 项 目 依据 生态 学 的 基本 原理 ,采取 

综合 增产 措施 ,使 渔 产量 由 1971 年 的 18. 25 万 公斤 至 1978 年 提高 到 90 万 公斤 ,每 年 以 23. 

1% 速 度 递增 。 目 前 渔 产 量 稳 定 在 150 万 公斤 左右 ,实现 3 万 亩 以 上 湖泊 渔 产量 既 高 又 稳 的 目 

的 。 同 时 总 结 出 具有 普遍 意义 的 合理 放养 理论 和 五 项 渔业 增产 措施 ,促进 了 我 国 淡 水 渔业 的 发 

展 。 本 项 研究 成 果 获 1978 年 “中 国 科 学 大 会 奖 >? 和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 步 奖 二 等 奖 。 从 1978 年 

起 ,从 生态 系统 的 角度 对 东湖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生物 生产 力 进 行 了 深入 的 研究 ,为 东湖 水 

域 富 营 养 化 成 因 、 现 状 及 防治 途径 提供 了 科学 依据 《东湖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生物 生产 力 研 

FE DFR 1986 年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 东 湖 生 态 学 研究 ;一 书 ,60 余 万 字 ,1990 年 由 科学 

出 版 社 出 版 ,该 书 详尽 地 阐 述 了 东湖 的 自然 地 理 、 湖 水 的 理化 性 质 . 水 生生 物 群 落 结构 及 功能 

特点 ,深入 探讨 了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对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的 影响 。 是 我 国 第 一 本 湖泊 生态 方面 的 

专著 。1994 年 获 中 国 科学 院 自然 科学 一 等 奖 。 

3. 长 期 观测 和 试验 项 目 

风向 、 风速、 气温 .水温 、 降 雨量. 蒸 发 .总 辐射 \ 净 辐射 .日 照 时 数 。 水 深 、 透 明度 ,水色 , 浊 

度 . 电 导 、 悬 浮 物 溶解 氧 ̀ . pH, 总 碱 度 , 总 硬度 、 化 学 需 氧 量 . 生 化 需 氧 量 , 总 氮 、 硝 酸 氮 、 亚 硝酸 

氮 、 氨 氮 .总 溶解 氮 .` 总 磷 、 无 机 磷 , 总 溶解 磷 \ 总 有 机 碳 ̀ 二 氧化 硅 。 四 大 阳离子 (Na 、K- 

Ca’* Mg”) ,四 大 阴离子 (SO CI- NO .CO )。 水 生 维 管束 植物 (种 类 组 成 .生物 量 ); 浮 

游 植 物 (种 类 组 成 ,数量 .生物 量 . 叶 绿 素 含量 .生产 量 ); 浮 游 动物 (种 类 组 成 .生物 量 . 数 量 、 优 

势 种 生产 量 ); 底 栖 动物 (种 类 组 成 .生物 量 ); 细 菌 ( 数 量 . 生 物 量 )。 渔 获 物 分 析 ( 渔 产量 ,年 龄 组 

成 . 肥 满 度 ) 等 。 

4. 目前 主要 研究 项 目 有 

湖泊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优化 模式 研究 ; 鱼 类 在 湖泊 生态 系统 中 的 作用 ;水 生 植物 和 浮 
游 植物 生态 学 ;水 生动 物 生态 学 ;湖泊 富 养 化 恢复 的 生态 技术 。 

FARE 

站 的 主要 学 科 为 淡水 生态 学 ,同时 也 进行 浮游 生物 形态 、 分 类 及 生态 学 研究 。 有 一 个 由 国 
内 外 知名 专家 学 者 组 成 的 学 术 委员 会 ,指导 站 上 的 研究 工作 。 

站 上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15 名 ,其 中 :高 级 人 员 7 名 (包括 院士 1 名 ), 中 级 人 员 6 人 ,初级 人 
A2A., 

客座 人 员 5 名 。 其 中 高 级 人 员 2 名 ,中 级 人 员 2 名 ,初级 人 员 1 名 。 

五 .工作 条 件 

有 水 上 建筑 群 约 600 平方 米 , 不 同 规模 的 受 控 装 置 , 流 水 养 鱼 设施 等 ,实验 观测 极为 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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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我 站 与 所 本 部 只 有 一 箭 之 有 各, 同时 有 国家 重点 开放 实验 室 “ 淡 水 生态 和 生物 技术 ?先进 的 
仪器 设备 可 供应 用 ,可 以 进行 生态 过 程 和 机 理 方 面 的 深入 研究 。 站 上 亦 有 性 能 优良 的 显微镜 、 

解剖 镜 、 常 规 化 学 分 析 设备 ,并 有 一 台 先 进 的 LI 一 1800UW 辐射 仪 ,技术 力量 雄厚 。 学 部 委员 
刘 建 康 教 授 为 我 站 主要 学 术 带 头 人 ,在 他 几 十 年 的 辛勤 培育 下 ,已 形成 了 一 支 基 础 较 好 ,训练 

有 素 , 老 、. 中 、 青 相 结合 科研 队伍 。 我 站 工作 、 生 活用 房 宽 敞 ,交通 四 通 八 达 , 极 为 便利 。 

和 六、 管理 

站 的 管理 分 为 二 个 部 分 ,行政 管理 和 科研 管理 。 行政 管理 主要 依赖 挂靠 单位 。 科 研 活动 及 
数据 管理 一 方面 受 挂靠 单位 领导 ,另外 也 直接 受 CERN 科学 委员 会 的 领导 。 

七 、 国 际 合 作 

(1) 已 开展 的 合作 课题 :1983 年 起 与 日 本 京都 大 学 .东京 大 学 等 一 起 进行 了 “东湖 的 水 质 

管理 与 合理 的 渔业 生产 的 生态 学 研究 ”。1988 年 与 西 德 马 普 学 会 湖泊 研究 所 合作 研究 东湖 异 

养 细菌 生产 量 的 测定 。 

(2) 拟 开展 的 合作 课题 :与 美国 “长 期 生态 研究 网 络 ” 合 作 进行 湖泊 生态 系统 演变 趋势 和 模 

式 的 研究 ;与 以 色 列 Kinneret 湖沼 学 实验 室 合 作 研 究 养 鱼 与 水 质 之 间 的 关系 。 

联系 地 址 :湖北 省 武汉 市 玫 珈 山 

邮政 编码 :430072 

电 话 :(027)7868581 一 2145 

f€ H:(027)78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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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 湖泊 生态 系统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太湖 站 地 处 工农 业 发 达 , 人 口 比较 密集 的 长 江 下游 太 湖 流域 ,位 置 在 太湖 北部 梅 梁 湾 湾 

