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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是新时期中科院办院方针的重要内涵。为进一步鼓励在服务国民

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益等科技创新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集体，自 2014 年起，中科院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促

进发展奖”。2016 年度共 10 个团队荣获该奖。本刊特开设“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栏目，分期介绍相关团队及

成果，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获奖者学习，推动科学技术研究，用更多有效的中高端科技供给，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序号  团队名称 推荐单位

1 高效纳米金属催化剂的创新及其在绿色化工中的工业应用团队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

2 猕猴桃育种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团队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3 高功率、高光束质量半导体激光合束技术及应用团队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

4 难选冶金矿高效绿色利用集成技术及产业化团队 中科院过程工程所

5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合理格局与决策支持示范应用团队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6 长江经济带的区域规划研究与应用团队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

7 酶工程技术体系创新及其在氨基酸与医药中间体生产上的应用团队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8 青海高镁锂比盐湖提锂关键技术及应用团队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9 中国特征环境重大工程风沙危害形成机理、防治技术及其应用团队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10 辽东山区森林资源保育与林下资源利用技术研究及示范团队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C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Prize

2016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获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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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成果主要涉及我国东南沿海、内陆极端干

旱区和青藏高原 3 个特殊风沙环境对海岸重要国

防设施、珍贵文化与自然遗产、铁路运输安全和

少数民族城镇发展的风沙危害及其防治技术与应

用。相关工作将特征环境风沙动力学的理论研究

成果、风沙运动空间结构的规律、风沙工程学的

技术与防沙治沙新型材料的研制紧密结合，在热

带沙质海滩、高寒荒漠、极端干旱戈壁地区的风

沙危害防治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成果；构建了

多个具有区域特色的重大工程风沙危害综合防护

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保

障了海岸重要国防设施、青藏铁路、敦煌莫高窟

珍贵文化遗产、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免受风

沙灾害，为其他地区风沙危害的防治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应用范例。

该成果解决了东南沿海多个国防阵地设施面临的严重风沙灾害，保证了阵地安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阻止了风沙对青藏

铁路的危害，保障了铁路安全运营；保护了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免受风沙掩埋，促成了敦煌—格尔木铁路改线与阿克

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城搬迁。研发的新材料、新技术被二十多家企业转化并新建投产一家，产品应用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原北京军区怀来基地、兰新高铁和青海光伏电场等18处重要国防、交通和能源设施的保护工作。

推荐单位：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完成单位：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中国特征环境重大工程风沙危害形成机理、
防治技术及其应用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证书 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证书

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证书 全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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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建军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对我国高寒、干旱和海岸重大工程及文化自

然遗产的风沙灾害防治开展了系统的工作，研发了系列

新技术和新材料

杨根生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从事风沙灾害与防治工作50多年，制定了鸣沙

山月牙泉流场防治方案，提出了敦格铁路改线建议和防沙

策略

俎瑞平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开展了热带湿润海岸沙区风沙运动的观测、

调查、试验，以及青藏高原风沙堆积与多年冻土环境关

系的研究

张克存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设计了热带湿润海岸防沙新材料新工艺室内风

洞实验，研究了青藏铁路沙害形成机理和鸣沙山月牙泉风

沙环境

韩庆杰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建立了新的湿润条件下和高寒低密度条件下

风沙运动模型，揭示了热带湿润海滩和高寒风沙流运动

规律

柳本立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参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风沙危害防护工程实验

设计，提出了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流场变化规律和恢

复方法

牛清河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获得了鸣沙山月牙泉大气环流特征并指出鸣

沙山和月牙泉长期共存的原因，参与了青藏铁路风沙危

害机理研究

凌裕泉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崖顶风沙问题研究与工程防

沙试验，构建了“A”字型尼龙网栅栏体系，有效地保护

了石窟和壁画

谢胜波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发现了风蚀和风积对冻土水热过程的互馈机

制，科学解释了沙层影响下伏冻土热状况的机理

肖建华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院
主要贡献：研发了多种适用于高寒地区河流性沙害防治的

