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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简介 

“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原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

研究实验室”，成立于 1989 年 11 月，2002 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数量生态学

重点实验室”，2006 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重点实验室”，2007 年

10 月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首任实验室主任张新时研究员，首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郑慧莹研究员。重点实验室现任主任为韩兴国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为尹伟伦院士。 

实验室围绕植被与环境变化研究方向，重点开展植被对环境变化的多尺度响应规律、变

化环境下植物的适应对策、植被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与保护途径、植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

调控和植被格局与动态的研究。 

实验室由 14 个研究组构成，分别是：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研究组组长：马克平）；

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组组长：周广胜）；稳定同位素与生态系统过程（研究组组长：

林光辉）；恢复生态学（研究组组长：李凌浩）；生物地球化学（研究组组长：韩兴国）；生态

系统适应与进化（研究组组长：董鸣）；环境演变与生态模拟（研究组组长：倪健）；保护生

态学（研究组组长：谢宗强）；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组组长：蒋高明）；植种群生态学（研

究组组长：王仁忠）；生态系统响应大气和气候变化（研究组组长：万师强）；植被生态学（研

究组组长：郭柯）；植物水分养分生物学（研究组组长：张文浩）；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生态学

（研究组组长：白永飞）。 

实验室下设 6 个专业实验室：“分子生态学实验室”、“生理生态学实验室”、“化学分析实

验室”、“稳定性同位素实验室”、“3S 实验室”和“环境变迁实验室”。实验室拥有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定量 PCR 仪、纹理密度测量仪等设备。 

为了实现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实验室在我国典型生态系统设有长期野外观测研究站/

园，其中包括 3 个国家野外站，分别是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湖北神农架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及 6 个院所级站/园，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北京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伦恢复生态学试验示范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

克沙地生态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方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东乌珠穆沁草原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站、中国科学院华西亚高山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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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8 年，实验室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建设期仪器购置  重点实验室建设期仪器购置计划在 2008 年已完成大部分。已购置并使

用的仪器主要有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定量 PCR 仪、纹理

密度测量仪等。 

研究组建设  新增两个创新研究组，即植物水分养分生物学创新研究组和草原生态系统

功能生态学创新研究组。 

人才培养  白永飞研究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黄建辉、许振柱、何维明获得研究

员岗位资格，白永飞研究员被聘为创新研究组组长及博士生导师；出站博士后 5名、28 名博

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33 名硕士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访问学者 12 名。 

科研项目  获得 973 课题 2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个、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1个；人均科研经费 39 万元。 

成果产出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60 篇，其中 SCI 论文 76 篇。授权专利 2项。 

学术交流  共邀请 17 位国内外知名生态学家到实验室做专题学术报告。主办野外研究站

建设及其管理技术人员专业培训班、中国首届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国际研讨会暨稳定同位素技

术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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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创新研究组  Biodiversity and Biosafety 

 

研究组组长  

马克平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生态学、生

物多样性。 
研究组网页： 
http://www.biodiv.ibcas.ac.cn 
 
 

组 员 
研究员：张齐兵、张守仁 
副研究员：桑卫国、魏伟、裴克全、喻梅、

米湘成、陈铁梅 
助理研究员：杜晓军、任海保、梁宇、赖江

山、王顺忠、朱丽 
工程师：苑虎 
助理工程师：白帆、刘海丰、唐治喜、邴艳

红、刘彩云 
技术员：邱红岩 

 

 

工作进展 

An ecohydrological analysis for 

optimal use of redistributed water among 

vegetation patches in sandy grasslands.（喻

梅，高琼，Epstein, E. 张新时）生态水文

学（Ecohydrology or Hydroecology） 是近

年发展起来旨在揭示生态学过程和水文学

过程相互作用的交叉学科。目前已有研究

大多局限在生态变化对水文过程影响的研

究。由于二者耦合关系的复杂性，鲜有进

一步针对水文变化对生态过程反馈机制的

研究。同时，如何应用生态水文学原理和

方法提高自然资源-水资源管理的水平也

实验地区在（a）现有土地利用模式和(b)用 GST（乔-灌-草）设

计校正的土地利用模式下的水分利用、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和最

大叶生物量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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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旱生态系统管理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难题。本研究创新性地利用植物生长模拟模型和空间

分析中水文模拟模块相结合的方法，对干旱区生态和水文耦合过程（包含水分变化对生态过

程的反馈）进行了分析模拟；并进一步结合该地区草地管理中提出的“径流草地”模式，利用

该生态水文耦合模型讨论了其在流域生态系统管理上的可行性。此项研究近期发表于美国生

态学会的核心生态学应用期刊“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8 年，研究组在研中国科学院方向性项目 1 项，3 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

目 1 项，3 课题，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基金重点项目 1 项，课题 1 个；面上项目 5 项；

973 项目子课题 2 个；国家级国际合作 1 项；其他项目 7 项。 08 年申请获得批准的有科技部

支撑项目 1 项，基金面上项目 1 项，结题（基金面上项目）1 项。 

新招收 6 名研究生，在读研究生 30 人，毕业研究生 11 人，博士后出站 3 人。 
 
 

生态系统的适应与进化创新研究组  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in Ecosystems 

 
研究组组长  

董鸣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植物适应对策和生态异质性，及其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贡献，以及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适应

性管理。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dongm/AEE/indexdm2.htm 

 
 
 
 
 

组员 
研究员：黄振英、何维明 
副研究员：于飞海  
助理研究员：叶学华  

 
 

工作进展 

1、克隆整合对根茎禾草沙鞭抵御风蚀能力的影响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鄂尔多斯沙地站附近，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研究了风蚀程度与

根茎禾草沙鞭分株生长状况的关系以及克隆整合对沙鞭抵御风蚀的能力的影响。野外调查结

果表明：沙鞭分株叶片数和生物量均与其根茎距地面的深度（风蚀/沙埋程度的度量）有很好

的二次曲线关系；在风蚀的情况下（即根茎深度为负值时），沙鞭分株的生长非常弱。野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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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表明：较长（3 个月）和较短时间（1.5 个月）的模拟中度（去处 15 cm 表沙）和重度

风蚀（去处 30 cm 表沙）均显著削弱沙鞭样方中的分株数、叶片数（图 1）和生物量，而克

隆整合可以显著削弱长时间风蚀对沙鞭生长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首次证明了，克隆整合可以

提高沙地克隆植物抵御风蚀的能力。（Ann Bot，2008，102: 57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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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met number and (B) leaf number of Psammochloa villosa per plot under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five erosion and two rhizome-severing treatments. 