口 , 临 湖 。 站 区 海拔 高 度 10 米 , 地 下 水 位 约 2 米 。 站 址 120"13' 了 ,31"24'N。 行 政 区 划 属 江苏 省 

无 锡 市 大 浮 乡 吴 塘 村 。 

2. 自然 条 件 
本 站 临 太湖 , 属 水 域 生态 系统 站 ,站 区 为 黄 棕 壤 地 带 。 太 湖 是 我 国 五 大 淡水 湖泊 之 一 ,湖泊 

面积 2338 平方 公里 ,平均 深度 2 米 , 蓄 水量 44. 4 亿 立 方 米 , 湖 面 年 平均 水 位 2.8 米 , 水 位 变 幅 

0. 5 一 1.5 米 ,太湖 属 长 江水 系 , 湖 面 的 蒸发 量 约 22. 9 亿 立 方 米 。 本 区 属 北 亚热带 向 中 亚热带 

过 湾 的 东南 季风 气候 区 ,四季 分 明 ,无 霜 期 长 ,热量 充裕 ,降水 丰沛 。 年 平均 气温 14. 9 一 16. 

2C. 7 月 平均 气温 27. 7 一 28. 6C ,1 月 平均 气温 1. 7 一 3. 9 ,无霜期 220 一 246 天 ,年 降水 量 

1000~ 1400 毫米 ,年 平均 日 照 时 数 为 2000 一 2200 小 时 ,年 平均 总 辐射 量 为 110 一 120 FE/H 

ae 

3. 社会 经 济 状 况 

太湖 地 区 分 属 江苏 .浙江 和 上 海 两 省 一 市 ,土地 面积 352724 平方 公里 ,耕地 面积 1768 平 

方 公 里 ,也 是 我 国 的 重要 粮 产 区 。1984 年 总 人 口 3144 万 ,平均 人 口 密度 890 人 /公里 *, 相 当 于 

全 国人 口 密 度 的 9 倍 。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优越 ,本 区 近代 经 济 发 展 较 早 ,城市 与 工业 基础 较 好 ,是 我 

国 工 农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之 一 。 上 海 、 苏州 无锡、 常州 ̀  杭 州 . 嘉 兴 、 湖 州 等 一 系列 特大 及 大 中、 

小 城市 以 及 广大 农村 之 间 有 较 密 切 的 经 济 联系 ,加 上 众多 的 小 城镇 ,乡镇 企业 发 达 , 城 乡 经 济 

网 络 已 初步 形成 。 太 湖 地 区 工农 业 总 产值 1984 年 就 已 占 全 国 的 12.8% ,太湖 地 区 在 我 国 国 民 

经 济 的 建设 发 展 中 处 于 十 分 重要 的 战略 地 位 。 

二 \ 历 史 沿 革 

1986 年 经 中 国 科 学 院 批 准 ,筹建 太湖 站 。1986 年 经 过 多 次 论证 .站 址 选择 ,于 1988 年 正式 

建立 太湖 湖泊 生态 系统 研究 站 。 湖 泊 研 究 是 南京 地 理 与 湖泊 研究 所 的 主要 研究 方向 之 一 ,太湖 

站 着 重 于 基础 研究 和 综合 研究 ,与 目前 我 所 围绕 太湖 建立 的 东 太湖 水 域 农业 试验 站 和 天 目 山 

景观 生态 试验 站 一 起 形成 各 具 特 色 、 互 相 补充 的 湖泊 研究 综合 基地 。 

三 \ 研 究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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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本 站 的 任务 和 研究 方向 是 长 期 观测 和 积累 太湖 及 其 流域 的 资源 .生态 和 环境 资料 ,深入 研 

究 太 湖水 域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和 演 替 规律 ,研究 水 域内 以 及 水 一 土 , 水 一 气 界面 上 发 生 的 

能 量 流 和 物质 循环 过 程 ,研究 水 域 生 态 系统 中 的 物理 化学、 生物 过 程 以 及 人 类 活动 的 影响 , 探 

索 湖 油 富 营 养 化 和 水 环境 污染 的 机 理 和 整治 对 策 ,注重 运用 物理 实验 方法 的 数学 模拟 ,同时 开 

展 水 域 生 态 系统 优化 示范 试验 ,为 综合 开发 和 治理 利用 湖泊 资源 ,改善 湖泊 生态 环境 提供 科学 

依据 。 

2. 过 去 完成 的 研究 工作 

本 站 研究 工作 是 在 本 所 湖泊 研究 的 基础 上 进行 的 。 就 全 所 而 言 ,关于 太湖 及 其 流域 的 成 果 

已 达 40 多 项 , 占 全 所 成 果 的 12% , 获 国家 、 中 国 科 学 院 、 部 委 和 省 级 奖励 20 多 项 。 先 后 出 版 了 

《太湖 综合 调查 报告 《江苏 湖泊 志 》《 湖 泊 污 染 预 测 与 防治 规划 方法 》《 太 湖 ;) 等 专著 和 论文 

600 余 篇 。 

太湖 站 建立 以 后 ,相继 完成 了 “太湖 水 质 监测 ”“ 太 湖 主 要 物理 特征 的 数学 模型 ”>“ 无 锡 马 

迹 山 饮用 水 水 源 水 质 净化 物理 和 生态 工程 试验 >”“ 太 湖 生 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 无 锡 梅 园 水 

厂 拦 藻 工 程 (水 质 净化 试验 )”, 发 表 论 文 共 计 20 余 篇 。 

3. 正 在 进行 的 研究 工作 

在 本 站 开展 的 工作 主要 有 太湖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 功 能 ;太湖 富 营养 化 机 理 研 究 和 治理 技 

术 ; 太 湖 光 湿 的 数学 模型 与 初级 生产 力 ; 太 湖 生 态 管理 模型 研究 ;饮用 水 水 源 水 质保 护 的 生态 

工程 试验 ;太湖 大 型 水 生 植 物 恢复 试验 ;渔业 养殖 对 水 环境 的 影响 等 多 项 。 

常规 监测 范围 为 太湖 北 区 梅 梁 湾 水 域 ,面积 约 120 平方 公里 。 长 期 监测 项 目 包 括 : 

1) 气 象 \ 水 文 要 素 ( 主 要 包括 气温 ,湿度 .风向 风速、 蒸发. 日照 .辐射 ,水 位 水温); 

