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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8 日，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方农牧交错带

草地退化机理及生态修复技术集成示范”重点专项第五课题“阴山北麓农牧交错

区风蚀草地治理技术与示范”启动会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课题主持单位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综合楼顺利召开。 

项目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于贵

瑞研究员，项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副院长路战远

研究员，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韩兴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陈保冬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姜勇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黄建辉研究员及专项秘书魏存争作为本课题专家组成员出

席了会议。同时参会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副院长白晨研究员，科研

管理处处长胡明研究员，植保所所长白全江研究员，科研管理处张立华研究员，

课题负责人程玉臣研究员，各子课题负责人及部分研究骨干。 

会议由科研管理处胡明处长主持，白晨副院长致辞。白院长介绍了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的整体状况，表示作为课题承担单位会全力支持研究工作的实

施开展。课题负责人程玉臣研究员就课题的研究内容、任务分工、考核指标等作

了总体汇报。本课题下设五个子课题，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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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东北师范大学共同完成。课题内部实行子课题负责制，现已完

成研究任务分解、文献收集和生产调研等前期工作，部分种质资源收集与评价工

作业已展开。随后，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研究目标、研究内容、考核指标、研

究方法及实施进度等进行了汇报，针对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区农田风蚀沙化、草地

退化、生产能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重点开展退化农田保护性耕作、

地力提升与生态修复、优质乡土牧草品种鉴选、风蚀退化草地植被恢复与重建等

关键技术研究，研发快速、稳定的恢复技术，构建适宜的生态畜牧业等产业技术

模式，形成生态治理、生态产业、生态富民相结合的退化沙化草地治理技术方案

模式并进行示范，为区域退化沙化草地综合治理和生态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图 1.草牧业科学院白晨副院长致辞         图 2.课题负责人程玉臣研究员做报告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汇报后，重点对各子课题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合

理性、创新性和关键技术问题等进行了具体指导，在子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

容、试验方法及组织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专家指出试验设计要

目标明确、针对性强，试验数量宜精不宜多，要注重成果的实用性，以区域生态

问题诊断、改良进行综合性研究，对成熟技术进一步集成、提升、凝练。项目负

责人韩兴国研究员对课题组近期的工作和实施方案进行了点评，并作了进一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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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第一，技术要能落地，要能满足进行县域示范的要求；第二，要站在更高的

角度上设计试验，围绕项目要回答的问题进行设计，要有创新、有增量；第三，

建议对子课题内容进行调整。韩兴国研究员还要求各个课题间要加强交流与合

作。 

 

 

 

 

 

 

 

      

     

图 3.于贵瑞研究员论证实施方案             图 4.路战远研究员论证实施方案 

 

启动会的顺利召开促进了子课题与课题、课题与项目之间的交流协作，为推

动该课题研究任务有序实施、保障研究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 5.韩兴国研究员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图 6.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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