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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生态站简介

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是中国林科院重要的基础保障类科研平台，

主要承担科学研究、监测评估、数据积累、示范应用、科学普及等任务。

根据国家生态安全战略需求，开展生态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支撑国

家生态工程建设；分析研究观测数据，形成专项研究报告，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基于观测数据，依据相关技术标准，开展生

态效益评价和生态服务功能量化评估；根据业务需要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需求，监测、评价国家林业和草原重点工程生态效益；对生态系统的基本

生态要素进行长期连续观测，收集、保存并定期提供数据信息，为国家生

态站网提供基础数据。

1

中国林科院生态站2020年度进展报告



2020年度，我院宝天曼生态站、小浪底生态站被科技部列入国家野外

站择优建设名单。中国林科院国家级野外生态观测研究站共5个，局级野

外生态观测研究站共26个。

中国林科院现有的31个野外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遍布我国17个省

（区、市），跨越了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和高原5个气候区，

对森林生态系统（16个森林生态站）、湿地生态系统（7个湿地生态站）、

荒漠生态系统（7个荒漠生态站）和草地生态系统（1个草地生态站）的水、

土、气、生等生态要素进行连续定点观测。

各生态站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基础观测数据，支撑了国家生态效益评

价，开展了大量生态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有力保障，也为院科技创新发展、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和科研队伍提供

了平台。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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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热林所 科技部 陈德祥 周 璋

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森环森保所 科技部 王 兵 宋庆丰

黄河小浪底黄土丘陵-南太行地球关键带与植
被通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林业所 科技部 张劲松 孙守家

河南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森环森保所 科技部 刘世荣 牛保亮

华东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亚林所 国家林草局 虞木奎 成向荣

浙江钱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亚林所 国家林草局 周本智 曹永慧

南岭北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热林所 国家林草局 周光益 邱治军

广东珠江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热林所 国家林草局 肖以华 肖以华

海南霸王岭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森环森保所 国家林草局 臧润国 丁 易

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森环森保所 国家林草局 王彦辉 王 晓

湖北秭归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森环森保所 国家林草局 肖文发 黄志霖

山东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森环森保所 国家林草局 张星耀 梁 军

云南普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资昆所 国家林草局 苏建荣 刘万德

黑龙江抚远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哈林机所 国家林草局 杜鹏东 张明远

广东湛江桉树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桉树中心 国家林草局 谢耀坚 杜阿朋

浙江杭嘉湖平原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

竹子中心 国家林草局 钟哲科 温 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中国林科院生态站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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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青海三江源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林业所 国家林草局 褚建民 褚建民

浙江杭州湾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亚林所 国家林草局 吴 明 焦盛武

海南东寨港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热林所 国家林草局 廖宝文 熊燕梅

四川若尔盖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湿地所 国家林草局 王义飞 王义飞

北京汉石桥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湿地所 国家林草局 李 伟 翟夏杰

河北衡水湖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湿地所 国家林草局 张曼胤 张曼胤

广东湛江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湿地所 国家林草局 朱耀军 郭 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草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云南香格里拉草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资昆所 国家林草局 廖声熙 尚瑞广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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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甘肃民勤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

荒漠化所 科技部 吴 波 吴 波

贵州普定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亚林所 国家林草局 李 生 李 生

云南元谋干热河谷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研究站

资昆所 国家林草局 孙永玉 孙永玉

内蒙古磴口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沙林中心 国家林草局 郝玉光 辛智鸣

青海共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荒漠化所 国家林草局 贾志清 何凌仙子

库姆塔格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荒漠化所 国家林草局 卢 琦 李永华

甘肃敦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荒漠化所 国家林草局 杨文斌 李永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生态站年度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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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草局公布2019年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评估结果，我院7
个生态站获“优”、12个生态站获“良”

组织对评估结果为“中”和“差”的12个生态站开展整改

发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

开展2019年观测数据汇交、审核

签订2020年度运行补助合同

开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自评估

我院河南宝天曼站、黄河小浪底站列入国家野外站择优建设名单



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我院16个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共承担科研项目157项，总经

费超过2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2项， 经费1288万元，科技部重点

研发项目23项，经费1.1亿元，省级各类项目25项，经费2736万元，院基

金类项目27项，2073万元，其他项目60项，经费4000余万元。

 2020年度，16个森林生态站新增科研项目65项，总经费4500余万元；

获发明专利5项；获软件著作权5项；制修订行业标准4项，团体标准1

项；发表学术论文191篇；出版或参编专著12部；

 2020年度，生态站组织各类会议14场次，参加学术会议32场次，参加

相关项目验收等工作会议20场次，参加不同类型的技术培训会议12场

次。基于生态站研究成果，针对行业、地方管理部门开展的政策咨询

与建议19项。

 2020年度，依托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提

出的“基于森林资源清查优化体系的生态系统监测技术”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许涵入

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七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

森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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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 全年获得了森林水文、小气候、地面气象、土壤等基本观测数据约150

万个，数据量约25GB。

 承担项目：新增项目10项，年度到位经费1025.28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9篇，其中SCI收录6篇；参与编著图书1部。

 奖励成果：1人次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七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

 科技支撑：撰写评估报告3份、咨询报告1份，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修复和科

研监测以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珠三角生态修复和森林城市群建设和提

供技术支撑。

• 开展了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形成机理、生态系统功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土壤微生物结构与功能、生态质量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 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地方自然保护区和林业局提供生态质量和生态价值评

估、生态修复以及生态监测提供技术咨询服务10余次。

• 举办和参加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活动10余次、数据共享支持服务人数超过300人次、

科普教育服务300人次。

立足于我国热带地区，以国家、地方、行业需求及学科发展前沿为导向，以建设

我国林草行业乃至国家科技创新、生态学高级人才培养、生态文明思想理念等科普知

识传播的重要基地和国际重要热带生态学研究平台为目标，探索并揭示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理，实现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突出问题和瓶颈技术的攻关。生态站现有人员30多人，具有高级职称12人，

博士学历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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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1）揭示了海南热带天然林生态质量的主要驱动力

（2）阐明了热带森林不同历史采伐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构建机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择伐后次生林土壤微生物群落构建受决

定性过程的影响；皆伐后次生林中微生物群

落构建受随机过程的影响。

森林结构和干扰强

度是影响热带天然林生

态质量(生物量)的重要决

定性因素。

（3）揭示了热带森林不同采伐方式通过影响“细菌-真菌-植物”相互作用而影响物种

共存策略

择伐增强了“细菌-真菌”负相互

作用，降低“微生物-植物”互作网络

的模块化程度及模块之间的连接度，

减少特定的植物与微生物群落关联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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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毛竹

林、杉木人工林和马尾松人工林等，是国内外唯一以毛竹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生

态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森林生态站。生态站现有科研用房1859m2，试验场地85个，

配有仪器设备50余台/套。生态站名誉站长蒋有绪院士，现任站长王兵研究员，固定研

究人员29人，流动人员20人，副高级以上职称16人，有博士学位的18人。

平台简介

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新增长期观测数据3.06G，其中，水文方面0.87G、土壤方面0.66G、气

象方面0.95G、生物方面0.58G。

 承担项目：依托生态站开展的科研项目8项，合同经费为490.00万元； 各主管部分

拨付的生态站运行经费项目2项，合同经费为115.00万元；生态站运行能力提升项目2项，

合同经费174.00万元。

 科研成果：大岗山生态站科研人员及客座人员共发表论文18篇，其中SCI6篇，累

计影响因子12.485；CSCD8篇；起草并发布国家标准1项。

 奖励成果：获梁希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

 科技支撑：编制评估报告8部，其中以专著形式出版4部。

本年度组织召开学术会议4次、参加学术会议10次、做特邀报告6次，生态站制定

了《生态站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实施办法（试行）》，观测数据与10余家高校和科

研单位共享，用以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及物联网观测平台的建设。与生态站共建单位亚

林中心开展了多次科普活动，科普规模达500余人次，其中包括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专

项培训，助力于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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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进展

（ Ⅰ ）生态站研究人员在《Forests》期刊在线发表

重要成果：构建了基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全指标

体系连续观测与清查技术体系（简称“森林生态连

清技术体系”）。这是与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

（简称“森林资源连清”）耦合的一项技术体系，

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及绿色核算提供重要的技

术支撑。

（ Ⅱ ）结合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实

践，我们将9项功能类别与8大类实现路

径建立了功能与服务转化率高低和价值

化实现路径可行性的大小关系。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化实现路径可分为就地实现

和迁地实现，基于建立的功能与服务转

化率高低和价值化实现路径可行性的大

小关系。

（ Ⅲ ）为了解大岗山常绿阔叶林的养分分布特

征及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生态站科研人员研究了

常绿阔叶林植被-凋落物-土壤连续统中碳、氮的

分布及其化学计量特征，分析了建群种叶片和根

系功能性状与碳氮浓度的关系，揭示了不同物种

的生存策略和相对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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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颜色代表了功能与服务转化率的高底和价值化实
现路径可行性的大小



