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平台建设

平台快讯
  为了加强我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加对外宣传的途

径，同时发挥我所仪器设备的最大效益，我所与中国科学

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合作，将6个专业实验室、3个野

外台站，以及3个数据中心加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该平台主要面向小微企业提供科技支撑，既包括样品的

分析测试、仪器设备的研发等硬件支持；也包括为企业提

供市场规划、决策建议、管理咨询等智力支持。该平台在

扩大我所对外宣传、增强所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亦为广

大科研人员获取科研经费增加了一个新途径。科技平台与

信息处将不定期在所内外发布小微企业需求信息，现已发

布了三期，敬请关注。

我所加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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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所加大科技平台建设力度

  科技平台与信息处“2015年度科技平台建设专项规划”经所科技平台建设技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在所办

公会获批，获所拨经费435万元的支持。本年度的“专项”基金在资助购买仪器设备的基础上，扩大了资助范

围，覆盖了我所科研支撑的诸多领域，资助其创新建设和发展，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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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我所共获得国家修购经费7108万元，其中设备购置项目6506万元，购置设备154台套；设

施修缮项目602万元，

   “十三五”修购规划受到我所各方高度重视，先后多次组织征集、研讨、修改方案。目前通过所级中心申

报购置类项目13项，经费7600万，修缮类项目5项，经费1216.26万元；通过院级区域中心申报项目4项，经费

3827万元；以我所牵头通过院级项目“中国科学院野外观测网络”申报经费约2500万元；参与院级项目“中

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申报经费约600万元。“十三五”修购规划总经费达1.57亿元。目前2016年度的具体实

施计划正在制定中。

   相对“十二五”，“十三五”修购项目增加了院级“中国科学院野外观测网络”项目和院级“中国科学

院生物多样性”项目，涵盖的范围更广泛，资助力度也更大。

组织编写“十三五”修购项目规划

二、项目争取

我所装备研制和功能开发能力持续提升

   2000年以来，我所承担的仪器设备项目共13项，分为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和仪器设备功能性开发项目两

类，总经费3006万元。其中院科研装备研制类项目6项，共获资助1976万元，其中5项已完成，1项在研；基

金委科研装备研制项目1项，共获资助780万元，目前在研。仪器设备功能性开发项目共8项，共获资助250万

元：其中6项为院资助，共180万元，4项已完成，2项在研；2项为我所资助，共70万元，目前在研。详见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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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传统土壤重金属检测方法化学前处理复

杂、单次检测时间长且容易造成二次环境污染的不

足，本项目拟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核心技术

出发，通过突破双脉宽激光技术、高灵敏度信号收集

采集技术、重金属元素光谱分析等核心技术的创新，

研制出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脉宽激光土壤重金

属LIBS检测分析系统，从而简单、快速、精确地检测

土壤重金属含量，且无二次污染风险。该项目对提升

我国环境监测能力，促进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领

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为廖晓勇研究员及

其团队申请,拟申请经费300万元。

1. 高精度脉冲激光土壤重金属元素光谱分析仪

2015年我所组织完成了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的申报共工作

2. 基于四组分联合侦测的有机废物无害化处理监控

    针对当前有机废物无害化处理的离线检测中，由

于废物的降解和化学变化影响检测数据，且费时费

力，人工和时间成本过高的不足，本项目拟研制有机

废物无害化处理过程理化性质原位研究设备：四组

分指标(温度、氧气、水分、臭气)的因子识别探针与

监控设备，并进行一体化集成，从而实现有机废物无

害化处理过程主要参数指标的实时监测。该项目对摸

清有机废物无害化处理涉及的科学机理意义重大，并

有助于解决有机废物处理工程参数制定以及实际处理

效果的预测。该项目为刘洪涛副研究员及其所在团

队申请,拟申请经费210万元。

针对植物生理研究中人工气候控制室在获取和控制自然光照

方面存在的严重局限，本项目拟采用国际先进的太阳跟踪定日

镜技术，将室外采集的自然光远程传输到室内人工气候室，保

证室内植物健康生长所需的自然光谱；同时，配备辐照强度调

制技术，实现室内光照强度的大范围可调，使得植物生长实验

摆脱季节的限制，实现全年任意时段内的任意植物培育实验。

从而解决了传统人工气候无法控制室内自然光辐照的问题，使

我所人工气候室实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承接和推进更广泛

的植物培育项目提供技术支撑。该项目为杨丽虎高级工程师及

其所在团队申请,拟申请经费180万元。

3. 植物培育自然光采集与调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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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土壤有机质分解及其养分周转的室内培养实验操作