2) 水 质 理化 要 素 ( 主 要 包括 pH, HS. BFL BE. COD, DO, BOD, NO, —-N,NO;—N, 

NH4 一 NTP 叶绿素 a); 

3) 水 生生 物 要 素 ( 主 要 是 藻类 种 类 浓度 ,浮游 动物 种 类 浓度 ,初级 生产 力 )。 

四 .学术 队伍 

湖泊 生态 研究 是 一 个 综合 性 学 科 , 它 涉及 到 物理 (水 文 与 气象 )、 水 化 学 .水生 生物 等 学 科 ， 

分 别 有 学 术 带 头 人 :研究 员 2 人 , 副 研 究 员 1 人 ,高 级 工程 师 1 人 , 另 有 客座 研究 员 2 名 。 

本 站 有 固定 研究 人 员 11 人 。 其 中 ,研究 员 2 人 (物理 气象) , 副 研究 员 1 人 (生物 ) ,高 级 工 

程 师 1 人 (化 学 ) , 助 研 1 人 (化 学 ) ,工程 师 2 人 (水 文 ̀. 气 象 )。 博 士 毕 业 生 1 人 (气象 ) ,硕士 毕 

WA 2 人 (生物 .生态 ) ,本 科 毕 业 生 1 人 (生物 )。 

客座 研究 人 员 平 均 每 年 约 10 人 到 站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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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E sa a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 施 

本 站 占 地 14400 平方 米 , 有 工作 楼 与 生活 用 房 楼 各 1 座 , 总 建筑 面积 1480 平方 米 , 有 生活 

用 房 31 间 。 大 、 小 会 议 室 和 报告 厅 4 个 ,家 属 宿舍 2 套 , 集 体 宿 舍 5 间 ,可 接待 50 一 60 位 客座 

”研究 人 员 。 

2. 研究 工作 设施 

有 一 般 实 验 楼 和 生态 实验 室 各 1 座 , 总 建筑 面积 400 平方 米 。 一 般 实验 室 包 括 化 学 、 生 物 、 

水 文 气象 、 微 机 等 实验 室 15 间 。 生 态 实验 室 80 平方 米 , 可 开展 人 工控 制 条 件 下 生物 生态 实验 

THE. 此 外 ,在 临 站 湖 中 浮 凌 山 小 岛 (300 平方 米 ) 上 建 有 观测 铁塔 2 座高 30 米 , 湖 中 有 观测 平 

台 1. 座 ,面积 9 平方 米 。 站 上 目前 有 水 文 .气象 .水 化 学 .生物 等 方面 常规 观测 和 分 析 仪 器 ,并 配 

有 考察 快艇 2 AB. 

和 六、 管理 

本 站 为 站 长 负责 制 ,隶属 于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理 与 湖泊 研究 所 管辖 。 为 研究 室 编制 ,现任 
站 长 蔡 启 铭 ( 研 究 员 ) ,本 站 未 设 专职 行政 人 员 , 有 2 名 科研 人 员 在 站 长 领导 下 分 工 负责 台 站 行 
政 管理 工作 ,其 他 人 员 按 课题 开展 研究 工作 。 在 站 长 领导 下 有 专人 负责 数据 管理 工作 。 

+t. AREAS fF 

建站 以 来 ,本 站 已 与 奥地利 .荷兰 德国、 丹麦、 日 本 .美国 等 国家 开展 了 交流 和 合作 研究 。 

目前 开展 的 有 三 项 国际 合作 计划 : 

(1) 与 奥地利 科学 院 湖 泊 研 究 所 合作 开展 “太湖 主要 理化 特性 与 湖泊 初级 生产 力 研 究 ”。 每 

年 有 奥地利 学 者 来 站 工作 , 约 1~1.5 人 月 次 。 
《2) 与 荷兰 科学 院 生态 研究 所 合作 开展 “太湖 主要 理化 特性 与 湖泊 初级 生产 力 研 究 ” 的 研 

究 , 每 年 有 荷兰 科学 家 来 站 工作 1 人 月 次 。 

《3) 由 欧 共 体 资助 ,中 国 与 丹麦 合作 开展 “饮用 水 水 源 水 质保 护 生 态 工程 ?> 项目, 已 开始 在 

太湖 实施 。 

联系 地 址 :江苏 省 南京 市 北京 东 路 73 号 
邮政 编码 :210008 

FH 8396-8: (025)7712018 

f€ $H:(025)77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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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 湾 海 洋 生 态 系统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 目 然 环 境 与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胶州 湾 海 洋 生 态 系统 研究 站 隶属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海 洋 研 究 所 ,其 坐落 于 胶州 湾 湾 口 南 岸 , 青 