 
2、异子蓬种子二型性的生态学意义 

种子二型性是一年生植物适应环境的特殊生存策略。该研究以荒漠一年生盐生植物异子

蓬为研究对象，比较其二型性种子的萌发和休眠特性，并建立起萌发和休眠动态的概念模型。

研究发现，异子蓬棕色种子不具有休眠特性，而黑色种子表现为非深度生理休眠类型 2。棕

色种子和冷层积处理过的黑色种子的萌发率和萌发速率显著高于未经处理的黑色种子。研究

还发现，盐分对种子萌发有显著影响，复萌可导致二次休眠。异子蓬二型性种子采取不同的

萌发策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休眠和萌发特性。异子蓬还是第一种被报道具有非深度生理休

眠类型 2 的冷荒漠盐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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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aeda aralocaspica. (A) Natural habitat (note white salt crust) of S. aralocaspica (arrows) with saline-alkaline sandy soil. (B) S. 

aralocaspica branch in fruiting stage. (C) Positions of utricles on a branch; numbers 1 and 3 each contain one brown seed and number 

2 one black seed. (D) Schematic drawing showing the glomerules of utricle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rown and black seeds. (E) 

Brown (left) and black (right) seeds. (F) Fully developed planospiral embryo of brown (left) and black (right) 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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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新申请基金项目 2 项，结题面上基金项目 3 项，重点基金项目 1 项；在研科学院

创新重要方向性项目 1 项；在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专题 1 项；在研 973 项目专题 3 项；2008

年项目总经费为 120 万元。共发表论文 16 篇，其中 SCI 论文 14 篇。 

2008 年新招收博士研究生 3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7 人、硕士研究生 1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2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 

 

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创新研究组  Global Chang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研究组组长  

周广胜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相互作

用的观测与模拟。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zhougsh/_private/chxxz.htm 
 

 

 

组 员 

院士：张新时 
研究员：郑元润、许振柱  
副研究员：王玉辉 
助理研究员：张峰、贾丙瑞、蒋延龄 

技术员：宋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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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stratification; ss, salt stress; > H2O, dilution by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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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植被变化驱动机制的样带研究：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很多，

但是对植被分布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较少。周广胜研究组基于全球变化的中国陆地样带：水

分驱动的中国东北样带与热量驱动的中国东部南北样带，分析了植被分布格局变化及其驱动

机制，指出植被分布格局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将发生重大变化，驱动植被分布格局变化的

关键因子是热量和水分。但是，不同植被类型的变化对热量和水分的响应程度不同。植被变

化对热量的敏感性要大于水分，未来气候变暖将对植被分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科学 D 

辑:地球科学，2008)。 

 

   
未来气候情景下中国东北样带植被类型分布 

   

(a) SRES-B2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气候情景    (b) SRES-A2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气候情景 

未来气候情景下中国东部南北样带植被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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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承担的项目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十一五”支撑子课题 1 项和面上基金 2 项，经费总计：

973 万。发表论文 27 篇，其中 SCI 论文 9 篇，主要发表期刊有：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J Plant Growth Regul, Ecological Modelling, J Plant Res, 

Sci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Plant Research, 以及植物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和生态学报等。 

2008 年培养研究生博士 16 人、硕士 16 人。 
 
 

生物地球化学创新研究组  Biogeochemistry 

 

研究组组长  

韩兴国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生态学、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科学等。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hanxg/index.htm 

 

组 员 
副研究员：王其兵，王智平 
助理研究员：张丽霞 

工作进展 

内蒙古草原植物甲烷排放（王智平，韩兴国，

宋扬，G. Geoff Wang，Jay Gulledge）传统认为，从

陆地植物释放出的甲烷(CH4)是源于地下微生物在厌

氧条件下产生的 CH4，而后通过植物茎叶传输到大

气。然而，近期报道植物在有氧条件下也能产生并

释放 CH4，打破了这个传统。韩兴国研究组调查内

蒙古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的植物 CH4 排放，发现木本

植物比草本植物更具 CH4 排放潜力、且物理伤害刺

激植物 CH4 排放，提出了全球气候变化将促进植物 CH4 排放的观点。植物 CH4 排放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对其进一步的研究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8)。  

2008 年，新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克氏针茅草原碳素释放与氮素添加

的耦合机制研究（负责人：韩兴国）。 

2008 年，增加研究人员 1 人，在读博士生 12 人，在读硕士生 13 人。毕业博士生 2 人，

毕业硕士生 2 人。 

内蒙古草原植物排放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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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生态创新研究组  Plant Eco-physiology 

 

研究组组长  

蒋高明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全球变化与特殊生境下植

物适应的生理生态机理，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生态学主导的新农

业模式。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jianggm/jianggaomin.htm 

 
 
 
  

组 员 
副研究员：李永庚 

助理研究员：刘美珍、于顺利 

研究实习员：许宏 

技术员：张秀杰 
 
 

 

工作进展 

研究了育种年代、育种方法及地点对冬小麦品种 O3 敏感性的影响。发现对臭氧相对敏感

的冬小麦品种主要是由培育较高相对生长速率或较高光合能力的杂交育种方式决定的，而与

选育地点环境中的臭氧浓度无关(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59(4): 951~963)；新品种对臭

氧相对敏感，主要是由于其具有较高的气孔导度、抗氧化能力下降幅度较大以及较低的暗呼

吸速率有关，从而对蛋白和细胞膜完整性造成较高的氧化伤害(Global Change Biology)。当代

冬小麦品种对臭氧的敏感性可能是与其D染色体供体-钩刺山羊草对臭氧敏感有关，而与其A、

B 染色体供体-圆锥小麦的关系相对较小(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另外，研究了内蒙古草原自然分布的 C3 和 C4 植物种的低温驯化潜力和冷冻伤害，发现

C3 植物本身具有较强抵抗低温和冷冻能力或者具有低温驯化的潜力；而 C4 植物种对低温相对

敏感，但也具有一定的低温驯化能力(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在研项目 10 项，新申请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北京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论著 1 部。 

新招收硕士生 2 人，在读博士生 4 人，在读硕士生 1 人，毕业研究生 3 人。 



 Annual Report 2008         

8 

保护生态学创新研究组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logy 

 
研究组组长  

谢宗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植物的濒危机制与保护对策，探

讨受威胁植物的种群复壮途径，研究和监测大型水利工程对陆地植物多样

性的影响。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xiezq/index1.html 

 

 

 

组 员 

研究员：李镇清 

副研究员：高贤明 

助理研究员：申国珍、樊大勇、徐文婷、  

周友兵、熊高明、赵常明 

 

 
 

工作进展 

Proposed Conservation Landscape 

for Giant Pandas in the Minshan 

Mountains, China（申国珍，谢宗强）

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保护区是否能完

全起到保护作用？如何设计？其有效

性如何？这是目前保护生物学领域讨

论的主要科学问题之一。谢宗强研究组

以岷山大熊猫 22 个自然保护区及其所

在栖息地为研究对象，提出 60.9%的保

护区没有完全起到保护作用，保护区只

保护了核心栖息地的 54.8%，保护区之

间需建立 4 个廊道，同时现有保护区格局需要调整。保护区网络的构建需依据保护规划

（Conservation Planning）原理进行顶层设计。整合核心栖息地及现有保护区网络，提高保护

岷山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核心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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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的连通性并维持物种进化潜力是提高保护区有效性的关键（Conservation Biology, 