平台简介

黄河小浪底黄土丘陵-南太行地球关键带与植被通
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采集气象、地表径流、流域水质、大气质量、水热碳通量、物候图像、

植被光谱等数据约50GB。

 承担项目： 在研科研课题13项，经费约120万。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课题1项、中

央公益性院所基金课题2项，总经费273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16篇（SCI一区2篇），4项软件登记。

 科技支撑：咨询报告1个。

 毕业研究生：7名。

在黄河中游和太行山南麓交错带，围绕人工林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通量变化及其

影响机制等科学主题，开展数据观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普教育、示范应用等

工作。现有固定人员30名。站长：张劲松研究员。

• 组织召开“ 水碳通量观测与研究 ”学术会议。

• 8人次参与国内学术研讨会、1人出国学术交流。

•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山西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浙江农林

大学等单位依托本台站，开展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等工作。

• 2020年入选科技部国家野外观测站择优建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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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探究了空气负离子对林冠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变化的响应过程

植被光合过程所发生的光电效应会促进空气负离子（NAI）变化的产生。准确估

计森林植被光合作用过程中NAI的释放量，对定量评估森林植被对NAI的贡献潜力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目前尚无定量研究揭示植被光合与NAI的关联性。日光诱导叶绿素

荧光（SIF）是一种直接表征光合作用的重要信号。本研究以小浪底生态站栓皮栎和

民权生态站杨树林为对象，研究发现：林冠 SIF 与NAI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具有

很强相关性。当光合有效辐射大于植被光饱和点时，二者相关性更加显著，说明植

被光合作用过程被完全激活时，基于SIF能更准确估算林冠层 NAI值。

不同时间尺度及不同光合有效辐射强度下SIF与NAI的相关性
图a和 图c是小时尺度； 图 b和图d日尺度

栓皮栎林栓皮栎林

杨树林 杨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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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河南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 宝天曼生态站2020年观测积累气象、森林水文、碳水通量和野外控制

试验样地等数据66GB。

 承担项目：宝天曼生态站2020年在研项目有国家重点研发、中国林科院重点项目

等4项，总科研项目合同金额为580万元，其中包括新增项目2项，经费245万元。

 科研成果： 2020年依托宝天曼生态站，发表学术论文12篇，其中SCI论文3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出版《空间生态水文学》专著一部。

宝天曼生态站地处河南省南阳市－我国秦岭东段的伏牛山南麓，属于暖温带向北

亚热带过渡区域，位于我国东部南北样带中部过渡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站建设目标是

搭建支撑我国南北样带大尺度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平台，主要解决全球变化与森林植被

响应/适应机制、生物多样性及其群落构建与维持机制、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水文过程与

调节机制等重大科学问题。

科技部将宝天曼生态站列入国家野外站择优建设名单。站长刘世荣研究员受邀参

加北京生态学学会2020年度学术年会，并做特邀报告“基于水碳权衡的岷江上游森林

景观恢复”。2020年，北京林业大学、河南大学、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上海交通大学

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超过80人次来访，以宝天曼生态站为平台，进行样地布设、科研采

样、试验开展和学术交流等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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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1）通过红外辐射增温技术对宝天曼天然栎

林开展模拟气候变暖试验发现，短期增温显著

增加土壤呼吸速率，但随着增温时间延长，土

壤微生物量随增温产生了适应性响应，土壤氮

素有效性也下降，使得土壤呼吸对增温的正反

馈作用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增温样地

（2）依托由宝天曼支撑的中国东部南北森林样带，调查研究了土壤微生物分布格局，

发现中国东部南北森林样带上土壤细菌β多样性的变化没有表现出与宏观植物类似的纬

度梯度变化规律；不同纬度梯度上的细菌β多样性分布格局主要受局域群落构建过程的

影响，而异质性筛选是局域群落构建过程中驱动土壤细菌β多样性地理分布格局形成的

最关键影响因子，从而揭示了局域群落构建机制对中国东部纬度梯度土壤细菌多样性分

布格局的主导作用（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3）基于宝天曼林冠穿透雨截留实验，发现干旱

处理显著影响了土壤磷的转化途径，导致土壤磷

有效性降低，表明干旱对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

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减雨样地

（4）采用涡度相关法对宝天曼天然林碳通

量进行连续观测，首次报道了暖温带向北

亚热带过渡区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碳通量

特征，发现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具有较大

的碳汇能力，碳汇量近似于中国东部南北

森林样带的南亚热带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

高于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夜间低温和非

生长季低温抑制生态系统呼吸排放，可能

是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呼吸量较低的原因

（生态学报，2020）。
宝天曼天然锐齿栎林NEE月平均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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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华东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观测气象、水文、植被和土壤等数据503MB。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12项（经费921万），新增项目4项（经费640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16篇，其中SCI收录8篇。

 科技支撑：研究成果“亚热带泥质海岸防护林体系构建与功能提升技术”在上海

防护林建设中得到推广应用。

参加线上、线下的学术会议交流和培训，包括网络中心举办的生态站监测技术网

络交流会，以及第七届森林生态站学术年会等；为了突出沿海防护林重要作用，在生

态站点建立了固定宣传展示牌，定期更新内容，提高大众对防护林认识。

华东沿海防护林生态站在江苏东台、上海浦东和浙江三门分别设置站点，开展华

东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及防护效益长期观测研究。

现有固定人员13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7名，中级3名 ；流动人员8人，其中研究

生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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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随围垦期延长0-40 cm土层土壤碳氮磷储量逐渐增加，但40cm以下土层土壤碳氮磷储

量与未围垦的滩涂地接近。

土壤C/N和N/P以及TP含量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储量，土壤微生物量和酶活性的化学计

量比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储量。

围垦对沿海杨树人工林土壤碳氮磷储量的影响

随围垦时间延长，仅表层土壤（0-20 cm）细菌和真菌多样性显著增大，深层土壤没有

显著变化。

稀有细菌（Latescibacteria和Bacteroidetes）和真菌（Rozellomycota、Mortierellomycota、

Glomeromycota、）群落可以很好的解释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随围垦梯度的变化特征。

围垦区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对土壤有机碳时空变异的影响

(A) (B)

Bacteria 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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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浙江钱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开展气象（含空气负离子）、土壤、水文、植物等数据收集，获取

数据约20万条。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8项，总经费约450万元，其中新增项目4项，项目经费约

200万元。

 科研成果：依托钱江源生态站，共发表论文6篇，其中SCI论文5篇，一区论文3

篇，二区2篇；获软件著作权2项。

钱江源生态站地处浙江钱塘江流域，采用一站多点模式，分别在钱塘江源头开化、

中游建德和下游富阳设置站点，对亚热带天然阔叶次生林、针叶林和毛竹林重要生态

过程开账长期监测，重点关注亚热带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适应。

钱江源生态站本年度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生态站接待国内外专家和领导

考察约20人次，生态站5人次赴西藏林芝森林生态站、湖南会同森林生态站考察交流，

5人次参加第19届中国生态学大会、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分会学会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3人次参加2020水、生态学和环境国际等国际会议，并分别做口头报告；此外，还参加

庙山坞自然学校授课，为富阳中小学生进行科普宣传，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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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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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生长N限制的Meta分析和区域验证

采用Meta分析和区域实证交叉验证方法，分析了区域水平上杉木叶片化学计量与

区域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揭示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杉木生长氮限制的关键机理，分别

在3个维度提出了杉木生长N限制的证据，即：低的叶片氮磷比、低的氮变异性以及高

的磷重吸收效率。该研究在揭示树木化学计量与环境因子关系、厘清大尺度水平单一

树种养分限制机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为杉木林土壤养分管理和可持续经营生产实践

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毛竹林对极端干旱的代谢组学分析

在钱江源生态站毛竹林内建立人工

模拟干旱系统，采用非靶向代谢组学分

析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LC-MS)，

对毛竹年生长周期内代谢产物对干旱的

响应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毛竹对干旱胁

迫生理响应的生物学机制。大多数响应

的代谢产物在干旱胁迫下表现出积累，

参与干旱胁迫反应的潜在代谢途径主要包括氨基酸代谢和糖代谢途径，在三个生长阶

段中发现了五种常见的反应代谢途径。本成果为毛竹在干旱胁迫下的代谢响应机制提

供了新的科学见解， 在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植物抗旱机制的认识，以及对森林

植物的遗传改良和森林可持续性经营具有实践意义。



平台简介

南岭北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南岭北江源站位于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的南岭山脉核心地带，主要研究方向为南

亚热带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理。现有成员

30余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10人，专业覆盖生态、水文、微生物等领域。

9月21日在广东林业生态监测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上，周光益做特约报告“特色监

测和问题导向研究”，邱治军当选为联盟理事。

11月3-5日应云南云景公司邀请，周光益、邱治军对普洱黄果营科研基地进行了考察，

并与公司领导进行了交流，达成了桉树林生态监测研究合作意向。

11月7-8日在南雄“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教育宣传”活动中，周光益给南雄一中做了