岛 市 经 济 技术 开发 区 薛 家 岛 镇 郊区 , 即 120"17' 卫 ,36*01'N ,海拔 高 度 为 2 米 。 是 一 个 能 同时 进 

行 自然 生态 和 实验 生态 学 的 监测 .调查 实验、 研究 和 示范 的 .对 外 开放 的 综合 研究 基地 。 

2. 自然 条 件 

胶州 湾 位 于 黄海 中 部 沿岸 , 属 暖 温带 季风 型 气候 ,又 兼 海洋 气候 特点 ,温和 湿润 ,四 季 分 

BA. 年 平均 气温 12.2C , SIRS. 8 月 平均 25. 5C， 冬 无 严寒 ,1 月 平均 温度 为 二 1.2C 8 

量 较 充沛 ,年 平均 降水 量 为 775. 6 毫米 ; 光 能 资源 丰富 ,年 太阳 总 幅 射 为 484 一 515 FRE 

厘米 ,总 日 照 时 数 为 2400 一 2650 小 时 ,无霜期 为 200 一 240 天 。 胶州 湾 腹 大 口 小 , 似 扇 形 , 湾 口 

仅 3. 0 平方 公里 。 水 阔 滩 平 , 总 面积 为 400 平方 公里 ,滩涂 达 135 平方 公里 ,平均 水 深 7 米 ,最 

RIK 70 米 ,大 部 分 不 超过 5 米 。 海 底 沉 积 类 型 以 粘土 质 粉 砂 面 积 最 大 ,其 有 机 质 含量 较 高 ,为 

0. 38% 一 1. 91% 。 胶 州 湾 水 温 适 中 ,季节 变化 明显 ,8 月 最 高 ,平均 25.0 一 27. 3C ,2 月 最 低 ， 

平均 2. 3 一 3. 3C ERA ABE.W 31.5~32.4 ;潮汐 为 正规 半日 潮 , 平 均 潮 差 为 2.7 米 ， 

最 大 潮 差 达 6. 87 米 ; 潮 流 为 往复 半日 潮 ; 胶州 湾 与 黄海 水 交换 情况 较 好 , 半 交 换 周期 为 5 天 。 

胶州 湾 海 水 溶解 氧 含量 丰富 ,绝对 含量 为 每 升 4. 41 一 7. 75 毫升 ;pH 稳定 ,在 8. 16 一 8. 27 之 

间 ,营养 盐 含 量 较 高 ,磷酸 盐 为 每 立方 米 6. 8 一 38. 0 毫克 磷 ,总 无 机 氮 来 源 丰 富 ,为 每 立方 米 

43 一 77 毫克 氮 .胶州 湾 初 级 生产 力 较 高 ,每 平方 米 每 天 为 503 毫克 碳 , 新 生产 力 每 平方 米 每 天 

为 10 一 100 毫克 碳 。 胶州 湾 水 域 生 物种 类 较 多 , 丰 度 大 ,其 中 浮游 生物 和 底 栖 生 物 数量 比邻 近 

水 域 高 数 倍 , 因 此 ,饵料 基础 雄厚 ,是 多 种 海洋 经 济 动物 栖息 、 繁 衍 、 育 幼 和 成 长 的 场所 。 总 之 ， 

胶州 湾 自 然 条 件 优越 ,生物 繁茂 ,水 域 生产 力 高 ,具有 黄 潮 海 沿 岸 水 域 环 境 特征 和 生物 区 系 类 

型 特点 ,是 一 个 典型 的 温带 半 封 闭 .中 型 浅海 湾 ,是 一 个 相对 独立 的 海湾 生态 系统 。 

青岛 市 环 胶州 湾 而 建 , 青 岛 市 工农 业 的 高 速 发 展 给 胶州 湾 的 生态 环境 带 来 巨大 的 冲击 , 致 

使 其 生态 环境 受 损 , 诱 发 生态 环境 发 生 了 局 部 退化 。 因 此 ,胶州 湾 不 仅 是 进行 海湾 生态 系统 结 

构 与 功能 研究 的 理想 水 域 , 而 且 也 是 探讨 人 类 活动 的 影响 ,进行 受 损 或 退化 生态 系 的 恢复 和 重 

建 研究 及 生态 工程 建设 优化 模式 示范 的 优良 场所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 

胶州 湾 站 所 在 地 薛 家 岛 镇 三 面 环 海 , 西 接 青 岛 市 开发 区 的 行政 中 心 . 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试验 

区 和 青岛 保税 区 , 北 邻 前 湾 港 , 东 与 青岛 市 老 市 区 隔 海 相 望 ,是 青岛 市 经 济 技术 开发 区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具有 以 橡胶 制品 .机 械 制 造 为 主体 的 工业 体系 ,房地产 业 发 达 , 风 景 秀丽 ,是 国家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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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的 旅游 开发 区 。 水 产 资源 丰富 ,盛产 海洋 鱼 ̀ . 贝 和 营 类 ,更 是 鲍鱼 ,海参 和 扇贝 等 海 珍品 的 集 

中 产地 。 该 区 投资 环境 日 至 完善 ,又 享有 许多 优惠 政策 ,有 着 广阔 的 发 展 前 景 。 

=. ARs 

胶州 湾 站 始 建 于 是 1981 年 ,当时 名 为 "中国 科 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黄 岛 海水 养殖 试验 场 ”, 主 

要 从 事 海 水 养殖 实验 和 示范 。1986 年 为 适应 所 承担 的 国家 和 科学 院 下 达 的 “胶州 湾 环 境 、 资 源 

调查 和 鱼 虾 放流 增殖 实验 ”等 “七 五 ?攻关 项 目的 需要 ,扩建 .并 改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黄 岛 增 养 殖 实验 站 ”;1991 年 纳 为 中 国 科学 院 “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三 :研究 工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胶州 湾 站 的 研究 方向 和 主要 任务 是 : 按 统一 的 指标 体系 对 胶州 湾 及 邻近 海域 的 生态 、 环 境 

和 资源 基本 要 素 的 动态 进行 长 期 .定时 、 定 点 的 监测 ,以 积累 连续 的 时 间 序 列 基 础 资料 ,预测 演 
变 方向 ,为 生态 环境 问题 的 决策 提供 科学 依据 ;运用 信息 系统 对 数据 进行 科学 管理 ,参与 网 络 

内 外 资料 的 交流 与 共享 ,并 积 级 参加 中 ,大 扩 度 帮 至 全 球 范围 的 生态 环境 问题 的 研究 ;对 胶州 

湾 生 态 系统 结构 与 功能 进行 深入 的 研究 ,探讨 其 能 流 、 物 流 规 律 ,着 重 开展 水 域 生 产 力 和 营养 
动力 学 研究 ,探讨 生物 生产 过 程 机 理 , 估 测 该 水 域 可 更 新 资源 的 生产 潜力 ,寻求 提高 水 域 生产 
力 ,促进 可 更 新 资源 持续 利用 的 调控 措施 ;研究 本 地 区 工农 业 飞 速 发 展 与 该 生态 系统 的 关系 ， 

即 进 行 自然 一 社会 一 经 济 复合 生态 系统 研究 ,探讨 在 胁迫 条 件 下 该 生态 系统 的 演 替 规律 ,寻求 

经 济 、 社 会 与 生态 环境 协调 发 展 的 途径 ;进行 海洋 水 产 农 , 牧 化 实验 ,为 中 国 北方 海域 水 产 资源 
增 养 殖 生态 工程 提供 优化 示范 模式 。 