2008）。 

目前共承担课题 15 项，2008 年到位经费 406 万。其中基金面上和重大项目专题 3 项，

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 5 项，科技部 973 专题 3 项，科技部科技支撑和平台建设项目 2 项，三

峡建设委员会项目 1 项；2008 年申请课题 3 项，结题课题 1 项。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 SCI

论文 7 篇，IF>3 的 4 篇；获得专利授权 2 项；出版专著 1 部。 

2008 年在读硕士研究生 9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2 人；新招收硕士研究生 3 人，进站博士

后 2 人。 
 

 

恢复生态学创新研究组  Restoration Ecology 

 

研究组组长  

李凌浩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草原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和恢复生态学研究。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lilh/restorationgroup.htm 

 

 

 

 

 

 

组 员 

助理研究员：白文明、陈全胜、邵长亮、张丽华 

 
 

工作进展 

羊草根系寿命在空间和时间上对氮的响应（白文明、王正文、陈全胜、张文浩、李凌浩）

利用改进的微根窗方法揭示了出生在不同土壤深度和不同季节羊草根系的寿命对氮添加的响

应不同。无论在哪一个土层氮添加都显著地减少夏季出生的根系寿命，然而却增加出生在最

顶层春季出生的和最深层秋季出生的根系寿命。羊草根系寿命在空间和时间上对氮有效性响

应的敏感性差异对于理解内蒙古典型草原植物的氮素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Functional 

Ecolog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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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土层深度和不同季节出生的羊草根系生存曲线 

 

研究组新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发表文章 6篇，出版专著 1部。 

新招收博士生 1人,硕博连读生 1人;在读博士生 3人、硕士生 3人。 

 

 

环境演变与生态模拟创新研究组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Ecological Modelling 

 

研究组组长  

倪健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变化生态学、古生态学和植被

生态学研究工作。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nij/researchnews.htm 
 
 
组 员 
副研究员：王国宏 

助理研究员：张芸 

研究实习员：霍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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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新疆草滩湖村湿地 4550 年以来的孢粉记录和环境演变（张芸, 孔昭宸, 倪健, 阎顺, 杨振

京）通过对新疆石河子市草滩湖村湿地剖面的多项环境指标综合分析，发现在 4550~2500 cal. 

a BP 期间，该区气候较为干燥，不利于泥炭堆积；而后气候变得湿润，湿地发育、淡水水生

植物丰富，有助于泥炭累积，但其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干湿变化。在 2500~1810 cal. a BP 期间，

气候较今湿润，湿地中有大量的芦苇、香蒲和黑三棱等挺水植物和淡水绿藻生长，形成芦苇

湿地景观，而在周边区域上生长的是藜科、蒿属、菊科和唐松草属等为主的荒漠草原植被；

在 1810~1160 cal. a BP 期间，沼泽湿地水体变浅，尽管其它水生植物含量大幅度减少，但仍

有芦苇生长，周围区域则是

以藜科和蒿属为主的荒漠植

被景观；在 1160~650 cal. a 

BP 期间，该区中旱生草本植

物茂盛，种类丰富，并进入

水生植物繁盛的荒漠草原时

期；但 650 cal. a BP 以来，湿

地周边地区仍是以藜科和蒿

属为优势的荒漠景观，尽管

仍有一些沼生水生植被生

长，但其含量已大幅度减少。 

2008 年申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30 万元），在研 973 课题 1 项（72 万

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专题 1 项（10 万元），青年基金 1 项（18 万元）。 

新招收硕士生 1 人，在读博士生 2 人、硕士生 3 人，毕业硕士生 3 人。 
 

 

稳定同位素与生态系统过程创新研究组  Stable Isotopes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研究组组长  

林光辉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变化生物学、稳定

同位素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理学研究。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lingh/siep/china/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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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员 

研究员：黄建辉 

副研究员：陈世苹 

助理工程师：张凡 

技术员：熊樱   

 

 
工作进展 

三峡水库新形成的岸边与非岸边生境下植物水分关系的对比研究（孙双峰、黄建辉、韩

兴国、林光辉）三峡大坝的修建显著地提高了三峡水库的水位，而水文条件的变化将如何影

响当地植物的生理生态特征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本研究通过测定植物茎水和叶水中的稳定同

位素组成，对比生活在一个新形成的岸边样地和两个非岸边样地主要植物种的水分关系。茎

水的同位素组成表明生活在新形成岸边的植物主要吸收渗入土壤的雨水作为主要水源，而不

是河水。岸边植物水势也与非岸边植物相似。虽然不同物种间叶片碳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

但三个样地间植物叶片的碳同位素组成没有显著差异。我们的结果表明生活在三峡大坝新形

成岸边的植物并不依赖于河水作为其主要水源，大坝升高的水位可能并不能很快改变岸边植

物的水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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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03-2004 年三个样地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斛栎（Quercus aliena）和

马桑（Coriaria sinica）茎水与可能的植

物水源（河水、雨水、20cm 和 100cm 土

壤水）的δD 值。图中茎水和土壤水的数

据为平均数 1 倍标准误差（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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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在研项目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等共 9 项，结题项目 3

项。发表的主要研究论文 6 篇。 

6 月，由林光辉研究员发起和组织，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以

色列等国及国内多年从事本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近 150 人参加会议。 

新招收博士生 1 人、硕士生 2 人，在读博士生 1 人、硕士生 7 人，毕业博士生 1 人、硕

士生 3 人。 

 

植物种群生态学创新研究组  Plant Population Ecology 

 

研究组组长  

王仁忠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种群生态学、生理生态学、

全球变化生态学等。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wangrzh/z.8.html 

 

组 员 

副研究员：肖春旺 

助理研究员：王正文、熊小刚 
 
 

工作进展 

在区域尺度上系统研究了我国主要植被区 C4 植物的地理分异规律，揭示不同功能型植物

对水热变化的响应特点和适应机制。在大尺度水热梯度上，探讨广布种植物的形态和生理适

应性，资源时空配置等对水热梯度变化的响应规律。在小尺度和生理水平上，研究了 C3 和

C4 植物对水分和盐份胁迫适应的分异性规律等。 

研究了不同植被区域土壤碳输入与输出变化规律

以及土壤微生物的调控机制。阐明了我国典型草原生

态系统土壤微生物受到能量的限制，揭示出土壤碳输

入量增加能否提高典型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含量，关

键取决于输入到土壤中碳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与活性、土壤呼吸、输入到土壤中

碳的分解速率等变化。部分成果发表在 New 克隆植物适应性实验 Clonal plant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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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ologist、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等刊物上。 

植物适应策略及繁殖生态学：研究了克隆植物对异质性资源的利用和适应对策，揭示了

克隆植物劳动分工对资源斑块对比度的依赖关系，同时发现了在劳动分工过程中不同性状变

化的不协调现象。研究了典型草原主要植物种类生殖物候期对全球变化主要因子变化的响应，

发现不同植物种类及其功能类群对温度升高、降水变化、氮素沉降和刈割干扰呈现极其多样

化的响应格局。 

研究组承担国家“973”项目的专题 3 项、科学院重大项目和重要方向性项目的专题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在国外 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7 篇，其中影响因子>2 的 2 篇。 