“南岭山地生态监测”的科普报告，邱治军给江头学校做了“林业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科普报告。

11月20日，周光益、邱治军参加了广东林业生态监测网络平台建设进展报告会，与

会人员交流了生态监测经验，商讨了数据共享与科技合作。

12月13-14日，邱治军与广州大学韦乐章合作，对莽山高山矮林小集水区土壤水分监

测点进行了考察。

承担项目：新增项目5项，在研项目9项；年度到位经费共70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SCI论文7篇，卓越期刊论文1篇；

人才培养：毕业研究生3名，1人获中国林科院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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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一、2008年冰灾受损森林冠层截留恢复规律

2008年特大冰灾对南岭森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受损森林2010年到2014年叶面积指数增加了1倍，森

林的恢复导致林内穿透雨减少、冠层截留量增加。

结合Gash模型模拟结果表明，与附近未受损森林相

比，受损森林7年后还未恢复到正常水平。相关论文

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Hydrology上。

采用13C同位素法研究结果表明，

非正常凋落物中约有77%的碳在地表直

接分解，它对土壤碳具有先负后正的

激发效应，不能显著增加土壤碳含量。

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

三、冰灾受损树木异速生长模型

采用全树采伐称重和年轮分析方

法测定了冰灾后受损树木各器官的生

长，结果表明： 冰灾受损森林恢复进

程中，枝叶存在超补偿生长，生物量

和胸径关系受损8年后恢复正常。相关

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Forest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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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常凋落物分解对土壤碳的影响



平台简介

广东珠江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 全年获得土壤、水文、植被、气象要素、野生动物和空气环境质量要

素等各类数据30余万条，数据量约32GB。

 承担项目：依托生态站，承担在研项目国家基金等共12项，其中新立项5项。项

目合同经费272.0万元，本年度新增科研经费112.6万元。

 科研成果：依托珠三角生态站发表科技论文14篇；其中SCI论文5篇，累计影响因

子为18.15；认定科研成果1项。

 科技支撑：为行业、地方政府提供科技报告2份；示范、推广成果3项。

广东珠江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区域，以城

市群森林生态系统与环境间互动关系为研究重点，揭示珠三角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对区

域环境负荷缓解机理及森林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维持机制。 生态站以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与环境研究组为主，现有固定人员6名，其中高级4名。

• 全年参加学术会议18人次，工作和培训会议16人次；

• 为周边单位共享仪器、监测设施约8600个小时，共享数据量达12.7GB；

• 深圳市自然资源局3人次到广东珠江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考

察空气负离子监测与生态效益评估工作；

• 联合广州市帽峰山森林公园举行保护野生动物科普活动1次。

21

中国林科院生态站2020年度进展报告



科研进展

（1）降雨格局变化对森林土壤呼吸研究取得新进展

通过为期10年的原位观测研究发现：在南亚热带地区，雨季和旱季的降雨变异显著，

雨季的土壤呼吸速率显著高于旱季。影响土壤呼吸的生物与非生物因素受旱、雨季降雨

变化而异质性大，雨季土壤呼吸速率主要受细根生物量、铵态氮含量和氮磷比的影响，

而旱季则受土壤微生物量和pH值的影响。雨季和旱季累积CO2排放量与土壤微生物量碳

和细根生物量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气象条件通过不同的土壤生物和非生物特性影响

土壤呼吸，细根和微生物分别是旱季和雨季土壤呼吸速率的主要影响因子。

（2）空气负离子和气象因素全年时尺度变化及关系

基于空气负离子、气象因素的长期、连续定位观测发现：林区全年NAI浓度4000

ion∙cm−3均出现在暴雨过程中，林区NAI浓度与总辐射量的昼变化节律一致性且两者间

呈极显著的二次回归关系，与对应的温湿度、气压间存在极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以各

气象因素的等值点、小梯度递增与对应的NAI浓度值均予平均处理后，获得的回归关系

精度显著提高，回归模式更适宜林区NAI的平均浓度估算应用，为预报森林公园负氧离

子含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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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海南霸王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完成8个1hm2热带雨林样地复查；完成9.6hm2坡垒野外回归试验样地的幼

苗复查；完成4.6hm2热带雨林样地叶面积指数测量；完成4145株海南长臂猿猿食树种大

径级（胸径≥30cm）个体定位调查。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10项，经费共计1302万；其中本年度新增项目1项，经费160万。

 科研成果：2020年度共计发表论文7篇（SCI论文5篇），制定并发布林业行业标准2项。

 奖励成果：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1项。

 科技支撑：完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保护专项规划—海南长臂猿保护及栖息地恢

复专题》。

海南霸王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位于

海南省中南部昌江县和白沙县境内的霸王岭林区，2019

年建成，主要开展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时空变化格局、

生态系统功能维持和次生林经营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

工作人员16名，站长为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的臧润国

研究员。

2020年9月，北京林业大学孙建新教授开展海南长

臂猿适宜生境植被和景观调查，中国林科院李意德研究

员等指导定位观测工作；2020年8月，丁易参加在海口

举办的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研讨会；2020年10月，臧润

国等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典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

恢复技术研究”研讨会并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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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恢复研究

通过对野生坡垒种群及其生境因子的野外调查，分析了生

物与非生物因子对坡垒种群幼苗多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坡度、

土壤pH值、土壤含水量、土壤全磷含量是坡垒幼苗更新的限制

因素。研究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坡垒的就地保护与种群复壮提

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在海南岛建立的热带次生林生态系统功

能恢复大型野外试验，对样地进行了抚育间伐处

理并开展了树木动态监测工作。结果表明，选择

性地去除先锋种和中期演替种，能够加速热带次

生林演替后期种的生长速度和补充率。研究为热

带次生林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证据。

抚育对热带低地雨林次生林生态修复的影响研究

不同气候区典型天然林地上生物量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海南、湖北和新疆的老龄林样地数据，定量分析了海拔、土壤养分、物种多样

性、功能多样性和性状组成在不同气候区对生物量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结果表明，物种

多样性直接影响了热带和温带区域的地上生物量，并通过影响性状组成间接地影响亚热

带区域的地上生物量。研究为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和增汇调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基础。

主要典型森林类型的Beta多样性和生态特异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在我国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建立的森林大样地，分析了不同气候带的群

落beta多样性、生态特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群落的beta多样性由生境(7.1%-

23.5%)和空间过程(15.6%-32.2%)共同决定；而生态特异性与物种丰富度的关系与群落

中稀有种所占的比例相关，随稀有种比例的升高，二者的关系由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

研究能够为精确定位群落中具有独特物种组成的生境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恢复或管理

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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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位于宁夏南部固原市境内，地处半湿

润-半干旱和森林-草原过渡区。本站在六盘山南、北两段各建立1个试验区，代表区域包

括具有半湿润气候的香水河小流域和具有半干旱气候的叠叠沟小流域，研究区总面积达

100 km2。

针对西北干旱缺水区植被建设与恢复中植被构建与水资源矛盾突出的问题，主要开

展：1）旱区生态水文过程及水源涵养效益监测，2）旱区植被的科学构建、恢复与多功

能经营技术，3）旱区生态用水的准确估计与区域水资源管理，旱区的植被稳定性与区域

环境生态安全等。

现有科研人员8名，包括正高级3人、副高级2人、中级2人、长期雇佣人员1名。专业

涵盖了森林水文、自然地理、土壤、生态、水土保持等方面。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组织国内学术会议1次；

 做学术报告3人次，参加线上国际学术会

议2人次。

 在宁夏卫视、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生

命时报等媒体做科普宣传3次。

 在森环森保所官网报道科研进展14次。

 在林草国家创新联盟公众号发稿3次。

 观测数据：收集2020年6-10月水、土、

气生数据。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7项，合同金额 925

万元；新增项目5项，合同金额318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接收）论文18篇（含

SCI论文11篇）；出版专著2部及参与专

著2部（1章、1节）；制定技术标准1项。

 奖励成果：获中国林科院优青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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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1. 建立估算森林蒸腾耗水的简单方法模型

确定了华北落叶松林作物系数（Kcb）对主

要驱动因子（林冠叶面积指数LAI和土壤可利用

水分REW）的响应关系。利用作物系数法构建

了考虑气象、土壤湿度和冠层结构影响的冠层

蒸腾模型。与已有模型相比，该模型不仅考虑

环境和植被结构影响，还进一步简化了模型结

构和参数，在维持较高模拟精度的前提下，提

高了模型可应用性，将在旱区林水综合管理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黄土高原泾河和北洛河流域径流存在