2. 研究 工作 

胶州 湾 生 态 环境 方面 的 工作 有 较 好 的 基础 , 早 在 30 年 代 就 开展 了 胶州 湾 及 近海 的 综合 调 
AE, 50~60 年 代 ,又 陆续 进行 了 水 文 、 化 学 地质、 生物 .生态 和 环境 等 方面 的 调查 研究 ,积累 了 
大 量 宝贵 的 历史 资料 ,取得 了 一 系列 成 果 。 特 别 是 80 年 代 ,胶州 湾 站 参加 了 国家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下 达 的 攻关 课题 ;青岛 附近 海岸 带 和 海 涂 资 源 综 合 调查 ”>,“ 胶 州 湾 海洋 环境 及 资源 调查 和 鱼 
虾 苗 放 流 增 养殖 实验 ?,“ 胶 州 湾 水 产 开发 技术 研究 ”,“ 灵 山 岛 开发 可 行 性 调查 及 开发 方案 的 研 
究 ”,“ 灵 山 岛 资源 综合 调查 ”等 ,对 胶州 湾 及 邻近 水 域 的 生物 资源 .生态 与 环境 问题 进行 了 多 
年 .多 学 科 的 综合 调查 ,积累 了 长 达 10 多 年 的 历史 系列 资料 。 这 些 调查 研究 对 其 环境 特点 、 生 
物 组 成 、 群 落 结构 、 优 势 种 种 群 动态 和 资源 状况 及 水 域 生 产 力 等 有 较 深 入 的 研究 和 了 解 ,取得 
了 一 系列 成 果 。 自 1983 年 以 来 ,在 胶州 湾 开 展 了 鱼 、. 虾 资源 增殖 放流 实验 研究 ,这 是 海洋 农 牧 
化 实验 与 示范 ,也 是 对 资源 结构 和 生态 系统 调控 的 尝试 。 曾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 六 五 ?攻关 奖 。90 年 
代 初 又 参加 并 完成 了 “胶州 湾 水 域 生 产 力 的 基础 研究 ”,“ 胶 州 湾 海 域 菲 律 宾 蛤 仔 资 源 调 查 ” 和 
“胶州 湾 及 近海 油 溢 污 染 范围 的 数值 预测 ”等 研究 已 通过 鉴定 ,其 中 有 的 领域 已 达到 国际 先进 

121 



水 平 。 另 外 ,胶州 湾 站 在 实验 生态 和 海洋 水 产 养殖 关键 技术 的 研究 和 示范 方面 取得 很 大 成 就 ， 

其 中 "对 是 在 全 人 工 化 育苗 及 其 控制 技术 研究 ”荣获 国家 科技 进步 一 等 奖 ， 政 鲜 大 规模 人 工 培 
苗 技 术 的 研究 ”荣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和 山东 省 科技 进步 二 等 奖 。 

据 不 完全 统计 ,胶州 湾 站 与 有 关 研 究 室 科技 人 员 完 成 关于 胶州 湾 水 域 研究 重大 项 目 4 项 ， 

发 表 论 文 40 余 篇 ,并 出 版 了 专著 一 “胶州 湾 生 态 学 与 生物 资源 ” .胶州 湾 工作 共 获 奖 8 项 次 ,其 
中 国家 奖 1 项 ,科学 院 奖 4 项 ,省 市 奖 3 项 。 

“ 八 五 ?期 间 胶州 湾 站 承担 了 中 国 科学 院 重大 应 用 项 目 “ 胶 州 湾 水 产 农 牧 化 技术 及 生态 调 

控 研 究 ”; 在 中 国 科学 院 重大 基础 项 目 “ 我 国 主要 类 型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与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的 

研究 ”中 承担 了 “胶州 湾 基 本 图 鉴 编 绘 2 和 “胶州 湾 现 存 数据 的 整编 ”等 课题 , 自 1991 年 起 ,开始 

执行 “胶州 湾 生 态 环境 监测 ”课题 ,按照 网 络 所 制订 的 指标 体系 对 胶州 湾 生 态 环境 要 素 进行 定 
时 、 定 点 的 多 学 科 综合 监测 ,至今 已 完成 14 个 航次 的 调查 ,内 容 主要 包括 水 文 \ 化 学 地质、 初 

级 生产 力 、 新 生产 力 、 微 生物 .浮游 生物 、 底 栖 生物 及 游泳 生物 等 近 40 余 项 。 今 年 完成 了 国家 基 

金 项 目 “ 胶 州 湾 初 级 生产 力 结构 与 新 生产 力 研 究 ”, 在 某 些 方面 不 仅 填 补 了 我 国 的 空白 ,还 有 所 
创新 。 新 近 举 行 学 术 讨 论 会 ,总 结 了 近 几 年 的 成 果 , 新 的 专著 不 久 将 面世 。 

FAB ME 

BENE DA RAR RES SO A te BM A A oe Se] ACA 14 人 ,客座 人 

员 30 人 ,其 年 龄 和 知识 结构 合理 ,固定 人 员 现 有 高 级 职称 的 8 人 ,中 青年 研究 人 员 7 人 。 其 学 
科 组 成 配套 ,专业 齐全 ,包括 :海洋 气象 .水文 、 海 洋 物 理 、 海 洋 化 学 海洋 仪器 .生物 4 资源 、 环 
境 、. 生 态 、. 生 物 海洋 学 等 .各 学 术 带 头 人 都 在 本 学 科 从 事 多 年 工作 ,有 较 高 的 学 术 水 平和 丰富 经 

验 , 正 主持 站 的 实验 室 和 研究 课题 .其 学 术 委 员 会 成 员 更 是 由 在 学 术 上 有 较 高 造 训 的 中 外 科学 

家 组 成 。 

五 、 工 作 条 件 

1. 研究 设施 

胶州 湾 站 占 地 10 多 公顷 ,其 中 水 面 6.7 余 公 硕 。 已 建 多 个 实验 室 , 基 本 具备 进行 海上 调 

查 、 观 测 、 室 内 分 析 、 测 试 和 进行 实验 生态 学 研究 .养殖 .中 试 . 示 范 用 的 设施 、 仪 器 .设备 。 其 中 

海洋 所 提供 “金星 二 号 ?综合 调查 船 (1100 吨 ) ,站 有 AA 一 11 自动 分 析 仪 、721 和 751 分 光 光 度 

计 、 红 外 二 氧化 碳 分 析 仪 .印刷 海流 计 ̀ 盐 度 计 和 多 台 高 级 生物 显微镜 等 .还 可 使 用 海洋 所 中 心 

室 等 研究 室 的 大 型 仪器 。 实 验 生 物 学 方面 有 生物 饵料 培育 实验 室 . 虾 贝 培育 实验 室 和 鱼 类 培育 

实验 室 ,设施 比较 完备 ,有 供 热 、 供 水 、 供 气 、 供 电 和 冷冻 设备 。 室 内 有 大 小 不 等 的 养殖 用 水 池 ， 

水 域 近 800 米 ,可 进行 海洋 生物 的 培养 .生理 、 实 验 生 态 .遗传 育种 方面 的 研究 。 室外 有 多 个 不 

同 规格 的 实验 池 ,可 进行 海洋 生物 养殖 .中 试 、. 推 广 . 示 范 研究 ,还 可 进行 混 养 和 受 控 生 态 系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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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 设施 