接待国外访问学者 2 人次，出访 1 人次，与国内外 6 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展了合作。新

招收硕士生 1 人，在读研究生 2 人。 

 

 

生态系统响应大气和气候变化创新研究组 

Ecosystem Responses to Atmospheric and Climatic Change 

  
研究组组长  

万师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自然和人为干扰及

其相互作用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探讨陆地植物(生

理生态、生长、种间竞争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

全球变化的响应、适应和反馈机理。 

研究组网页： 

http://eco.ibcas.ac.cn/group/eracc/china/Introduction.htm 

 

 
 
 
 
 
组 员 
副研究员：牛书丽      

助理研究员：王常慧、王洪君、刘卫星、张乃莉 

实验师：高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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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以自然条件下的生态系统控制实验为主要手段，研究自然和人为干扰(温度、降水、氮沉

降、二氧化碳、土地利用、火烧等)及其相互作用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探讨陆地植物

(生理生态、生长和种间竞争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结构(物种组成)和功能(碳、氮和水分循环)对

全球变化的响应、适应和反馈。围绕着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这

一研究主题，2007–2008 年该组在野外继前两年开展了大量的生态系统控制试验, 其中包括

在一项样地面积 53000 m2、近三十位研究人员参与的全球变化多因子(割草、施肥、降水和增

温)实验，一项研究白天、夜晚和全天加热对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的试验(图 1),一项

沿降水梯度的温带草原增温试验,一项研究降雨对土壤呼吸的脉冲效应的影响的试验，一项研

究凋落物添加及去除对草原生态系统碳库及碳循环影响的试验(图 2)，一项研究不同斑块类型

对施肥、割草的响应的试验，一项研究地形、火烧、及施肥对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试验，以

及其它一系列野外实验。围绕这些野外控制试验，测量了从植物个体生理生态水平、群落水

平到生态系统水平等一系列反应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学指标，获得了丰富的野外观测

和试验第一手资料。以这些工作为基础，我们在 Ecology, Global Change Biology, New 

Phytologis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Annals of Botany,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等

国际期刊上已发表论文十余篇，平均影响因子为 3.68。 

 

   
   图 1                                 图 2 

 

新申请到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和 1 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子专题；在研

项目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课题、中

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面上项目 1 项。2008 年课题组共到位经费约 200 万元。 

新招收硕博连读生 2 人，在读研究生 7 名博士，毕业硕士 2 人、博士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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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生态学与植被图志研究组  Vegetation Ecology and Cartography 

 

研究组组长  

郭柯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植被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

以植物群落学及植被地理分布规律为核心的植被生态学基本理论，进行

《中国植被志》和《植被图》的编研。 
 

工作进展 

由本研究组的组织，经过两年多的编写工作，《中国植物区系和植被地理》专著初稿于

11 月底完成，计划 2009 年出版。“植被地理”部分，阐述了影响中国植被形成和分布的主要

自然地理要素和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植被分类各级单位的划分原则和依

据，重新拟定了中国植被分类的系统方案，确定了统一的植被类型命名方法；阐明了中国植

被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修订了中国八大植被区域区划方案，

并根据最新的资料阐述了各植被区的植被特征；最后探讨了植被地理学理论在诸方面的应用，

以及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植被的响应和人类可采取的对策（作者：陈灵芝、孙航、郭柯、王献

溥、王金亭、陈伟烈、刘钟龄、谢宗强、高贤明、朱华、马克平等）。发表研究论文 5 篇。 

在研项目经费约 40 万元。结题基金项目 1项。 

在读博士生 2人、硕士生 1人，毕业硕士生 1人。 
 

植物水分养分生物学创新研究组  Plant Water and Nutrient Biology 

  
研究组组长  

张文浩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对逆境响应和适应

的生理生态学机制。 

 

 
 
 
 
 
组 员      
助理研究员：田秋英、赵敏桂、戴晓燕、王宝兰 

助理工程师：任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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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一氧化氮 (NO)和乙烯参与硝态氮调节植物根生长 （赵冬艳、田秋英、李凌浩、张文浩） 

NO 参与植物生长发育的许多生理过程和植物对生物及非生物胁迫的应答和适应。硝态氮

(NO3
-)对植物根系形态的建成起重要作用。我们近期的研究表明高硝态氮抑制玉米主根的生

长和拟南芥侧根的生长（图 1）。 外源 NO 供体（SNP）能够有效地减缓高硝态氮对玉米主根

生长的抑制作用，而 NO 清除剂（MB）只对生长在高硝态氮条件下的玉米根生长具有抑制作

用（图 1）。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硝态氮能抑制 NO 合成酶的活性，导致内源 NO 含量的降低

（图 2）。因此，这些结果证实了高硝态氮抑制玉米主根的生长是通过降低 NO 合成酶依赖的

NO 合成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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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研究项目包括自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自然基金委激素重大项目、自然基金委

面上项目、自然基金委面上项目、自然基金委青年基金。发表主要研究论文 6 篇。 

研究组包括博士研究生 2 人，硕博连读生 5 人，硕士研究生 4 人. 

  

Fig. 1. Effect of NO donor (SNP) and NO scavenger 

(MB) on primary root growth of maize grown in low 

(0.01 mM) and high (10 mM) nitrate solutions.  

Fig. 2 Effect of SNP (B, F), IAA (C, G) and tungstate 

（D, H）on endogenous NO levels in maize root apical 

cells grown in low (A-D) and high (E-H) nitrate 

solu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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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生态学创新研究组  Grassland Ecosystem Functional Ecology 

  
研究组组长  

白永飞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草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系统功能的关系，植物功能性状对人类活动干扰和气候变化的响应与

适应机理，草原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 

 

组 员 

副研究员：潘庆民 

助理研究员：郑淑霞  

 

工作进展 
蒙古高原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和降水利用效率沿降水梯度的变化（白永飞、

邬建国、邢旗、潘庆民、黄建辉、杨殿林、韩兴国）通过对内蒙古高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

荒漠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和实验研究发现：1）在区域尺度上，初级生产力随年平

均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其变异性则逐渐降低，稳定性逐渐增加；2）随着降水量的增加，

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加，关键植物功能群之间具有明显的生态替代；3）沿空间尺度降水利用效

图 1 蒙古高原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初级生

产力及其稳定性与降水量的关系 

图 2 草原生态系统降水利用效率的趋同与

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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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随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同一生态系统其降水利用效率则随年降水量的增加而降低；4）

氮素添加可以显著地提高群落初级生产力和降水利用效率；5）沿不同组织水平和空间尺度，

内蒙古草原物种多样性与初级生产力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而不是“驼峰型”；6）过度放牧

降低了初级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但并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研项目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林业项目专题。结题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

发表主要研究论文 7 篇。 

新招收硕士生 1名，在读博士生 1名、硕士生 7名，已毕业学生 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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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实验室共有出访项目 37 项，来访项目 19 项。 