显著的尺度依赖性，多年平均径流系数随

流域面积增加而显著减小，减少速度在黄

土覆盖较薄地区比黄土覆盖较厚地区更快。

这种尺度依赖存在面积阈值，当面积超过

阈值后，径流系数对流域面积的变化不再

3. 揭示径流的尺度依赖性和受流域属性的影响

2. 探索华北落叶松林的林水综合管理新模式

建立了林冠层LAI随林龄、林木密度和海拔

变化的模型，以及生长季森林总蒸散（ET）及其

组分随LAI、潜在蒸散、土壤湿度、降雨特征等

主要影响因素变化的模型。通过定量分析人工林

产水功能随海拔、林龄、密度和降水量的时空变

化特征，探索了促进华北落叶松人工林多功能经

营与保护的综合管理模式。

敏感。阈值在黄土较薄地区约为25000 km2，在黄土较厚地区约为10000 km2。这说明，土

壤厚度可能是决定径流尺度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植被只是影响径流尺度效应的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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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湖北秭归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秭归站位于湖北省秭归县兰陵溪小流域，属于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区域，是我国重点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

生态功能区，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地。生

态站主要围绕（1）三峡工程对陆生动植物及陆地生态系

统的影响（2）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生态效应

（3）三峡库区长防林结构调控与体系构建（4）森林景

观恢复与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等方面开展研究。

三峡大坝

秭归定位站

• 参加了《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最新政策、实施要点、难点、方法、案例解读专业

技术人才应用实践培训》培训会议；

• 5人参加了“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分会”学术研讨会议；

• 建立了秭归定位站数据信息系统网络平台，实现了观测和研究数据的网络共享。

秭归站现有科研实验用房850平方米，其中2020年新增336平方米，2021年新增

178 .68平方米。站长为肖文发研究员，现有固定长期工作人员30人。

 观测数据: 对水文、土壤、气象及生物要素数据进行了观测，获得水文、气候、

土壤、生物要素观测数据、样地调查数据及土地利用航片数据等共12.8GB。。

 承担项目：在研十三五重点研发、国家自然基金等项目10余项，经费合计6000余

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共31篇，其中SCI论文17篇；培养研究生7名，其中博士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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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1）评估了近30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与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变化

长江经济带林地和草地面积增幅较大，

中上游主要为裸地和耕地转换为草地和林

地，而下游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增加明显。

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NPP总量增加了

30.1%，达到1390.88TgC。年产水量受降

水与蒸散发影响呈波动性变化，最高为

1.88×1012m3。土壤保持量主要受土地利

用和降水影响，1985-2018年增加了8.0%达

到1.46×1011t。2000-2015年，有47.83%的

地区生境质量不同程度提升，而33.64%的

地区生境质量下降。云南省生境质量提升

最明显，而长三角北部和江苏北部生境退

化程度最剧烈。

1985-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2）中国森林土壤调查、标准规范及数据库构建

调查了主要森林类型3001个林分和1061个剖面，收集分析12113个土样，完成了全

国各区域主要林区的森林土壤调查。首次制定我国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填补了调

查区域和基础数据的空缺；建立了我国首个森林土壤数据库和数字化标本馆；揭示了

我国森林土壤的时空变异及受森林经营的影响，推动森林土壤与其他学科融合发展。

（3）新建秭归县九畹溪面源污染综合控制示范区100亩

县域 地点 模式 面积/亩

秭归
县九
畹溪
镇

九
畹
溪
丝
绵
茶
茶
厂

茶叶+杨梅（稀疏栽植）+地果护坡+三叶草 24.7

茶叶+樱桃（稀疏栽植）+地果护坡+三叶草 15.5

茶叶+杉木（稀疏栽植）+三叶草 15.1

茶叶+杨梅（稀疏栽植）+三叶草 12.3

茶叶+黄花菜埂 4.0

茶叶+萱草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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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山东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包括常规的气象观测数据、森林群落学特征指标、森林生态系统的健

康与可持续发展指标等，新增了150块临时样地内乔灌草的种类、数量、林分特征等指

标以及样地内赤松病害的发病情况。

 承担项目：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子课题2项（“重要生物危害因子与森林生

态系统群落结构互作致灾机制”、“森林结构功能对森林有害生物调控的作用机制”），

累计经费190.00万元。

 科研成果： 共发表科技论文8篇，其中SCI论文2篇，EI论文3篇。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1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

山东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昆嵛山

林场，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以森林有害生物生态调控机理研究为目标的森林生态站。观

测内容包括植物群落、微生物群落多样性调查。拥有气象观测站、50块30m*30m标准

样地和1块6公顷大样地，以及各类观测仪器设备119台（套）。生态站站长为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张星耀研究员，现有科研人员8人。

• 组织会议：于2020年12月13-17日，协助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组织承办了“第22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

• 参加会议：于2020年9月19-20日，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全国森林保护青年云学术

论坛”线上会议；

• 科学普及：结合日常工作中的观测与调查情况，刊印了4册昆嵛山保护区科普手册，

包括常见野花、常见昆虫、常见野花野果、常见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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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工作进展

2020年按照国家林草局的相关观测技术标准，完成了年度观测任务，对昆嵛山生

态站14个气象要素指标进行连续观测。与往年相比，2020年新增了150块临时样地的调

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样地内乔灌草的种类、数量、林分特征等指标以及样地内赤松

病害的发病情况。

对观测指标严格按照生态定位站的相关标准和观测方法进行，气象常规、森林

群落学特征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指标可以直接观测，样地内林分特征

等数据均严格按照《GB/T 33027-2016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进行观测，数

据内容详实准确可靠，正确率达到95%。

科研进展

 研究工作进展

2020年，依托昆嵛山生态站进行调查，新

增植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调控赤松枯梢病的研

究，目前已完成样地内林分特征及病情情况的

调查，并初步处理了病情与植物物种总体关联

分析及病害与植物物种关联性分析（见表），

已撰写申请了发明专利减轻松枯梢病危害赤松

的植物群落结构调控方法（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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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云南普洱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近30GB。

 承担项目：在研11项，经费599.60万元。新增6项，经费305.60万元。

 科研成果：发明专利1项，行业标准1项，发表论文17篇，其中SCI论文7篇，EI论

文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6篇；出版专著1部。

 奖励成果：2人入选云南省“青年拔尖人才”计划，1人入选云南省“两类人才”

计划，1人晋升研究员，1人晋升副研究员。

 科技支撑：为太阳河省级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

普洱生态站主要开展热带—亚热带生

态交错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监测与研究。研

究方向包括交错区的森林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生物资源动态、生物多样性保育、

生态恢复及濒危物种保育等。生态站固定

人员14人，流动人员23人。

本年度，普洱生态站承办了2020年云南省生态定位站监测网络技术培训交流会，

并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现场参观了普洱生态站固定观测设施。此外，生态站固定人

员参加所内、外各种学术会议15次，提升了学术素养。同时，普洱生态站与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并开展了部分试验工作。本年

度收集普洱地区水、土、气、生等各类数据近30GB，完成了观测设施的巡护和维修以

及仪器设备的维护工作。补充了观测区内部分生物数据，如附生植物数据、幼苗生长

动态数据、土壤微生物数据等，完善了普洱生态站数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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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在生态系统功能驱动的生物因子中，物种丰富度是生态系统功能的主导驱动因子，

并且不同物种贡献不同；土壤真菌对多功能性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近70年来，气候暖干化明显,气温上升（0.44℃/10a ）和降水量下降（60.2 mm/10a ）

的速率是1984年前的5倍和6倍。

气温对树木生长解释率下降

（44.95%—21.97%），水分解释

率上升（55.05%—78.03%）。树

木径向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模

式发生了从响应温度胁迫到响应

水分胁迫的转变。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对树木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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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广东湛江桉树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采集气象、水文、土壤养分和碳通量等各类数据超过24M。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3个，2020年新增科研项目3个(经费共45万)。

 科研成果：2020年发表论文7篇，其中SCI收录1篇、EI收录1篇、CSCD收录1篇，

认定成果1项，编写著作1本。

 人才培养：培养在职博士2人、硕士1人，1人获批硕士研究生导师，1人晋升助理

研究员。

 科技支撑：基于生态站研究成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黄冕林场100多人进行桉树

可持续经营技术培训1次。

广东湛江桉树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属北热带湿润大区雷琼区北缘，热

带与南亚热带过渡常绿阔叶混交林区。研究方向：生态水文过程、地力变化及机理；

林分生物多样性；碳汇及碳通量。

固定人员8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5人，博士学历3人，在职博士2人，

硕士2人。

 3人参加广东林业生态监测科技创新联盟会议；2人参加土壤生态学前沿研讨会，2

人参加“十三五”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培训会。

 在江西赣州组织召开全国桉树产业发展暨学术研讨会，站内人员参会做学术报告3

个。参加湛江市直机关“第三届改革创新大赛”桉树科普宣传1次。

 为广西斯道拉恩索林业有限公司、APP等林业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服务7次，与拜耳

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新签技术合作协议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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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2) 尾叶桉人工林夜间耗水特征及驱动因素