胶州 湾 站 有 宿舍 、 食 堂 等 生活 建筑 。 有 一 辆 1.5 吨 的 农用 汽车 。 交 通 方 便 , 经 济 技术 开发 

区 与 青岛 市 老 市 区 隔 胶 州 湾 相 望 ,有 轮渡 、 环 湾 公 路 .铁路 和 直 升 飞 机 直通 开发 区 .胶州 湾 大 桥 

和 海底 隧道 不 久 将 兴建 ,建成 后 交通 将 更 加 便利 。 有 公路 和 水 路 与 站 相通 。 

六 、 管 理 

胶州 湾 站 是 CERN 的 定位 研究 站 之 一 ,并 隶属 于 中 国 科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 因 此 ,研究 工作 

受 CERN 和 海洋 研究 所 的 双重 领导 ,承担 CERN 的 研究 项 目 和 数据 管理 工作 ,各 课题 纳入 海 

洋 所 统一 管理 。 行政 上 受 海洋 所 管理 ,实行 学 术 委 员 会 指导 下 的 站 长 负责 制 。 学 术 委员 会 掌握 

建设 方案 .研究 方向 .课题 审定 和 研究 成 果 的 评审 。 站 长 全 面 负责 ,各 副 站 长 协助 站 长 作 好 工 

作 。 胶 州 湾 站 实行 开放 、 流 动 . 联 合 的 运行 机 制 ,欢迎 网 络 内 外 的 学 者 来 站 工作 。 

站 成 立 研究 管理 组 负责 站 的 研究 工作 ,申请 课题 ,执行 计划 ,总 结 工 作 。 站 下 设 若 干 实验 室 

和 课题 具体 负责 实施 。 
站 成 立 数据 管理 组 负责 站 的 数据 管理 工作 ,执行 数据 管理 及 QA/QcC 的 条 例 实施 ,落实 质 

量 保证 计划 的 执行 ,保证 其 数据 的 采集 ,存档 ,按时 输送 到 有 关 分 中 心 和 综合 中 心 ,执行 数据 共 
享 政策 。 

站 成 立 技 术 管理 小 组 负责 承担 常规 观测 、 分 析 任 务 ,数据 采集 的 质量 控制 和 仪器 的 检查 维 
护 : 

七 、 国 际 合作 

胶州 湾 站 正 积 极 加 强 与 国外 的 合作 研究 ,和 有 关 研 究 室 的 科技 工作 者 一 起 正 与 德国 合作 
进行 海洋 生态 环境 监测 对 比 研究 ,其 中 赤潮 方面 的 合作 研究 已 取得 较 大 进展 .站 科技 工作 者 已 

参加 国际 间 IGBP 研究 计划 中 JGOFS 和 LOICZ 项 目 及 PICES HALA FHA EF ,将 对 中 
大 尺度 范围 的 生态 、 环 境 问题 作出 贡献 。 

联系 地 址 :山东 省 青岛 市 南海 路 7 号 
邮政 编码 :266071 

电 。 话 :(0532)2891114 

传 H:(0532)287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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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亚 湾 海 洋 生 物 综合 试验 站 

一 、 地 理 位 置 与 自然 .社会 经 济 条 件 

1. 地 理 位 置 

大 亚 湾 生态 站 位 于 广东 省 深圳 市 龙岗 区 南澳 镇 东山 三 角 山 。 地 理 位 置 为 114"31 36' 正 ,22 
Sa. gO NE 

2. 自然 条 件 

大 亚 湾 是 一 个 半 封 闭 的 海湾 水域 面积 523 平方 公里 ,海拔 36 米 。 

大 亚 湾 是 典型 的 亚热带 海湾 生态 系统 类 型 的 海湾 ,上 且 具有 热带 生境 特色 和 多 样 性 的 特点 。 

主要 有 水 域 生 态 系 统 、 核 电站 热 排水 生态 系统 、 珊 瑚 群生 态 系统 、 红 树林 生态 系统 、 海 草场 生 态 

系统 、 滩 涂 生态 系统 、 岩 礁 生 态 系统 ,这 许多 各 有 特色 的 生态 系统 则 由 水 域 生 态 系 互 相 沟通 。 

大 亚 湾 四 周 陆地 生态 类 以 乔木 林 为 主 , 占 67.3% 、 耕 地 生态 类 占 26. 22% ， 区 内 植被 覆盖 

7A 69.04%, 

大 亚 湾 的 年 平均 气温 为 22. 9C ,属于 热带 和 亚热带 类 型 的 气候 。 

3. 社会 经 济 状况 

大 亚 湾 周围 区 域 属 于 三 个 县 管辖 。 其 东边 属于 惠 东 县 范围 , 近 几 年 经 济 发 展 平缓 ,该 县 经 

济 主要 以 渔业 为 主 ,其 中 包括 捕捞 业 和 养殖 业 。 大 亚 湾 北 部 包括 惠阳 县 的 澳 头 镇 和 震 消 镇 成 立 

的 大 亚 湾 市 ,该 市 人 口 将 发 展 到 130 万 以 上 ,并 将 成 为 石油 化 工 基 地 。 输 油 码 头 正在 建设 中 ， 

有 些 岛屿 被 炸 。 大 亚 湾 的 西部 作为 深圳 市 海水 养殖 基地 , 现 有 的 养殖 鱼 类 有 真 钢 、 黑 钢 、 石 斑 鱼 

网 箱 养 殖 。 养 殖 的 贝 类 有 珍珠 贝 . 扇 贝 和 贻 贝 。 对 虾 有 新 对 虾 等 数 种 对 是 养殖 ,许多 滩涂 的 红 

树林 已 被 破坏 变 为 养 虾 塘 。 大 亚 湾 西南 面 的 核电 站 已 经 建成 ,并 开始 运转 ,总 的 装机 容量 为 
180 千瓦 。 随 着 大 亚 湾 周围 经 济 的 发 展 ,出 现 数量 相当 多 的 砖 场 和 养 鸡 场 。 造 成 水 土 流失 及 加 

重 海湾 有 机 质 污染 。 

二 \ 历 史 沿 革 

大 亚 湾 生 态 站 于 1984 年 8 月 开始 筹建 ,1989 年 10 月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广州 分 院 批准 正式 成 

建站 时 站 的 名 称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亚 湾 海湾 生产 力 实验 站 ,当时 建站 的 目的 是 为 了 完成 院 