出访项目 

 1 月 10 日－6 月 9 日 应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邀请，王其兵博士赴美国进行植物土壤

相互作用的合作研究。 

 1 月 20 日－1 月 28 日 应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邀请，由国家环保总局统一

组团并资助费用，马克平研究员赴瑞士参加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

第六次会议。 

 1 月 16 日－4 月 1 日 应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邀请，杨浩赴德国进行了载畜率对内蒙古

草地物质通量的合作研究。 

 2 月 18 日－2 月 22 日 应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邀请，由国家环保总局统一

组团并资助费用，马克平研究员赴意大利参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

附属机构第十三次会议。 

 3 月 4 日－3 月 14 日 应马来西亚 Damun Valley Field Centre 的邀请，裴克全、张守仁

和梁宇赴马来西亚参加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东亚地区能力建设研讨会”。 

 3 月 17 日－3 月 19 日 应日本森林与林产品研究所和亚洲通量学会秘书处的邀请，周

广胜研究员赴日本参加了碳循环观测亚太研讨会。 

 3 月 15 日－9 月 15 日 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邀请，受澳大利亚政府 Endeavour 奖学

金的资助，樊大勇赴澳大利亚进行环式电子流在植物抗逆生理生态过程中的作用的合作研究。 

 4 月 3 日－4 月 14 日 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林光辉同志赴美国参加了

Isoscape 2008 国际会议。 

 4 月 5 日－7 月 5 日 应美国普渡大学的邀请，周广胜同志赴美国进行生态系统和生物

地理学的合作研究。 

 4 月 6 日－4 月 10 日 应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所的邀请，米湘成同志赴新加坡参加碳

预算和功能组成对全球变化响应的研讨会。 

 4 月 27 日－5 月 3 日 应斯密苏尼热带研究所热带森林科学研究中心的邀请，马克平

同志和米湘成同志赴美国参加了全球温带森林样地建设研讨会。 

 5 月 5 日－5 月 9 日 应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委员会的邀请，周广胜同志赴南非

参加变化地球系统中的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及其可持续对策会议。 

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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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6 月 2 日 应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邀请，由国家环保总局统一

组团并资助费用，马克平同志赴意大利参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 

 6 月 2 日－6 月 7 日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与地球科学约旦分部的邀请，蒋高明同

志赴约旦参加世界干旱项目国际论坛。 

 7 月 5 日－7 月 12 日 应欧洲地球科学联盟会员大会的邀请，王玉辉赴奥地利参加了

2008 年欧洲地球科学联盟会员大会。 

 7 月 12 日－8 月 24 日 应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的邀请，张俪文和杜彦君赴马来西亚参

加了 CTFS-AA 第八届国际野外生物学培训班。 

 7 月 14 日－12 月 14 日 应美国农业部林业局的邀请，曾伟赴美国就美国林业局南方

全球变化项目进行合作研究。 

 7 月 17 日－7 月 19 日 应英国 Mscaulay 研究所的邀请，周广胜赴英国参加了土地利

用变化耦合模型的数据与模型整合研讨会。 

 8 月 1 日－10 月 31 日 应阿拉巴马农业和机械大学的邀请，贾丙瑞赴美国就森林火灾

生态学进行合作研究。 

 8 月 1 日－9 月 31 日 应美国农业部林业署的邀请，邵长亮赴美国就美国农业部碳水

通量进行合作研究。 

 8 月 2 日－8 月 10 日 应美国生态学会的邀请，白伟宁和程瑾赴美国参加了植物与传

粉者相互作用的生态与进化研究会议。 

 8 月 3 日－8 月 12 日 应日本静冈大学的邀请，李镇清赴日本参加了第二届中日双边

数学生物学会议。 

 9 月 23 日－9 月 25 日 由中国科学院组团，马克平赴法国参加环境科学和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 

 10 月 1 日－10 月 4 日 应美国科学院邀请，郑元润赴美国参加第十一届中美前沿科学

研讨会。 

 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 应捷克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邀请，于飞海赴捷克就异质环境中

植物克隆生长的模型进行合作研究。 

 10 月 3 日－10 月 15 日 应 IUCN 总部邀请，马克平赴西班牙参加 IUCN 世界保护大

会。 

 10 月 9 日－10 月 12 日 应香港科技大学邀请，魏伟赴香港参加第四届国际合成生物

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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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10 月 14 日 应 iLEAPS 国际项目办公室邀请，周广胜赴芬兰参加芬兰赫

尔辛基大学关于 iLEAPS 国际项目的研讨会。 

 10 月 13 日－10 月 18 日 应尼赫鲁大学邀请，蒋高明赴印度参加亚洲冷荒漠区可持续

畜牧业的环境保护研讨会，并做大会报告。 

 10 月 13 日－2009 年 1 月 12 日 应普渡大学邀请，隋兴华赴美国就我国温带草地碳循

环模型与减排增汇适应对策进行合作研究。 

 10 月 20 日－2009 年 4 月 20 日 应基尔大学邀请，刘艳书赴德国进行中德项目合作研

究。 

 11 月 6 日－11 月 15 日 应 CTFS 亚洲项目部邀请，任海保赴新加坡参加 CTFS-AA 数

据管理研讨会。 

 11 月 7 日－2009 年 1 月 7 日 应马萨诸塞大学邀请，于飞海赴美国就植物克隆整合对

土壤 AMF 的影响进行合作研究。 

 11 月 10 日－2009 年 2 月 10 日 应波恩大学邀请，陈彬赴德国就中国植物物种丰富度

模型模拟进行合作研究。 

 11 月 16 日－11 月 20 日 应延世大学邀请，周广生等赴韩国参加 2008 亚洲通量工作

研讨会。 

 11 月 20 日－12 月 30 日 应慕尼黑大学邀请，白永飞赴德国进行中德合作项目研究。 

 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 周广生赴波兰参加国际会议。 

 

来访项目：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应韩兴国研究员的邀请，美国东密执安大学的谢宜春来我所执

行百人团队计划。 

 1 月 1 日－1 月 9 日 应马克平研究员的邀请，瑞士苏黎世大学的 Bernhard S. Braendli

和 Barbara Braendli 来我所进行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 

 1 月 10 日－09 年 1 月 10 日 应韩兴国研究员的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

Matthew Earl Simmons 来我所进行草原恢复生态学的合作研究。 

 5 月 11 日－9 月 11 日 应马克平同志的邀请，德国图宾根大学的 Christian Geissler；

德国爱伯哈德卡尔斯大学的 Stefan Trogidch、Christoph Wiegand 和 Andreas Schuldt；苏黎世大

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的 Martin Boehnke、Wenzel Kroeber Sabine Both 和 Martin Barrufol 来我所开

展中国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实验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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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日－10 月 15 日 应韩兴国的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Dan F. B. Flynn 来我

所就中美项目进行合作研究。 

 5 月 11 日－6 月 2 日 应马克平同志的邀请，德国马丁路德大学生物研究所的 Helge 

Bruelheide、Alexandra Erfmeier、Michael Scherer-Lorenzen、Thomas Scholten、Thorsten Assmann 