尾叶桉平均夜间耗水贡献率为6.62%，旱季夜间耗水贡献率是雨季的1.4倍。

旱、雨季夜间液流速率与夜间饱和水汽压差等要素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

如不考虑夜间液流，根据日间液流通过尺度扩展推算的尾叶桉人工林生态系统年

蒸腾量可能偏低；夜间蒸腾和树干补水共同驱动尾叶桉的夜间耗水。

(3) 不同林下植被管理措施对桉树林地土壤呼吸的影响

物理和化学去除林下植被显著降低了土壤总呼吸及其组分，且物理去除处理的

土壤总呼吸速率显著低于化学处理(P<0.01)。

土壤呼吸各组分贡献率分别为凋落物层呼吸(36.45%～39.40%)、矿质土壤呼吸

(26.34%～31.29%)、根系呼吸(30.10%～39.40%)。

物理去除林下植被相比于化学去除能更大程度降低桉树人工林土壤总呼吸速率，

减少森林土壤碳排放。

(1) 中国桉树人工林生物量估算系数及其影响要素

桉树人工林BCEF，BEF和R的平均值分别为0.658 Mg·m-3、1.251和0.190。

林分结构特征对BEF影响最明显， BCEF和R次之；降雨量对BCEF和R影响明显，年均

温度对3个估算系数影响均不明显；海拔仅与R关系密切。

在估算区域桉树人工林生物量时应考虑林分结构、气候因子及地形因子所引起的生物

量估算系数特别是BEF变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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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浙江杭嘉湖平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2020年1人次参加典型林业生态工程效

益监测评估国家创新联盟成立大会。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

目前定位站正在建设当中，现已完成观测铁塔的建设，2020年新增了空气颗粒物

监测仪、自动气象站和土壤水分温度盐分自动测量系统。目前主要收集了2016 年 7 月

-2020 年12月莫干山、安吉、桐乡大气 PM2.5 数据和长兴主站林外气象站数据。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2项，合同经费860.9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SCI论文2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件。

 人才培养：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

浙江杭嘉湖平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主要以平原典型人工林和次生

人工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开展森林-环境质量关系的观测研究，重点探讨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平原区不同森林与大气、水质关系，阐明森林对净化大气、水质等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的作用及机制，科学评价平原森林的综合服务功能，为长江中下游平原森林

生态建设提供科学支撑，为国家决策提供长期、可靠、规范的基础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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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通过定位研究，首次在国际刊物上报道竹类植物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原位修复的

生物学机理及应用技术。

竹林不同种植模式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田间修复试验有显著差异。原位植物修复

试验表明，竹子和伴矿景天均可在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壤中生长，吸收、富集重金属，

同时修复植物生长状况良好。竹子-伴矿景天间作和纯竹林种植模式均有效降低了土壤

中的重金属浓度，表现出较好的土壤修复效果。其中，竹子和伴矿景天的间作模式显

著提高了对Cu、Zn和Cd的吸收能力，同时还提高了植物的生物量生产力。研究成果以

“Bamboo-An untapped plant resource for the phyt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s”为题，发表于《Chemosphere》（2区，IF=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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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我院7个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共承担科研项目44项，总经费

2523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项， 经费427万元，科技部重点研发项

目3项，经费246万元，省级各类项目13项，经费约1200万元，院基金项目9

项，373万元，其他项目10项，经费267万元。

 2020年度，7个湿地生态站新增科研项目21个，总经费1100余万元；获

国际发明专利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获软件著作

权3项；认定成果1项；发表学术论文29篇；出版专著1部。

 2020年度，生态站组织各类会议5场次，参加学术会议23场次，参加相

关工作会议7场次，参加专业技术培训会议1场次。基于生态站研究成

果，针对行业、地方管理部门开展的政策咨询与建议7项。

 2020年度，海南东寨港站被评为“全国模范职工小家”，河北衡水湖

站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北京汉石桥站“梁希科普

奖” 三等奖，四川若尔盖站李勇获“梁希青年论文奖” 一等奖，北

京汉石桥站李晶获“梁希青年论文奖” 二等奖。

湿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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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青海三江源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数据采集量约3GB，涉及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气象、地表

径流、流域水质、、水热、通量、痕量气体、微生物等指标。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4项，共计138万，本年度新增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经

费24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4篇，其中SCI1篇。

生态站位于青海省玉树州和玛多县，针对三江源独特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开展沼

泽湿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及其耦合循环过程、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的响应与影响、三江源敏感区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现有研究人

员20名，站长褚建民研究员。

参加“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第一届中

国陆面蒸散发研究大会会议”、“中国生态大讲堂2020年度论坛暨第一届生态系统科学

大会”、“全国草业科学院所长联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地资源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2020年会暨草地生态系统保护与草业发展会议”等会议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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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一、隆宝滩不同植被CH4和CO2通量差异及其环境和微生物因子的影响

沼泽化草甸和高寒沼泽是CH4的源，高寒草地CH4的汇，3种植被均释放CO2，影响

CH4和CO2通量的第1主成分是土壤因子，第2主成分是生物因子，第3主成分是温度因

子。高寒草地土壤中产甲烷菌mcrA基因丰度显著低于其他2种类型植被，而甲烷氧化

菌pmoA丰度则相反。隆宝滩不同植被碳排放差异是由于碳源、微生物和土壤温度湿度

等因素的不同造成的，研究结果为精确估算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碳排放提供数据支持。

二、三江源地区冻土/非冻土期近地层能量平衡特征及影响因子

利用三江源地区2018 年1-12 月涡动相关系统的观测数据，分析揭示三江源地区冻

土/非冻土期内的能量平衡特征。显热通量、潜热通量、土壤热通量变化趋势与净辐射

相似，但潜热通量、土壤热通量的峰值出现时间具有滞后性。全年能量平衡闭合率为

0.69，能量平衡闭合率在冻土期和非冻土期内分别为0.63、0.74。三江源地区冻土期内

显热支出为主要能量消耗方式，且该时段内影响能量平衡闭合率的因素主要是湍流动

力因子；非冻土期的能量消耗方式为潜热和显热，热力和动力因子均对能量平衡闭合

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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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浙江杭州湾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共收集气象、水文、土壤、底栖动物、鱼类、植物、鸟类等数据35万

条，约 4.2 GB；

 承担项目：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浙江省-中国林科院合作重大、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浙江省重点科技计划、院所基金等各类

研究项目10项，项目总经费超过400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3篇，登记软件著作权1项，授权专利2项；

 科技支撑：为浙江嘉兴等地自然保护地整合和湿地公园建设、宁波海洋监测中心

以及杭州湾湿地公园提供评估和监测报告，为中国电建、杭州西溪数艺文旅等公司提

供咨询报告，为杭州市“湿地水城”建设提供决策咨询。

生态站位于中国重要湿地庵东沼泽湿地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关键节

点，目标将其建设成为我国海岸湿地观测、研究与科教的重要平台。研究方向围绕湿

地等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利用，明确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演替与生物多样性维

持机制，研发自然保护地保护和恢复、规划与监测评估等技术。生态站固定人员15人，

其中高级研究人员7人，另有流动研究人员约10人。

组织了浙江省林学会湿地专委会换届暨湿地生态监测研讨会，我站吴明研究员当

选为第二届主任委员；先后参加了第四届全球变化与生物入侵国际会议、第一届

EAAFP鸻鹬类线上国际研讨会、第二届土壤沉积物高分辨技术培训交流会等国内外学

术会议；对宁波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实现生态站开放共享，开展科学研究

的合作交流；参与到中国沿海、黄渤海以及浙江省等水鸟同步调查；在浙江卫视、宁

波电视台以及自媒体上宣传湿地知识和鸟类保护，开展中小学宣教以及鸟类救护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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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滨海湿地迁徙水鸟规律及栖息地营建

技术

通过卫星跟踪技术，首次记录到卷羽

鹈鹕东亚种群个体的迁徙路线、停歇地选

择以及栖息地利用方式；结合鸻鹬类、雁

鸭类等水鸟的卫星跟踪和野外观测，掌握

水鸟的栖息特征，开展水鸟恢复措施和示

范，在上海崇明东滩保护区构建了光滩区、

淤涨漫灌区、海三棱藨草种植区以及芦苇

保留区4个水鸟栖息生境区块的7000亩示

范区，建成后，监测到栖息水鸟3 6种

20000余只。

 鹭鸟栖息对杭州湾湿地土壤磷累积及形态分布的

影响

杭州湾湿地土壤磷的主要赋存形式为钙结合态，

鹭鸟栖息使杭州湾湿地湿地土壤磷含量显著提高，

其中交换态、铁铝结合态、钙结合态磷均有显著提

高。全磷含量与交换态、铁铝结合态、钙结合态极

显著正相关。鸟粪输入造成了该地土壤磷素累积的

同时增加了土壤磷素的流失风险。

 入侵植物对土壤营养水平的影响及

其生态学效应

开展了外来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

花-土壤反馈研究，发现（1）加黄入侵

显著提高土壤营养水平和土壤微生物活

性，并进一步提高自身入侵竞争能力；

（2）加黄较强的竞争能力主要和其较

强的营养元素竞争能力有关；（3）加

黄能通过冬季光和额作用提高生物量积

累能力和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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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海南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
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东寨港站长期监测防风消浪、水质净化等为主的红树林生态效益以及红树林水文