“六 五 ”重点 课题 “大 亚 湾 环 境 , 水 域 生 产 力 及 资源 增殖 研究 ”。 

该 站 于 1991 年 6 月 5~ 7 日 在 深圳 市 进行 开放 站 的 评审 ,并 通过 了 评审 ,于 同年 11 A 

经 中 国 科 学 院 正 式 批准 成 为 院 的 开放 站 。 改 名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海 海洋 研究 所 大 亚 湾 海 洋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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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试验 站 。 
1990 年 10 月 ,中 国 科 学 院 召开 野外 台 站 会 议 ,大 亚 湾 站 纳入 中 国生 态 系统 研究 网 络 。 并 

承担 了 院 重大 基础 研究 项 目 “ 我 国 主 要 类 型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和 提高 生产 力 途 径 的 研究 ”的 

三 级 课题 :大亚湾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及 优化 示范 模式 研究 等 研究 课题 。 

三 、 研 究 工 作 

1. 研究 方向 和 重点 

站 的 研究 方向 是 :大 亚 湾 生 态 系统 结构 和 功能 及 人 类 活动 对 其 结构 和 功能 演变 规律 研究 。 

近期 研究 重点 : 考虑 到 大 亚 湾 北 部 石油 化 工厂 正在 建设 中 ,以 及 大 亚 湾 核电 站 已 经 发 电 ， 第 

一 ,着 重 解 决 石油 烃 类 含量 的 变化 对 海湾 生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的 影响 ;第 二 ,大 亚 湾 邻近 水 域 生 

态 系统 结构 、 功 能 的 演变 规律 ;第 三 ,解决 增 养 殖 水 域 环 境 调 控 问 题 ,并 建立 优化 模式 。 
“六 五 ?期 间 我 所 承担 院 重点 课题 一 大 水 面 水 产生 产 农 牧 化 ”, 开 展 “ 大 亚 湾 环 境 \ 水 域 生 

产 力 及 资源 增殖 的 研究 .为 了 完成 此 项 研究 任务 ,于 1984 年 4 EKA KRALL Ss = 

角 山 为 站 址 ,并 于 同年 8 月 着 手 筹建 大 亚 湾 海湾 生产 力 实 验 站 。 与 此 同时 ,积极 开展 大 亚 湾 环 
境 和 水 域 生产 力 等 多 学 科 的 本 底 调查 ,并 进行 罗 非 鱼 驯化 放流 增殖 , 柯 江 现 海 湾 扇 贝 的 养殖 

” 等 专项 研究 。 
“七 五 ?期 间 进行 大 亚 湾 水 域 生产 力 综合 开发 利用 及 水 产生 产 力 合理 结构 模式 研究 ,提出 

大 亚 湾 生 态 系统 模型 和 增 养 殖 并 列 型 的 合理 结构 模式 。 该 课题 于 1991 年 9 月 7 日 通过 院 验 

收 , 其 中 有 多 项 成 果 达 到 国际 先进 水 平 。 其 中 珍珠 多 倍 体育 种 达到 国际 先进 水 平 , 罗 非 鱼 放流 
养殖 已 达到 国际 先进 水 平 , 石 斑 鱼 的 免疫 研究 达到 国内 领先 水 平 。 

开放 站 的 基金 课题 20 多 项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课题 均 已 完成 。 发 表 100 多 篇 论文 。 获 奖项 目 

mF: 
(1) 大 亚 湾 环 境 水 域 生 产 力 及 资源 增 养 殖 研究 ， 获 1988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广州 分 院 科技 进步 

一 等 奖 ,1988 年 广东 省 自然 科学 三 等 奖 。 
《2) 珍 珠 贝 属 遗 传 研究 ，1987 年 获 中 国 科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3) 珍 珠 贝 多 倍 体育 种 研究 ，1993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进步 三 等 奖 。 

《4) 石 斑 鱼 免疫 研 究 ，1992 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广州 分 院 科 技 进步 二 等 奖 。 
(5) 大 亚 湾 环 境 与 资源 , 获 1990 年 华东 地 区 科研 图 书 一 等 奖 。 

已 出 版 的 专著 和 论文 集 : 

大 亚 湾 环境 与 资源 ,1989 , 徐 恭 昭 等 ,安徽 科技 出 版 社 ; 大 亚 湾 鱼 类 图 志 ,1993, 徐 恭 昭 等 ， 
安徽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 珍珠 种 苗 生物 学 ,1992, 金 启 增 等 ,海洋 出 版 社 ; 南海 甲 藻 (一 ) ,1993， 
林 永 水 等 ; Proceedings on Marine Biology of South China Sea, 1988, Ed. Xu Gongzhao &. Bri- 

an Morton. China Ocean Press;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anl Conference on Marine 

Biology of the Souuth China sea. 1995， 世 界 图 书 出 版 社 。 

在 大 亚 湾 生 态 站 进行 的 研究 课题 有 :中 国 科 学 院 “ 八 五 ”重大 课题 “大 亚 湾 生态 系统 结构 和 

功能 及 优化 示范 模式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重 大 应 用 课题 : "大亚湾 增 养殖 生物 技术 及 环境 调控 研 

究 ”, 以 及 开放 站 申请 的 10 个 项 目 课 题 。 主 要 有 下 面 几 个 方面 的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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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亚 湾 水 域 生 态 系统 的 结构 和 功能 的 研究 。 大 亚 湾 生 物资 源 与 环境 的 本 底 调 查 研 究 

(重点 在 大 鹏 湾 ) 和 GIS 系统 的 建立 ; 大 亚 湾 生态 系统 的 食物 链 结构 研究 ; 大 亚 湾 生态 系统 结 

构 的 研究 ; 大 亚 湾 生 态 系统 中 的 碳 、 氮 、 磷 的 循环 及 其 与 生产 力 的 关系 ; 生物 群落 的 更 换 和 种 

群 结构 与 补充 规律 的 研究 ; 各 级 生产 力 与 转换 率 的 研究 ; 水 域 、. 潮 间 带 ̀. 红 树林 和 岩礁 (珊瑚 
生物 群落 ) 等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 海流 及 水 文 动力 学 的 研究 。 

《2) 人 类 活动 对 大 亚 湾 生态 系统 结构 和 功能 的 影响 。 大 亚 湾 核 电站 热 排水 对 大 亚 湾 生 态 

系统 结构 的 影响 及 其 利用 途径 的 研究 ; 核电 站 含 氯 热 排水 的 生态 学 效应 ; 放射 性 核 素 的 分 
布 、 积 累 和 转移 的 研究 ; 大 亚 湾 石油 烃 的 生物 效应 。 