Werner  Haerdtle、Anne Lang 和 Walter Durka 来我所开展中国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功能实验合作研究。 

 6 月 1 日－7 月 1 日 应林光辉同志的邀请，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 Chun-Ta Lai 和

以色列 Weizmann 科学研究所的 Dan Yakir 来我所参加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国际研讨会。 

 6 月 15 日－10 月 15 日 应韩兴国同志的邀请，德国基尔大学的 Magdalena Ohm 来我

所进行中德项目-放牧强度对草原生态系统物质通量的影响的合作研究。 

 7 月 6 日－8 月 4 日 应马克平的邀请，美国农业部南方研究站的 Qingfeng Guo 博士

来我所就外来种进行合作研究。 

 7 月 18 日-12 月 18 日 应蒋高明的邀请，法国的 Zoe   Lefort 和 Margot Regolini 来我

所就中国北方杨树的植物生理生态学进行合作研究。 

 7 月 20 日－10 月 20 日 应马克平的邀请，苏黎世大学植物科学研究所的 Michael 

Scherer-Lorenzen 博士和 Stefan Trogisch、苏黎世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的 Bernhard Schmid 教授

和 Martin Baruffol 到我所古田山样地，就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中国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与

生态系统功能实验研究”进行合作研究。 

 9 月 1 日－12 月 10 日 应马克平的邀请，德国生物研究所的 Helge Bruelheide 教授、

Alexandra Erfmeier 博士、Martin Boehnke 和 Sabine Both 到我所古田山样地，就基金委国际合

作项目“中国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实验研究”进行合作研究。 

 9 月 2 日－9 月 7 日 应魏伟的邀请，德国 Kassel 大学的 Hammer Erich Karl 教授，奥

地利农业和植物育种研究所的 Veronika Hager 教授，奥地利国际对话和冲突管理研究所的

Angela Meyer 博士、Markus Schmidt 博士和 Camillo Meinhart，英国伯明翰大学生物科学学

院的 Shelagh Kell、Negel Maxted 博士和 Brian Ford-Lloyd 博士，以及以色列以色列植物基因

库ARO Volcani 中心的Rivka Hadas博士和Oz Barazani博士来华参加欧盟第六框架项目会议。 

 9 月 6 日－9 月 20 日 应王智平的邀请，美国全球气候变化 Pew 中心的 Jay Gulledge

博士来我所就植物的甲烷排放进行合作研究。 

 9 月 20 日－11 月 10 日 应马克平的邀请，德国德国生态和环境化学研究所的 Anne 

Lang、Jonas Daldrup、Goddert von Oheimb 和德国赫尔姆兹中心环境研究所的 Francois Buscot

和 Walter Durka，以及马普生物地理化学研究所的 Christian Wirth 博士和 Karin Nadrowski 博

士到我所古田山样地，就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中国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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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进行合作研究。 

 10 月 15 日－2009 年 2 月 10 日 应蒋高明的邀请，孟加拉农业大学 Dilip Kumar Biswas

博士来我所开展合作研究。 

 10 月 19 日－10 月 25 日 应马克平、米湘成的邀请，台湾大学、台湾林业试验所等单

位 23 名台湾学者到我所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森林生物多样性样地监测与研究研讨会。 

 10 月 21 日－11 月 8 日 应魏伟的邀请，法国农业科学院 DIJON 研究中心的 Darmency  

Henri Abirached spouse Darmency, Mona 来我所进行种子大小对转基因油菜适合度影响的考察

访问。 

 11 月 24 日－12 月 3 日 应周广胜的邀请，Jackson State University 的刘和平来我所就

中国东北典型植被—大气相互作用的综合观测与模拟研究进行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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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实验室共邀请 17 位国内外知名生态学家到实验室做专题学术报告。 

姓 名 日期 报告题目 单 位 

贺纪正 2008.1 土壤氨氧化菌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朱永官 2008.1 菌根菌与植物生态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王艳青 2008.1 日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推进策略 
Mejigakuin 

Univeristy 

蒋林 2008.2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ing: 

Looking Back and Moving Forward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汪诗平 2008.2 
植物多样性与北美普列利草原放牧生态系统

稳定性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 

肖笃宁 2008.4 
Recent Advances in Landscape Ecology and 

Cases Study on Forest Landscape Ecology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

用生态研究所 

G. Darrel 

Jenerette 
2008.6 

The dependence of ecosystem metabolism on 

hydrology in southern Arizona,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Christopher 

M. Clark 
2008.6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N deposition on 

grasslands of North America and is relation to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Joseph A. 

Berry 
2008.6 

Using isotopes to understand mechanisms from 

enzymes to the planet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Dan Yakir 2008.6 
Stable isotopes in ecology: tracers, integrators 

and indicators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Victor John 

Neldner 
2008.6 

The Queensland Landscape, Mapping of 

Vegetation and Regional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vis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dooroopily 

Sciences Centre, 

Queensland, 

Australia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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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Wang 2008.6 
Plant Diversity and Herbarium Survey in 

Queensl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vis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dooroopily 

Sciences Centre, 

Queensland, 

Australia 

邹伯才 2008.9 
Vegetation dynamics and hydrologic responses - 

perspectives  from ecohydrology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Jay Gulledge 2008.9 

1. What do we know about Atmospheric 

Methane-Oxidizing Bacteria?  

2.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nd the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美国全球气候变化

Pew 中心 

Carol C. 

Baskin 
2008.12 Seed Dormancy and Seed Bank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USA 

Jerry M. 

Baskin 
2008.12 Classification and Phylogeny of Seed Dormanc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USA 

何新华 2008.12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mycorrhizas in 

interplant nitrogen> transfer in oak woodlands - 

Old ideas versus new idea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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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主要科研项目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北方草地全球变化生态学（韩兴国、董鸣、蒋高明、李

陵浩、白永飞；执行期：2006–2008） 

 科技部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生物标本描述标准和规范制定及共享试点（主持人：马克平；

执行期：2004–20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草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机理

（主持人：白永飞；执行期：2009–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主持

人：马克平；执行期：2006–2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利用树木年轮分析青藏高原与中国东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的时空联系（主持人：张齐兵；执行期：2007–2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内蒙古典型草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控制实验

研究（主持人：韩兴国；执行期：2009–2012） 

 973 项目：北方草地与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维持与适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主持人：韩兴

国；执行期：2007–2012） 

 973 课题: 干旱区地下有机碳郭程及其与无机碳吸收的关系（主持人：郑元润；执行期：

2009–2013） 

 973 课题: 草地和荒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与调控机制（主持人：白永飞；执行期：

2009–2013） 

 973 课题: 喀斯特生态系统生产力维持机制和适应性修复（主持人：倪健；执行期：

2006–2011） 

 973 课题: 喀斯特生物适应对策及物种优化配置（主持人：郭柯；执行期：2006–2011） 

 973 课题: 半干旱区地表生态和水文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主持人：周广胜；执行期：

2006–2011）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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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 项目：北方草地生态系统过程模型及优化管理决策系统研制（主持人：周广胜；执行