（潮汐）、气象、生物多样性、土壤等基本生态环境要素，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红树林保护与生态恢复、红树林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等创新性研究。是

国内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观测对象的湿地生态站。生态站目前有固定人员8名，其

中正高级2名，副高级4名。

 6月2日，在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首届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特聘专家受

聘仪式上，廖宝文站长获聘为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首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8月26日，东寨港站承办红树林保护与恢复国家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红树林保护与

恢复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红树林保护与发展的座谈会。

 11月13日，第二届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2020年年会在北京

召开。我站廖宝文站长当选第二届湿地保护标委会委。

 9月25日，我站3位科研人员受广东省自然资源局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邀请进行

红树林保护与修复方面的知识讲座。

年度成果统计

 科研成果：本年度发表科技论文5篇，其中SCI论文1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4篇；

“红树林团水虱危害的应急防控技术——烟熏法和双重药剂法”获得国家林草局成果认

定。

 奖励成果：本站研究团队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2020年度“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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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2.阐明红树林有害生物鱼藤种群扩散的空间分布格局

1.揭示退塘还林区红树林植被恢复的关键限制因子

3. 揭示外来树种人工红树林下乡土树种自然更新机制

RDA分析结果表明，鱼藤种群的空间

分布格局主要受到景观水平的形状指数

LSI 和分维数PAFRAC的影响。

无瓣海桑林下乡土树种组成受3类生

境因子交互作用影响：林下微环境、土壤

和冠层数量特征。

水文连通性是退塘恢复区植被成功定居的首要因子，

土壤盐度和养分是群落结构的主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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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四川若尔盖高寒湿地生态系统
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若尔盖定位站是以解决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变化及修复过程中的技术难题，集

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生态服务和决策支持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级生态观测研究站。

长期在站工作的研究人员30人，其中正高级3人，副高级7人，中级13人。

 组织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战略研讨会”，参加 “第五届中国湿地论坛”

并做题为“若尔盖高寒泥炭地干化对土壤生物固氮的影响”学术报告。

 与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中科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大学和

阿坝州林业研究所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完成了湿地气象、土壤、水文、水质和生物观测指标监测，数据收集

完整、连续，基本数据填报率达到76.5%。

 承担项目：若尔盖定位站在研项目10项，总经费446.8万元；本年度新增项目4项，

新增项目经费182万元。

 科研成果: 发表SCI论文2篇、CSCD论文1篇，授权发明专利1项。

 奖励成果：获“梁希青年论文一等奖”1项。

 科技支撑：撰写《2020年若尔盖湿地科研监测报告》，为当地管理部门提供科技

支撑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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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高寒湿地生物协同进化机理

针对若尔盖地区湿地萎缩、退化及鼠害日益严重等问题，探索了高寒湿地生态系统

中啮齿动物功能群与植被、人为干扰之间的响应特征。研究了嵩草属植物的繁育系统特

征，并获得了嵩草属植物的简化基因组信息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属领先水平；探明了高

寒湿地优势种嵩草是该区域的关键种群，认为该区域内嵩草类植物属于同一起源，应当

进行整体性保护，减缓景观破碎化对其长期适应性进化能力的影响；阐明了啮齿动物分

布、动态与放牧、植被，以及土壤含水率协同关系，提出了有效的高寒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牧业管理途径。

 高寒湿地水文过程及机理

以湿地生态水文循环过程为基础，构建了若尔盖湿地蒸散发模型，分析了若尔盖湿

地蒸发皿蒸发量变化规律，明确了湿地蒸散发变化过程和机制，气温升高是20世纪90年

代后若尔盖湿地蒸发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构建了若尔盖湿地水文模型，分析了若尔

盖湿地流域径流变化过程，探讨了2020-2050年未来30年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若尔盖湿

地流域径流变化趋势，初步探讨了气候变化对湿地径流的影响，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

若尔盖湿地流域径流呈减少趋势，玛曲站径流减少比率最大，其次为若尔盖站，最后为

唐克站；非汛期径流量减少幅度明显高于汛期，若尔盖湿地2020-2050年非汛期径流在

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径流减少比率在25%以上。非汛期径流量的锐减可能会对若尔盖湿

地保护以及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区域的水资源管理等产生影响，这对若尔盖湿地保护在

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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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北京汉石桥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常规监测包括水、土、气、生四大类要素，新增了冬季土壤监测，数据

量达到1GB；

 承担项目：新增科研项目共4项，总经费88.9万元；

 科研成果：基于生态站数据共发表论文6篇，其中SCI论文5篇，CSCD论文1篇；出

版专著1部；获得国际国内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2项；获得成果认定2项；

 奖励成果：获得梁希科普奖三等奖1项、梁希青年论文奖二等奖1项；1人获得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优青称号，1人获得研究员资格，2人获得副研究员资格。

汉石桥站位于京东平原地带，北京市顺义区杨镇镇域西南，地理位置为北纬

40°07′，东经 116°42′。汉石桥湿地是由汉石桥水库淤积演化而来，因蓄水深度较浅，

适宜水生植物的生长繁衍，成为北京郊区典型天然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站主要监测典

型的芦苇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汉石桥定位站设置站长1人，副站长2人，

管理人员4人，研究人员9人，固定人员合计16人。特色研究内容包括：

1、人工处理湿地脱氮除磷机理及冬季运行机制；

2、人工湿地植物养分重吸收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3、基于高光谱数据的湿地生物量及生化组分反演；

4、湿地宣教体系构建及科普方案设计。

 学术会议：参加第二届中国湿地遥感大会；

 科学普及：组织召开第一届吉林省自然教育发展网络论坛；成功举办了“疫情之下，

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生态科普云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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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1）湿地植被生物量及生化组分快速准确反演

构建湿地植物生物量、相对叶绿素含量（SPAD）、碳氮磷元素、含水率以及湿

地植物生长环境氮磷含量的高光谱反演模型，实现了湿地植被生物量及生化组分快速

准确反演；通过偏最小二乘（PLS）模型分析了芦苇、黄花鸢尾、槐叶萍、浮萍4种湿

地植物的冠层光谱反射率与人工湿地中水体和底泥的TN和TP浓度之间的相关性，以

评估植被生长环境中氮和磷的浓度变化。研究证实了基于典型湿地植被高光谱数据对

水环境的氮磷元素含量反演的可行性，可为不同时空尺度上快速、准确的水体富营养

化监测提供技术依据。

（2）人工湿地植物养分重吸收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阐明了⼈⼯湿地植物养分重吸收过程和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发现（1）人工湿地

内植物养分重吸收能力及效率主要受植物绿叶性状等内因驱动，环境养分等外因对人

工湿地植物养分重吸收能及及效率影响相对较小；（2）人工湿地植物凋落物浸泡对

水质有显著的影响，可通过凋落物性状对水质的影响进行预测。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有

助于提高人们对人工湿地植物自身过程及其在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贡献的认

识，为更好保护和利用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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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河北衡水湖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获取了14个指标的气象数据、10余个指标的土壤底泥数据、20余个

指标的水文水质数据、40余个指标的生物观测数据等。

 承担项目：2020年新立项项目4项，总合同经费166.4万元；目前河北衡水湖生

态站在研项目10余项，总合同经费300余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9篇，其中SCI5篇、EI1篇；获得专利1项；出版专著1部。

 奖励成果：获得第十一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科技支撑：撰写评估报告2份，支撑了衡水湖湿地保护修复相关项目。

以人为干扰下典型湖沼湿地变化及生态过程观测研究为定位，开展湿地水文特征

与水鸟栖息地选择、湿地生态系统演替及对人为干扰的响应、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机制、

湿地退化机理及生态修复技术等研究。

现有观测研究人员14名，其中固定人员90%以上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包括高级

职称2名和中级职称8名。

 2020年，新增了工程植物筛选玻璃钢池、无人机、柱状采样器等设施设备；并

对小型气象站、无人机等进行了维护；2020年12月生态站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已正式获

得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批复。

 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2人，1人由副研究员晋升研究员；累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11人次，做特邀学术报告2人次。

 与衡水湖自然保护区开展观测数据共享；到福建闽江河口、杭州西溪等生态站

交流学习；并利用微信公众号及报纸杂志等开展了科普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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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衡水湖湿地植被对人为干扰的响应

人为干扰下植物多样性在地理格局上呈现了很强的空间差异性，在局部聚集。随着人

为干扰强度的增加，植被景观和植物多样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早期会伴随着外

来植物大量增加，导致本土植物占比的快速下降。

 基于指数模型的衡水湖湿地生态评估

利用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开展了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变化分析，从时间变化趋

势来看，2000～2019年衡水湖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呈现降低的趋势，平均指数由2000年的

76.2降低到2010年的61.0，再降低到2019年的60.3。

 湖岸植被带对道路径流污染物的截
留效应

岸带土壤样品中存在轻微污染的Pb、

Cd、Zn、Fe元素，表层土壤样品重金

属含量随着远离公路，表现出较明显的

下降趋势，说明植被岸带在水平方向上，

对重金属元素有较好的截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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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广东湛江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湿地气象、土壤、水文、水质、生物、灾害的全年度观测数据。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1项：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底更新调查和样