(3) 大 亚 湾 增 养殖 环境 及 优化 模式 研究 。 养 殖 水 质 环境 优化 模式 研究 ; 贝 类 等 增 、 养 殖 高 

产 示 范 , 及 其 优化 模式 。 
(4) 其 他 。 海湾 生态 系统 的 指标 体系 ; 海湾 生态 系统 规范 汇编 。 “一 

FARE 

大 亚 湾 生 态 站 设置 如 下 的 学 科 组 : 
(1) 海 洋 自然 生态 学 ,包括 海洋 微生物 ,海洋 浮游 植物 .海洋 浮游 动物 ,海洋 底 栖 植物 、 海 

洋 底 栖 动物 ,海洋 游泳 动物 。 
(2) 海 洋 实 验 生态 学 ,主要 有 鱼 类 ,是 类、 贝 类 、 薄 类 等 实验 生态 学 。 

(3) 海 洋 生 理 生 态 学 ,主要 有 海洋 生态 系统 中 的 饵料 转换 率 、 能 量 转换 率 、 食 物 网 中 各 有 

关 物 质 流 的 转换 等 。 P, 
C4) RBCS ,主要 有 作用 于 海洋 生态 系统 化 学 要 素 的 观测 和 分 析 。 

《5) 物 理 环境 ,作用 于 海洋 生态 系统 的 主要 物理 要 素 的 观测 和 分 析 。 
站 的 学 术 委员 会 由 国内 外 知名 专家 15 人 组 成 。 在 站 固定 研究 人 员 21 人 ,客座 研究 人 员 

60 人 。 

五 .工作 条 件 

1. 生 活 设施 

CARLES 4 套 ,面积 260 平方 米 ,有 招待 所 18 间 ,面积 470 平方 米 。 新 增加 的 专家 招 

待 所 24 间 ,面积 700 平方 米 和 会 议 室 面 积 200 FAK, ARES 20 平方 米 , 配 套 变压器 100 F 

瓦 , 并 配 有 发 电机 50 FEL. A 80 米 的 深水 井 1 口 , 配 有 60 立方 米 的 水 塔 , 餐厅 2 间 , 面 积 220 

平方 米 ; 

2. 研究 工作 设备 

鱼 类 实验 室 ,面积 360 平方 米 。 贝 类 实验 室 ， 面积 495 平方 米 。 单 胞 藻 培 养 房 ,面积 105 平 

方 米 。 简 易 贝 类 育苗 池 ,148 立方 米 水 域 。 生 态 实 验 室 21 间 , 面 积 700 FAK. RRA. HR 

80 平方 米 。 淡 水 养殖 实验 池 ,面积 2664 平方 米 。 海 水 养殖 实验 池 ,面积 13000 平方 米 。 贝 类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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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竹 管 5 个 ,面积 460 平方 米 。 浮 子 贝 类 养殖 区 ,面积 13000 平方 米 。 

7X、 管 理 

大 亚 湾 站 学 术 委员 会 由 国内 外 知名 学 者 15 人 组 成 ,设立 学 术 委员 会 主任 ,. 副 主任 各 1 A. 
大 亚 湾 站 领导 班子 由 站 长 和 四 位 副 站 长 组 成 ,并 设 业 务 秘书 1 人 。 

学 术 委 员 会 主任 : 负责 本 站 学 科 发 展 和 重大 的 学 术 活 动 
站 长 : 负责 本 站 的 全 面 工 作 
常务 副 站 长 :主持 本 站 的 日 常 工作 和 研究 系统 的 管理 工作 。 
业务 副 站 长 : 分 别 负责 本 站 的 技术 ,监测 系统 和 数据 ,资料 信息 系统 的 管理 工作 

行政 副 站 长 : 负责 本 站 的 生活 和 后 勤 管理 工作 

七 、 国 际 与 国内 合作 

近年 来 我 站 重视 与 国际 和 国内 一 些 海洋 研究 机 构 和 学 者 的 联系 ,加 强 学 术 交 流 和 合作 研 

究 ,1993 年 4 月 我 站 成 功 地 主持 召开 了 第 二 届 国 际 南海 海洋 生物 学 讨论 会 ,出 席 会 议 的 代表 

来 自 中 国 、 美 国 、 英 国 等 国 及 香港 、 台 湾 等 地 区 。 

根据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海 海洋 研究 所 、 英 国威 尔 士 大 学 海洋 学 院 和 香港 大 学 太古 海洋 研究 所 

三 方 共同 签署 的 合作 与 交流 协议 ,1992 年 以 来 ,我 站 与 上 述 两 个 机 构 每 年 三 方 均 互 派 学 者 到 

对 方 进行 学 术 访 问 和 合作 研究 。 

1991~1992 年 我 站 与 前 苏联 海洋 生物 研究 所 合作 开展 “ 西 太平 洋 牡 明 、 贻 贝 自然 群体 和 

养殖 群体 的 形态 发 生 和 遗传 ”的 研究 。 

1992~1996 年 我 站 与 美国 加 州 大 学 长 滩 分 校 合 作 开展 “大 亚 湾 石油 烃 存 在 形式 和 生物 效 

应 ?和 “大 亚 湾 水 域 污染 物 引起 贝 和 鱼 DNA 损伤 ?的 研究 。 

1993 年 以 来 我 站 与 香港 科技 大 学 开展 学 术 交 流 ,香港 科技 大 学 生物 系 每 年 定期 派出 学 生 

到 我 站 实习 和 野外 训练 ,1995 一 1996 年 与 该 校 合 作 进行 “人 工 养殖 鲍鱼 溃疡 病 致 病 机 理 及 其 

控制 研究 。 

1995~1996 年 我 站 与 香港 公开 进修 学 院 开 展 “ 大 亚 湾 大 朋 澳 水 环境 变化 与 浮游 植物 生长 

的 动态 模式 ”研究 。 

国内 合作 : 

1991 一 1992 年 我 站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合作 开展 海水 网 箱 石 斑 鱼 病害 防治 研 

究 。 

1993~1995 年 我 站 与 中 山大 学 合作 进行 大 亚 湾 氮 循 环 的 研究 。 

1991~1995 年 我 站 与 核 工 业 部 第 七 研究 所 合作 进行 大 亚 湾 核 运行 前 后 海洋 生态 环境 中 

放射 性 水 平 变 化 及 海洋 放射 性 指标 生物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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