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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  
CAS Field Station

中国科学院鼎湖山
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州  510650

中科院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Dinghushan Forest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CAS）（以下简称“鼎湖

山站”）于 1978 年建站，位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科院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隶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现为中科院

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台站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CNER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第

17 号定位站，中国通量网成员，中科院大气本底观测网成员，国际氮沉降观测网成员。2006—2015 年连续 3 次被评为

（CERN）五年综合评估优秀野外站，在森林生态系统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系统过程、森林水文与生态水文

学等研究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是国内外知名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综合研究基地。

1 主要研究方向

（1）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过程结构与功能、格局与过程相互关系的研究。

（2）森林生态系统碳、氮、磷、水循环及其耦合机制。

（3）森林生态系统关键过程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规律及调控机理。

（4）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5）氮沉降全球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研究。

（6）基于植物重要功能性状探讨森林群落演替及其构建机制的研究。

2 研究成果与科学贡献

建站近 40 年来，鼎湖山站的科学研究先后经历了本底调查，群落结构、动态、生物量和生产力，生态系统结构与

功能研究，生态系统关键过程及其耦合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性研究等阶段。以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稳定而持续供应、

温室气体吸收与排放平衡的需求为驱动，将森林生态系统作为调控媒介，阐述其不同阶段（造林→成熟森林→地带性

森林）所涉及关键的碳-氮-水循环过程及其机理，为人类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截至目前，已发表论

文 1 000 余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共 3 项，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1 项，主

持中科院先导专项课题、国家基金重点项目、“杰青”项目、“百人计划”项目、“973”课题、中科院重要方向性项

目、广东省团队项目等。站长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气候大会边会，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主要科学贡献如下：

（1）发现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并阐述其机理，论证全球“碳失汇”的可能去向和天然林保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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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国家气候谈判提供科学分析和数据支撑。

（2）发现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常绿阔叶林群落的变

化趋势并阐述其机理，为国家应对全球变化决策提供支

撑，为该区域生态公益林建设、改造、维护提供支撑。

（3）发现气候与地表覆盖对河川径流量影响的全球

模式，给出适合植被恢复且不损害水资源的空间区域。

3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鼎湖山站由生态系统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以及植

物水分生理生态 3 个课题组组成，是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十三五”科研发展规划和“一三五”发展重点突破的主

要完成人。现有研究人员 14 人、技术支撑人员 5人、海外

客座研究员 5人、项目聘用 3人、辅助人员 8人。包括“杰

青”1人、“百人计划”入选者 2人、“中科院特聘核心骨

干研究员”1人、“特聘骨干研究员”2人、珠江科技新星 1

人、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人、广东省特支人才 4 人

次等，分别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首届 CERN 科

技贡献奖、“南粤百杰”、广东省丁颖科技奖、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个人称号。

研究生 50 多人次获得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院长优

秀奖、国家奖学金、三好学生标兵及各种冠名奖，20 余

名学生有国外交流学习经历。已培养毕业生110人，博

士、硕士各 55人；出站博士后 6人。毕业生中，已获“优

青”1人、入选“百人计划”3人，中科院研究所所级干

部 2人，获正高职称 11人、副高 50 余人。目前在读研究

生 39人，其中博士 20人，硕士 19人；在站博士后 3人。

4 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

鼎湖山站毗邻“珠三角”，交通便利，有高速公路和

高铁直达；站内有客座公寓 2 座，标准客房 40 多间；越野

车和商务车各 1 台；建有气象场、碳通量观测场、大气本

底观测、大型集水区、不同演替系列森林的永久样地、径

流场，氮沉降实验地、酸沉降实验地、OTC 垂直位移增

温实验、降雨控制实验平台等及相关设施；主要仪器设备

有：气相色谱仪、Lico6400 光合测定系统、Lico8100 呼吸

测定系统、全自动氧弹热量计、水体碳氮分析仪、多参数

水质分析仪、近红外固体品质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等，约 300 台/套。还有完善的无线网络数据传输系统等。

鼎湖山站已建设成为拥有良好的实验样地、科研设

施、仪器设备、实验室及后勤保障条件的国际科研平台，

完全具备承担和开展各类重大研究项目的能力和条件。

5 开放与交流

鼎湖山站独特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平台设施、丰富

的研究积累和优秀的成果产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科研人员到鼎湖山寻求合作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据统

计，近 5 年来，中科院有 7 个研究所（京区 4 个）、院外

6 个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在鼎湖山开展实质性的科学研

究，涉及“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

目等一批重要项目；站外人员在鼎湖山站开展研究的课

题 40 多项，项目经费总额 4 000 余万元。接待 20 多个国

家的专家学者来访交流 150 余人次，派遣 26 人次出国交

流、学习和深造，呈现良好的开放态势。

鼎湖山站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组成单位之

一，数据资源对站内实行完全共享，对站外实行有条件共

享，行政和实物资源也对国内外相关人员开放，实行来访

登记、数据使用跟踪，发挥了平台更大作用。成功举办或

承办了多期各类型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或培训班。

据不完全统计，鼎湖山站 2 个信息平台访问量每年

约 10 000人次，为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小学校、

政府部门、企业等 60 多家单位，提供数据服务100 多次，

接待外单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团队100多批（约600人次）。

鼎湖山站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

会实践基地、广东省环境教育基地和“珠三角”数十家大

中小学的教学实习基地，每年接待大学生教学实习10 多

批 1 500 人次，生态考察人员约 6 000 人次，中小学生冬夏令

营及公众科普受众 5 000 人次以上，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

理念的普及作出了突出贡献。            （相关图片请见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