线样地监测”，360万元。 新增项目3项：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北部

湾红树林物候驱动机制研究”，35万元；国家自然基金 “红树林覆盖动态变化过程、

机制及时空分异特征”，24万元；广东林业生态监测网络平台建设项目，25万元。

 科技支撑：撰写《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标准现状及体系构建建议》和《我国红树

林湿地保护与修复的现状与对策》，为国家湿地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湛江红树林湿地站定位于红树林湿地资源保育、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生态恢复理

论与技术，研究红树林湿地生物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退化红树林湿地

恢复与重建、生态工程监测与功能评价等研究。研究团队共17人，固定人员13人，其

中高级职称9人。

本年度主要以常规生态监测和科普为主，按照定位站要求进行了监测，并对当地

的中学、岭南师范学院等围绕红树林湿地的保护与恢复主题开展了相关科普工作，培

养了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提升人们保护湿地意识。参加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

地生态站观测指标修订工作会、中国红树林保护与生态修复网络研讨会、红树林保护

和恢复国家创新联盟成立及学术研讨会以及广东林业生态监测联盟成立及学术研讨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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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全面调查雷州半岛红树林湿地资源、生物多样性及受干扰现状，采集沉积物，进

行理化分析，初步建立了我国面积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生态本底基础数据库。

建立5个固定监测样地，长期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气象、土壤、水文、水质、生

物、灾害等研究，为生态站长期数据积累提供基础，联合广东林业生态监测网络

平台实现数据共享，直接服务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从景观尺度上研究红树林变化的动态及时空分异特征，已经收集研究区10年来的

空间高分辨率数据，并开展基础调查，相关数据正在分析。

结合正在实施的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为当地大、中、小等学生群体开展

了科普宣教活动，提升人们保护红树林湿地的意识，培养了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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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我院7个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共承担科研项目47项，总经费

2781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5项， 经费900万元，科技部重点研发

项目9项，经费887万元，其他项目13项，经费400万元。

 2020年度，7个荒漠生态站新增科研项目13个，总经费420万元；获发

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获软件著作权4项；制修订行业标准2

项；发表学术论文78篇；出版或参编专著14部。

 2020年度，生态站组织各类会议4场次，参加学术会议10场次，参加相

关工作会议9场次，参加专业技术培训会议1场次。基于生态站研究成

果，针对行业、地方管理部门开展的政策咨询与建议9项。

 2020年度，依托各荒漠生态站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项，

民勤站“荒漠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创新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林草科

技创新团队，贵州普定站薛亮、内蒙古磴口站高君亮获梁希青年论文

奖。

荒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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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数据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石羊河流域下游的

民勤绿洲内。民勤站始建于1959年3月，是我国最早的荒漠生态定位研究基地之一。

2005年底被批准为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CNERN）站，定位于荒漠草地生态系

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承担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长期定位监测任务。

平台简介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 物候、沙旱生植物耗水数据等生物监

测数据400余份6万余条；

• 土壤水分等小气候数据1640万个；

• 风沙流运动规律数据15份；

• 沙漠、过渡带、绿洲0-50垂直梯度实

时风速、风向观测数据2000万个；

• 采集沙尘样品1000余份；

• 开展石羊河流域10块乔、灌木综合观

测样地综合调查，监测径流数据2000

多万个，采集土壤样品700余份。

 科研成果

 承担项目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1项；

甘肃林草局科学技术进步奖5项；

“荒漠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创新团队”

入选第二批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

 奖励成果

5月 参加全国典型地区定位监测交流研讨会

7月 承接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专业野外教学实习

9月

与甘肃农业大学达成合作交流和人才培养意向

特邀学术报告：荒漠生态系统对人工模拟增雨的响应与适应

组织召开甘肃民勤国家野外站2020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10月 举办兰州市少年儿童第十一届生态道德实践夏令营活动

12月 参加野外台站数据专著出版工作交流会

本年度在研项目25项，经费1286万。

新增项目3项，经费211万。

2020年度发表论文6篇，出版专著2部，

申请专利9项。

53

中国林科院生态站2020年度进展报告



科研进展

（1）揭示了梭梭林下土壤结皮发育对黄花补血草种群发育的促进作用

图1 梭梭林下土壤结皮发育对黄花补血草种群冠幅与株高比值的影响

（2）厘清了人工模拟增雨对荒漠植物白刺物候的影响规律

图2 人工模拟增雨对白刺物候及生长季长度的影响

人工模拟增雨处理后，白刺春季物候提前、秋季物候推迟，生长季延长，即未来

降水增加可能利于白刺生物量积累、增强其碳汇能力。该研究结果先后被中国科普网、

科技日报、中国科技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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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贵州普定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报送行政管理、实物资源、基本数据、自选数据等四类， 上报数据比

例平均达90%以上；

 承担项目：承担包括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专题等项目3项，累计经费200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SCI论文2篇，授权专利1项，修订标准1项；

 奖励成果：梁希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1项；

 科技支撑：参与编写国家林草局保护司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1次。

普定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主站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关镇，地理坐标为

26°9’-26°31’ N、105°27’-105°58’ E，海拔1200m，植被类型主要为喀斯特天

然次生林及灌木林和草地。主要开展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与示范，针对石漠

化不同植被类型下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开展长期定位观测。普定站现有研究人员

6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1名，助理研究员或工程师3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

生导师2人。

 学术交流：站内骨干人员于亚林所学术报告厅分享出国访学心得体会，并就植物水

力学最新研究进展作了简要汇报；

 科普服务：制作发放《喀斯特山地经济林生态经营技术手册》5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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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明确人工林过度经营导致土壤退化的微生物学机制

 证明了喀斯特生境下促进主要树种生长的丛枝菌根真菌

 揭示干旱胁迫下主要树种对外源钙的生理生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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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3种经营强度下山核桃人工

林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共生网络特征研究，

表明土壤pH值、Ca2+、TOC和总氮在决

定微生物群落结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而植被相关因子（植被盖度及Al3+）仅

对真菌群落产生重要影响，随经营强度

增加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及共生网络

复杂性降低，为石漠化生态经济林经营

措施优化及土壤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针对喀斯特土壤干旱和高钙两个主

要特征，利用特有植物掌叶木，开展了

干旱胁迫条件下掌叶木对外源钙的生态

理生态响应研究，结果表明施加外源钙

可以改善干旱胁迫下掌叶木的水分状况、

光合能力、渗透调节及抗氧化能力，外

源钙浓度以10 mmol·L-1效果最佳，揭示

了掌叶木在干旱高钙条件下的适应机制。

通过开展植物与丛枝菌根真菌共生研究，发

现任豆幼嫩根系更易侵染，并可以提高生长指标；

摩西球囊霉接种效果优于根内球囊霉和混合接种，

在贫瘠喀斯特土壤生境表现出较好促生效应，可

作为喀斯特侵蚀区植被恢复菌根真菌干扰途径的

优势菌种。



平台简介

云南元谋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利用已有设备记录水、土、气等方面的数据，获取数据2万余条。监测数

据按要求定期上报生态定位观测网络中心，实现了数据共享。

承担项目：在研国家重点研发课题1项，十二五科技支撑专题2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合同经费近400余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6篇（其中SCI论文2篇）,获软著证书4项，参与国家林草局行业

标准并颁布1项，申报发明专利2项。

科技支撑：配合云南省科技厅、楚雄州、元谋县开展了2020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提

供了退化人工林和低效天然林结构调控技术并在科技活动周展览，推动了干热河谷地

区林业建设的质量与科技含量。

元谋站立足横断山区干热河谷,以植被退化原因、机制、驱动力及植被可持续恢复

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为对象，进行长期系统定位观测研究；

现有总面积2003亩，各种人工林、天然林等长期监测林分类型齐全； 在站人员11

人，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3人。

参加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水土保持国家创新联盟和矿山生态修复国家创新联盟成立大

会、2020年荒漠草地联盟年会会议、云南省植物学会2020年年会、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网网上会议等，元谋生态站成为水土保持国家创新联盟的理事单位;

云南省农科院、西南林大、中科院山地所等单位多名专家学者参观了元谋站在建设

的余甘子生态恢复试验基地，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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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2020年，栌菊木和滇榄仁是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典型生态指示植物，其在自然栖息

地的再生失败已成为与植被保护相关的日益关注的问题，以干热河谷乡土树种栌菊木

和滇榄仁种子为例，开展了不同水分胁迫下对其种子发芽的影响，研究的目的是量化

研究树种的幼苗生长，生物量分配和光合作用对长期水分胁迫的响应。发现随着水分

胁迫的增加，所研究幼苗的苗高、叶数、根长、比叶面积（SLA）、生物量和气孔极

限值（Ls）均降低，水分利用效率（WUE）提高，生物量分配不一，供水<40％的干

旱引发的对两种幼苗的这些参数产生负面影响的阈值，提出了干热水分胁迫下研究树

种的资源利用、环境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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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内蒙古磴口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气象、土壤等数据80G，无人机影像2T，人工数据3万余条。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12项，总经费167万，新增项目4项，经费42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30篇，其中SCI期刊论文7篇；第一标注CSCD期刊论文23篇，