模式复杂、取样频率有限、难以揭示动态过程等问题，本项

目拟构建基于稳定同位素红外光谱仪(Picarro G1101-i)的

室内全自动变温土壤微生物呼吸δ13C连续测定装置，同时

开展其方法研究；实现培养样品与测试过程的一体化、测

试样品自动变温、培养样品δ13C-CO2特征的高速-连续测

定的功能。本项目的实施将解决上述关键瓶颈技术，同时

将促进稳定同位素生态学的应用与发展。本项目由温学发

研究员负责申请，拟申请经费50万元。

2015年所两个仪器设备功能开发技术创新项目获得资助

2. 植物根系分析系统软硬件功能开发

   针对传统根系生态学方法中，由于挖掘对结构损伤以及细根的损失等问题，以及现代物根系原位扫描装

置中存在着管径狭窄、容易进入灰尘、缺乏对于根系颜色的辨识、绘制中重复工作过多等问题。本项目拟在

开发针对直径大于2mm根系的原位大视野测量软硬件系统，该系统拟具有如下功能：（1）不同期及年际间图

像批量根系节点数据的复制功能；（2）根系颜色分析功能，；（3）实现根系的垂直、平面扫描功能；（4）

增加根系绘制辅助自动识别功能。本项目为王景升高级工程师负责申请，拟申请经费20万元。

1. 基于稳定同位素红外光谱仪(Picarro G1101-i)的全自动变温的土壤微生物呼吸
δ13C连续测定装置及其方法研究

   按照国家发改委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政策精神，结合我院“率先行动”计划，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向

全院征集“科研创新平台”项目。我所基于现状和需求，通过调研，组织申报了两个“科研创新平台”项目：

1）高智能水分能量与物质平衡实验装置：该装置设

计为室内自动化控制平台，计划在气候变化对粮食安

全的影响、粮食增收与面源污染的关系、植被退化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等多个领域开展应用，总经费1亿元。 

组织申报“十三五”科研创新平台项目

2）中国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综合模拟装置：该装置设

计为野外生态系统立体化综合模拟平台，将用于生态

与环境演变动力学机制、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和过程机理等方面的研究，总经费2.8亿。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0/c_1112560164.htm


三、获奖通报

2015年期刊/学会获奖通报

中国科协按照“以奖促建”原则，继续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2015年公布的第四期项目中，我所两个

期刊和一个学会入选，均获得为期三年的资助，详见列表。

组织“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申报

   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重点部署包括地球系

统与环境科学在内的七大学科领域。其中地球系统与环境科学领域计划在20年内，逐步形成观测、探测、和

模拟相互补充的地球系统与环境研究体系。针对本次“十三五”项目的申报，我所由生态领域牵头，联合信

息、自然地理和水等领域，完成了“中国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协同观测研究网络”的项目撰写工作。现已纳

入了科学院的申报规划，等待进一步向发改委申报。项目拟申请经费29亿元，为科学院向“地球系统与环境

科学领域”申报的七个项目之一。

   本项目拟运用通量观测、传感器网络、无人机、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建设集生态系统碳氮水循

环协同观测系统、原位控制实验系统、碳氮水循环关键过程响应环境变化的全物理控制实验系统为一体的20

个台站，和1个用于大数据处理和模拟的数据模型中心。从而推动以大设施和大数据为基础的大尺度、大科

学综合研究，实现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变化的定量化、可预测、可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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