期：2006–2010）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锡林郭勒草地适应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研

究（主持人：韩兴国；执行期：2006–2009）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消落带植被重建技术与试验示范（主持人：谢宗强；

执行期：2007–2009）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塔里木河流域天然胡杨林抗逆生理生态适应性研

究（主持人：张守仁；执行期：2007–2010）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生物监测质量控制方法研究与数据产品开发（主

持人：吴冬秀；执行期：2008–2010）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主要能源职植物规模化种植的生态效应评价（主

持人：王其兵；执行期：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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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重点实验室在站博士后 19 人，其中新进站 6 人；在读研究生 251 人，其中新招

收 55 人（博士研究生 25 人，硕士研究生 30 人）。出站博士后 5人，毕业生中博士 30 人，硕

士 35 人。在读硕士生 4人转博。 

 

毕业研究生学位和论文情况表 

答辩人 导  师 学  位 论文题目 

白春华 韩兴国 博士 土壤利用方式及放牧制度对内蒙古草原植被-土壤系统 C、
N 储量的影响 

邸  鲲 马克平 
魏  伟 博士 转基因油菜与野芥菜杂交种的适合度 

Dilip Kumar 
Biswas 蒋高明 博士 中国冬小麦品种对臭氧、二氧化碳和干旱的响应 

富兰克 马克平 
李镇清 博士 不同水分梯度下多年生草本植物资源分配对策 

黄菊莹 
 李凌浩 博士 典型草原优势物种养分回收特性对养分和水分梯度变化的

响应 
李  芊 马克平 博士 常绿阔叶林树种互作及其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李祎君 周广胜 
许振柱 博士 玉米农田水热碳通量动态及其环境控制机理研究 

赖江山 马克平 
谢宗强 博士 古田山常绿阔叶林物种生境关联及其对物种共存的贡献 

蔺兴武 蒋高明 
汪诗平 博士 增温与土地利用变化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温室气

体通量影响的研究 
刘卫星 万师强 博士 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土壤微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苗海霞 林光辉 博士 开垦和放牧对内蒙古半干旱草原蒸发散的影响  

邵长亮 陈吉泉 
李凌浩 博士 内蒙古草原温度梯度上 3 个典型群落的能量平衡研究  

王  宁 
董  鸣 
于飞海 
刘济明 

博士 克隆整合对植物竞争力和群落结构的影响 

王艳红 董  鸣 
何维明 博士 不同生活型植物对机械刺激的反应 

王云龙 周广胜 博士 克氏针茅草原的碳通量和碳收支   

魏  龙 林光辉 
陈吉泉 博士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油蒿灌丛和杨树人工林水分生理生态研

究 

吴爱平 董  鸣 
缪世利 博士 嶶甘菊对其入侵地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影响  

吴明煜 万师强 博士 内蒙古典型草原的群落物种组成对割草、施肥、增雨以及

加热的响应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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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好琴 张新时 博士 毛乌素沙地退化植被恢复机制研究 
许  宏 蒋高明 博士 冬小麦对二氧化碳、臭氧和温度升高的生理生态响应 

徐雨晴 李凌浩 
程维信 博士 家畜放牧对典型草原土壤-植被系统氮素转化的影响   

余桂荣 马克平 
张齐兵 博士 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圆柏树木年轮学研究中的年龄与个体

生长问题  

余  华 董  鸣 
缪世利 博士 寄生植物在入侵植物防治中的作用——以两种菟丝子为例

庾晓红 董  鸣 
罗毅波 博士 四川黄龙三种同域分布兰亚族植物的传粉生态学   

张传领 蒋高明 博士 北京快速城市化对周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门头沟为例

张金凤 韩兴国 博士 施肥和降水增加对半干旱草地生产力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

响   
张乃莉 马克平 博士 内蒙古多伦草原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张殷波 马克平 博士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生物地理学研究 
张玉进 周广胜 博士 中国自然植被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郑明清 周广胜 
郑元润 博士 毛乌素沙地四种关键植物幼苗出土和生长对沙埋和水分的

响应  
白  桦 郑元润 硕士 毛乌素沙地油蒿与籽蒿种子萌发对光照的反应   
陈  瑾 黄建辉 硕士 内蒙古典型草原凋落物分解对增温、增雨和施肥的响应  
陈  倩 魏  伟 硕士 外源褪黑激素处理对野芥菜(Brassica juncea)生长的影响 
陈  英 裴克全 硕士 中国都江堰地区两种林龄森林中外生菌根真菌的多样性  

成文竞 
万师强 
胡  林 
崔建宇 

硕士 不同氮肥管理措施对草坪生长和无机氮淋洗的影响  

春敏莉 谢宗强 硕士 神农架巴山冷杉天然林凋落物特性的研究 

耿  艳 王国宏 硕士 内蒙古多伦典型草原几种植物叶片性状与生物量及降雨量

关系的初步研究 
郭改爱 张齐兵 硕士 青藏高原浪卡子地区的树木年轮与气候研究  
何  茂 黄建辉 硕士 放牧对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生殖的影响  

姬胜军 王国宏 硕士 内蒙古多伦典型草原植物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及其对水

分梯度的响应 

李平星 于飞海 硕士 青藏高原过牧草地上灌木种类和分布对小尺度植被格局的

影响 

李亚男 高贤明 
孙书存 硕士 杜鹃花属（Rhododendron）种间亲缘关系及小枝异速生长

分析 
李智雄 万师强 硕士 降水对我国北方温带草原土壤呼吸及其组分的脉冲效应  
林祥磊 周广胜 硕士 羊草叶片光合参数对不同水分变化的响应机理与模拟  

林  燕 白永飞 硕士 火烧对内蒙古典型草原空间分布格局和净初级生产力的影

响   
刘  慧 蒋高明 硕士 中国玉米新老品种生理生态特征与竞争力差异研究   
平  亮 谢宗强 硕士 三峡库区引种桉树对本地植物恢复和土壤养分的影响 
曲炤鹏 白永飞 硕士 蒙古高原草原火行为时空格局与控制因子分析   
沙  琼 韩兴国 硕士 内蒙古典型温带草原植物功能群去除对土壤氮矿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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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广旭 王玉辉 硕士 内蒙古克氏针茅草原土壤呼吸作用研究 

田佳倩 孙建新 
郭  柯 硕士 落叶栎树在中国的地理替代分布及其气候制约 

王  硕 高贤明 硕士 紫茎泽兰种子库及幼苗动态特征 

魏雅芬 郭  柯 
陈吉泉 硕士 库布齐沙漠油蒿群落水量平衡研究 

徐新武 谢宗强 
樊大勇 硕士 贵州喀斯特森林优势木本植物水力结构特征 

薛  睿 白永飞 硕士 不同草地利用方式和放牧强度对内蒙古草原群落初级生产

力、补偿性生长和稳定性的影响  

杨  浩 韩兴国 
白永飞 硕士 放牧对草原群落主要植物种和功能群水分来源与水分利用

效率的影响  

杨云霞 吴冬秀 硕士 
CO2 浓度升高对羊草（Leymus chinensis (Trin.) Tzvel.）和小

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 Lam.）生长及氮素利用的

影响  

袁婧薇 倪  健 硕士 贵州不同石漠化阶段喀斯特植被的群落组织和生物量特征

比较 
曾雪琴 林光辉 硕士 深圳湾两种引种海桑属红树植物的竞争关系   
张  莉 郑元润 硕士 中国北方草地及东部森林植物群落季节生长格局模拟   
张  璐 韩兴国 硕士 氮素添加对内蒙古羊草草原净氮矿化的影响  