EI收录1篇；出版专著3部，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项。

 奖励成果：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梁希论文三等奖1项。

 科技支撑：磴口站监测的植被和地下水数据被磴口县自然资源局在全国第三次土

地调查的土地类型划分中采用。

磴口站地处亚洲中部荒漠区和草原区分界线，是“山

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天然生态实验室。硬件完善、交通便

利，可为开展荒漠生态系统定位监测、荒漠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关系、试验示范研究提供支撑。有固定人员25人，

研究员3人。

 协办了“中国治沙学会旱区灌木造林及产业开发专委

会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会”与“2020年荒草联盟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提高了本站知名度。在内蒙古气象局2020年

全区荒漠生态气象工作推进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合作提升

荒漠生态气象监测研究水平》的报告。

 与15家科研单位开展科技合作，为12家单位50余位研

究人员提供监测数据，为200余人讲解荒漠化有关知识及

监测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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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干旱年份蒙古高原沙冬青群落的水分利用策略

 人工模拟增雨处理后唐古特白刺加班工作

 通过稳定氢、氧同位素技术研究了沙冬青和

与其伴生灌木(黑沙蒿和旱蒿)的主要水分来源。

 沙冬青依赖地下水和150-200cm 深层土壤水，

前者几乎贡献其水源的一半。黑沙蒿主要利用

150-200cm 深层土壤水，但夏季和秋季也利用

100 cm以内的浅层土壤水。旱蒿主要利用150-

200cm的深层土壤水和地下水，后者对其总水源

的贡献率大约为30%-60%。3种灌木具有双型根

系或深根系，这些根系特征与其水分来源一致。

 研究期内 (2012-2018年 )，模拟增雨处理

(25%-100%)使春季物候(30%叶芽完成展叶)平均

提前1.29-3 d, 同时，使秋季物候(80%叶片变黄)

平均推后1.18-11.82 d。秋季物候推迟直接导致白

刺生长季平均被延长2.11-13.68 d。即“工作条

件”-水分条件改善之后，白刺“加班加点”工

作。

 模拟增雨条件下白刺秋季物候推迟，一方面

和水分较好时叶片光合作用相关酶活性的提高有

关，另一方面和水分条件好使白刺叶片叶绿素II

降解速率变缓有关。春季物候提前则和人工增雨

对初春时期土壤水分的补充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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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青海共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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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站以高寒荒漠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野外定位观测获取科学数据，开

展野外科学实验研究，加强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加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为我国科技

创新和行业进步提供基础保障和科技支撑。本站研究方向为“高寒荒漠生态系统演变过

程、机理及其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本站现有固定研究人员3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9

人，中级职称9余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21人，占70%。

2020年10月22日，举办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青海共和盆地典型固沙植物根

系特征及功能研究”现场查定验收会。会议邀请国家林草局、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和青海大学的相关领导专家，采取现场查看和PPT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家组一致

同意项目通过现场查定验收。

 观测数据：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

共和站获得连续观测数据15.3 GB。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3项，经费合计

287.95万元；本年度新增项目2项，经费

合计45万元。

 科研成果：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

表论文5篇，编写出版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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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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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共和盆地典型固沙植物根系特征及功能研究

2020年12月16日，国家林草局科技司组织专家对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

目“青海共和盆地典型固沙植物根系特征及功能研究”进行了验收。通过听取项目负

责人汇报、审阅相关材料以及综合评议，专家组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并认定成果

“高寒沙区防护林优化配置技术”1项。

项目在高寒沙区典型固沙植物根系特征、根系（细根）寿命及周转、根系（细根）

在碳循环中的作用、根系（细根）在养分循环中的作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筛选出

适合高寒沙区的典型固沙植物5种，提出适合高寒沙区的防护林栽培模式5种，示范区

植被覆盖度达到了95.6%；项目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24篇，其中SCI论文

3篇，硕博毕业论文5篇，出版专著3本，获得发明专利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1项，

并申请发明专利1项；建立了高寒沙区典型人工防护林试验研究与示范区1160亩，并

在周边地区辐射推广3000亩。研究成果可为高寒沙区防护林构建、生态林业工程建设

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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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库姆塔格荒漠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图像数据300G，连续监测数据15M，调查分析数据2000余条。

承担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重点项目63万元。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14篇，获批专利1项，出版专著3部。

奖励成果：荒漠生态系统功能评估和服务价值核算获梁希二等奖。

科技支撑：“一带一路”荒漠生态系统自然遗产保护专项研究报告等6项。

库姆塔格站是以陆地荒漠生态系统为核心，整合湿地（绿洲）生态系统和山地

（冰川）生态系统，将风沙过程、水文过程、成土过程、生态过程及旱地可持续利用

等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综合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库姆塔格站观测研究区面积约10万

平方公里，设15个1-10km2长期野外观测样地，拥有各类型监测分析仪器132台套，固

定人员22名。

库姆塔格站积极参与各类型科普服务工作，先后联合敦煌市自然资源局、甘肃敦

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酒泉市党河水资源管理等地方单位，开展多项干旱区风沙、

水文、生态环境有关的专题科普宣传与参观教育工作，提高了敦煌及周边区域人民对

库姆塔格沙漠、干旱区绿洲等形成、历史、动植物、土壤、气候、水文及生态保护与

修复等个方面的认识。另外，联合守望地球组织、甘肃敦煌西湖保护区每年定期举办

敦煌生态环境保护与宣传工作，有力的促进了敦煌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相关的宣传教

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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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依托库姆塔格站主要开展了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敦煌周边生态本

底调查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西湖生态植被本底核查及遥感监测、生态水文观测塔建设

及观测、西湖补水来源调查及生态与地表地下水响应关系分析、西湖生态补水方案的

优化论证、敦煌南泉湿地和东湖湿地保护方案编制、敦煌生态保护人员培训及素质提

升等6项内容。

依托该项目完成了《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敦煌周边生态本底调查研究报告》，

该报告系统全面的对敦煌西湖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本底状况及历史变化趋势进行了总

结分析，本研究报告内容以敦煌西湖及周边湿地为核心，辐射区涉及周边戈壁、沙漠

与山地，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区地质地貌、气候特征与变化、水文与水资源、土壤、风

沙、植被、动物、40年景观格局动态与因子分析、西湖保护区及周边生态系统水分循

环与模拟、西湖保护区及周边地下水分布及模拟、党河流域水资源需求分析等。另外，

敦煌站研究团队依托该项目还撰写完成了敦煌市东湖自然保护区保护方案，敦煌市南

泉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方案，敦煌地区动植物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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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甘肃敦煌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观测数据：积累图像数据200G，连续监测数据12M，调查分析数据2000条；

 承担项目：新增院所基金项目1项，在研项目2项，经费合计122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14篇，获批专利1项，出版专著2部；

 奖励成果：获梁希二等奖1项，联合培养研究生1人；

 科技支撑：联合开展敦煌生态本底及荒漠化防治主题活动1次。

敦煌站是极干旱区荒漠绿洲观测、研究、示范、教育基地，面向荒漠绿洲结构、

功能、演化，研究绿洲管理与稳定性。目前建有风沙观测场、水文观测场、永久植被

与土壤观测场等，配备气象、植物和水文仪器54套。站长为杨文斌研究员，固定人员

10人，专业覆盖荒漠化防治、水文学和生态学等领域。

2020年，敦煌站继续优化样地布设，杨地下水埋深梯度建设三道泉湿地至戈壁水

平样带。同时积极争取划拨土地，计划建设599平米综合实验楼。常规监测研究工作方

面，在完成常规设备巡检、设备维护的同时，搭建远云程数据监测与传输系统。专题

研究方面，完成敦煌生态本底核查、数据整理及成果汇总工作。为进一步挖掘研究区

科学与技术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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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梳理敦煌地区多站点降雨与温度样地数据显示：该区域降水随海拔增加而增

加，海拔每上升100米，年降水增加6.5mm。荒漠戈壁站点年平均温度显著高于绿洲湿

地站点；海拔每上升100米，荒漠戈壁站点年平均温度降低0.78度（P<0.05）, 绿洲湿

地站点年平均温度降低0.47度（P>0.1）。

本区共记录217种植物，其中裸子植物1科1属3种，被子植物34科121属214种。小

属（含2～15种）共47属，含142种，占总属数的38.52%，占总种数的65.44%；单种属

75属，含75种，占总属数的61.48%，总种数的34.56%。

海拔大于1400m（降雨大于60mm）,植被能够实现雨养生存，植被盖度随海拔

（降雨）增加而增加。海拔小于1400m（降雨小于60mm），小部分植被生存需要依靠

泉水或季节洪水供给，大部分区域植被依赖地下水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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