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me 33 Issue 9 Article 17 

September 2018 

Shenyang Agro-ecosystem Experimental Station, Chinese Shenyang Agro-ecosystem Experimental S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Shenyang Agro-ecosystem Experimental S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3 : Iss. 9 , Article 17.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9/17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9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9/17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9/17?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3%2Fiss9%2F17&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1000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9 期

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  100016

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以下简称“沈阳站”）位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十里河镇（北纬 41°31′，东经

123°24′），现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致力于农业和生态环境研究。沈阳站于 1987 年开始选址、

征地、规划和建设，在 1989 年首批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1992 年被批准为 CERN 重点站；

1997 年被批准为中国科学院野外开放试验站。2005 年正式被批准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并命名为“辽宁沈阳农

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研究目标和定位

沈阳站以辽河平原农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针对温带雨养农业的资源高效利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污染土地安

全利用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以农业生态学、土壤学和污染生态学为主学科，重点开展农田生态与农业生态工程、

污染生态与环境生态工程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1）农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及调控机制；

（2）土壤肥力演变规律和肥料高效利用；

（3）农田生态系统污染防控和污染土地安全利用；

（4）土壤环境与食品安全及农产品协同管控。

2 研究成果与科学贡献

长期集约化的高强度利用和快速城镇化造成东北平原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已严重影响辽河平原农业的综合

生产能力。因此，围绕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沈阳站以农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实验为平台，阐明了农

田潮棕壤肥力演变规律及其关键控制因子。同时结合新型肥料研发、生产与应用，通过理论创新、技术模式的创建和

示范推广，促进区域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1）解析了不同养分管理措施下潮棕壤的综合肥力演变规律，为耕地质量评价和地力定向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

思路；

（2）揭示了辽河平原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特征及其高效利用机理，明确了微生物过程对肥料氮素在农田生态系

统的保持和转化的调控作用，为制定农田水肥高效利用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3）建立了雨养旱地农业保护性耕作综合配套栽培技术体系，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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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4）率先研发肥料改性技术，大力推广环境友好型

稳定性肥料，为实现化肥减施增效、降低面源污染风险

作出了重要贡献；

（5）解析了区域农田土壤镉污染来源，建立了农作

物吸收/积累重金属的指标体系，为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

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控和污染土地安全利用奠定了坚实基

础。

建站以来沈阳站共获得国家、院、省级科技成果

奖 30 余项，已发表论文 619 篇（SCI 论文 336 篇），授权

国内专利 24 项，美国专利 1 项。另外，沈阳站积极为国

家相关决策献计献策，共有 6 项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

重视或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采纳。

3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沈阳站拥有稳定的监测队伍，现在站监测人员已累

积十余年工作经验，可有效保证监测数据完整、准确。

通过发挥农业站优势，在肥料研发应用、农业技术等方

面形成了优秀的研发团队。现长期在站工作人员 79 人，

其中研究员 28 人、副研究员 25 人、高级工程师 3 人。近

年来已有 2 位研究员入选“千人计划”，2 位入选“百人

计划”，2 位客座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项

目”。平均每年都有 50 余位研究生在站开展研究工作，

并有多人获得国家奖学金、中国科学院院长奖、中国科

学院大学优秀学生和优秀干部等奖项。

4 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

沈阳站现拥有主站区及一个副站区。主站区总面积

为 14.4 公顷，总建筑面积 1 700 多平方米，包括实验室、

样品库、食堂、办公室、学术报告厅、资料档案室、宿

舍等，可以保障研究人员的后勤供应和野外考察。主站

区试验用地约 12 公顷，设有旱田和水田养分循环与调

控试验区、污染生态和污染土地安全利用试验区及全球

变化模拟试验区。最早的几组长期定位试验从 1990 年开

始设立，保持至今 20 年以上的长期试验有 5 组，10 年以

上 8 组。

副站区距主站区约 40 公里，位于沈阳市新民屯区宽

场村，属于典型城市群郊区工业与农业污染叠加区，总

面积 2.2 公顷，以水稻、玉米等大宗农产品为风险受体，

采用“防-阻-控”的综合技术，长期监测评价重金属污染

农用地修复后的安全性，为城郊重金属污染农用地安全

利用与农产品安全保障提供试验数据与科技支撑。

5 开放与交流

沈阳站一直与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保持合作关系，

先后接待了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

亚、比利时、以色列、印度等 10 余个国家 200 余名科

技人员。在污染生态、温室气体、新型肥料等领域与德

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开展了长期富有成效的国际合

作研究。同时沈阳站也是多所学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和科

普教育基地，长期为大、中、小学生提供科普教育及实

践讲座。

6 发展目标

未来，沈阳站力争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农业生态学

长期综合观测与研究平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绿色发展理念，围绕东北平原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中

的核心问题，开展长期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示范推

广，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指导下，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作出更大贡献。

（相关图片请见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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