赵雪艳 汪诗平 硕士 不同放牧率对不同草原主要植物叶片解剖结构和化学成分

的影响   
郑  钰 裴克全 硕士 中国四川杜鹃花属植物菌根真菌的多样性研究 

朱亦君 
李凌浩 
贺纪正 
刑雪荣 

硕士 猪粪农用的生态风险——以东北黑土为例   

左万庆 王玉辉 硕士 围栏封育和自由放牧下植物群落特征和土壤特征对比研究

 

2008 年进站博士后及新招收研究生名单： 

博士后 
李钧敏 孟新柱 王晓凌 肖宜安 张红香 赵利清  

博  士 
陈  雷 陈  磊 陈  熙 陈  瑜 崔清国 杜彦君 侯龙鱼 来利明 李崇晖 李国庆 刘长成  

宋维民 隋兴华 王世畅 徐光华 徐  良 阳伏林 杨  安 杨俊杰 杨学军 张金龙 张丽丽  

张子嘉 赵晓光 朱砚鸣 

硕  士 
陈  颖 方东明 管玄玄 胡天宇 揭胜麟 兰志春 雷小丽 李  静 李  亮 李婷婷 李  霄  

廖金宝 林德碌 刘宏德 罗  璐 潘  旭 裴智琴 宋  凯 宋士勇 谭玉莲 王晋萍 王  玮  

魏存争 习新强 邢  佩 寻  芬 颜  亮 于国磊 周雅聃 祝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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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共发表论文 160 篇，其中 SCI 论文 76 篇。授权专利 2 项。 
 

发表论文： 
1. Bai F, Sang WG, Li GQ, Liu RG, Chen LZ, Wang K, 2008. Long-term protection effects of 

national reserve on 43 year plant 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change analysis of some major 

forest types in changbai mountains forest reserve, China.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 Life 

sciences, 51(10): 948–958 

2. Bai WM, Wang ZW, Chen QS, Zhang WH, Li LH, 2008. Spatial and temporal effects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root life span of Leymus chinensis in a typical steppe of Inner Mongolia. 

Functional Ecology, 22(4): 583–591 

3. Bai YF, Wu JG, Xing Q, Pan QM, Huang JH, Yang DL, Han XG, 2008. Primary production 

and rain use efficiency across a precipitation gradient on the mongolia plateau. Ecology, 89(8): 

2140–2153 

4. Biswas DK, Xu H, Li YG, Liu MZ, Chen YH, Sun JZ, Jiang GM, 2008. Assessing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of higher ozone sensitivity of modern wheat to its wild and cultivated 

progenitors/relativ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59(4): 951–963 

5. Biwas DK, Xu H, Li YG, Sun JZ, Wang XZ, Han XG, Jiang GM, 2008. Genotypic differences 

in leaf biochemical, physiological and growth responses to ozone in 20 winter wheat cultivars 

released over the past 60 years. Global Change Biology, 14(1): 46–59 

6. Cao B, Dang QL, Yu XG, Zhang SR, 2008. Effects of [CO2] and nitrogen on morphological 

and biomass traits of white birch (Betula papyrifera) seedlings.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54(2008): 217–224 

7. Chen LZ, Nora FYT, Huang JH, Zeng XQ, Meng XL, Zhong CR, Wong Y, Lin GH, 2008. 

Comparison of ec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ntroduced and indigenous mangrove 

species in China.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79(4): 644–652 

8. Chen SP, Lin GH, Huang JH, He M, 2008. Responses of Soil Respiration to Simulated 

Precipitation Pulses in Semiarid Steppe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Regimes.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1(4): 237–246 

9. Du XJ, Liu CR, Yu XJ, Ma KP, 2008. Effects of shading on early growth of Cyclobalanopsis 

glauca (Fagaceae) in subtropical abandoned fields: Implications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cta 

Oecologica, 33(2): 154–161 

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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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an DY, Alexander BH, Jia HS, Wah SC, 2008. Separation of Light-induced Linear, Cyclic 

and Stroma-sourced Electron Fluxes to P7001 in Cucumber Leaf Discs after Pre-Illumination at 

a Chilling Temperature.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49(6): 901–911 

11. Gu WB, Sang WG, Liang HB, Axmacher JC, 2008. Effects of Crofton weed Ageratina 

adenophora on assemblages of Carabidae (Coleoptera) in the Yunnan Provi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124(0): 173–178 

12. He NP, Yu Q, Wu L, Wang YS, Han XG, 2008.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e and storage 

potential as affected by land-use in a Leymus chinensis grassland of northern China.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40(12): 2952–2959 

13. Huang ZY, Boubriak I, Osborne DJ, Dong M, Gutterman Y, 2008. Possible Role of 

Pectin-containing Mucilage and Dew in Repairing Embryo DNA of Seeds Adapted to Desert 

Conditions. Annals of Botany, 101: 277–283 

14. John R, Chen JQ, Lu N, Guo K, Liang CZ, Wei YF, Noormets A, Ma KP, Han XG, 2008. 

Predicting plant diversity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products in the semi-arid region of 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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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2008 年度会议召开 
 

2009 年 2 月 14 日上午，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学术委员会在实验室依

托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召开 2008 年度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尹伟伦院士主持，

委员安黎哲、董鸣、韩兴国、刘世荣、马克平、欧阳志云、王跃思、于贵瑞和周国逸出席了

会议。科技部周文能处长，中科院计财局侯宏飞处长，生物局娄治平处长、刘杰处长应邀出

席了会议。植物所副所长种康、科研处常务副处长陈苏和重点实验室 14 位研究人员代表参加

了会议。 

重点实验室主任韩兴国作工作报告，万师强研究员和申国珍博士分别作学术报告。  

副所长种康代表植物所宣读了中国科学院聘任尹伟伦为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决

定和植物所聘任安黎哲（兰州大学）、董鸣（中科院植物所）、方精云（北京大学）、高琼

（北京师范大学）、高玉葆（南开大学）、葛剑平（北京师范大学）、韩兴国（中科院植物

所）、刘世荣（中国林科院）、马克平（中科院植物所）、欧阳志云（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

王跃思（中科院大气所）、于贵瑞（中科院地理与资源所）和周国逸（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为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决定。植物所马

克平所长、科技部周文能处长、中科院生物局娄

治平处长分别讲话。 
 

 

 

 

 

 

 

 

 

             

2 
1 

3 

1、韩兴国主任作报告 

2、会议现场 

3、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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