试验和应用专利，完成了铁路路基断面流场的野外实测实

验

团队成员

成果应用推广分布示意图 成果在东南沿海沙地的实施效果（左：实施前；右：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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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突破林分结构量化新方法——提出透光分层疏透度

概念并量化，实现了林分垂直结构精细化和林分结构调控精准

化，促进建群种红松冠下更新成功（森林保育）和提高林下参

存活率、生长率（林下资源）。

（2）建立林窗立体结构三参数同时准确获取方法，实现

林窗光指数简易化；明确林窗种子库、幼苗库、依赖种和共存

机制等林窗更新全过程并集成相应更新技术体系，实现了红

松、蒙古栎林窗成功更新（森林保育）和林下山野菜增产，据

此将山野菜归圃，扩大生产（林下资源）。

（3）明确水源涵养林服务功能低下的凋落物原因及改善

方法，提出通过保护凋落物、强度间伐等促进更新、培育混交

林方法，提升水源涵养功能（森林保育）和提高林蛙养殖存活

率/保存率（林下资源）。

通过建立“政府、科技、企业、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森林保

育和林下资源利用技术服务体系，推广农村实用技术 100 余项，

培训基层技术人员 2 380 余人次，发放科普资料 10 万余份，带动林

农 3.6 万户。

近 3 年在辽东山区推广森林资源保育技术共 12 万公顷，相关

成果辐射到东北林区 9 个林业局（36 万公顷），获得生态、经济效

益 10.3 亿元；推广森林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建立了林下参、山野

菜、林蛙养殖等推广示范基地 2 230 公顷，取得直接经济效益 1.1 亿

元。

推荐单位：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完成单位：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合作单位：沈阳农业大学	 清原县科技开发中心

辽东山区森林资源保育与林下资源利用技术研究及示范

成果关键技术之一——林分垂直结构量化方法（透光分层疏透度确
定方法示意图）

成果关键技术之一——林窗结构和光指数确定方法示意图

成果关键技术之一——次生林生态系统促进更新的恢复技术

林窗立体结构的确定方法 林窗光指数（GLI）的确定方法

林窗光上、下限的确定方法

（1）等高线模式 （2）上下模式

Beer-Lambert's law P zm( z ): OSP分布, vn: 消光系数, z :高度ln( — )=_vz
Pz

Po



  院刊  909

朱教君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制定总体规划，确定林分结构量化与调控技

术，发明林窗立体结构参数确定方法等专利，撰写咨询

报告等

于立忠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完善冠下人工更新红松技术，建立人工诱导针

阔混交林示范区，确定并推广林蛙养殖关键技术等

成果证明文件：咨询报告（a）、相关法律法
规（b）、奖励证书（c）与专著（d）

何兴元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构建水源涵养林结构调控与功能提升关键技

术，完成浑河水源生态维持技术与示范，为林下资源开

发奠定基础

闫巧玲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阐明林窗调控对森林更新影响，确定最适种子

入侵的林窗面积，明确林窗形成促进“林窗依赖种”更新

等

杨   凯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揭示落叶松人工林土壤质量下降的主要原

因，提出引进阔叶树、保持凋落物等土壤肥力维持技术

张金鑫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推广集成混交林培育技术，建立林下资源开发

技术与模式，推广山野菜人工繁育、归圃栽培等技术

孙一荣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集成林下资源综合开发与森林可持续利用技

术，建立林下参与山野菜最优生境的GLI调控体系，并推

广示范

高　添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主要贡献：提出次生林与人工林结构调控、促进建群种更

新的方法与思路，集成促进主要树种林窗更新、冠下更新

技术体系

李秀芬

沈阳农业大学 
主要贡献：明确林窗更新的光调节机制，研发林分结构

调控+松土与凋落物覆盖等低温冷害防护技术，提出促进

更新的经营对策。

于宏光

清原县科技开发中心 

主要贡献：组织科技培训，建立林下参、山野菜、林蛙养

殖等示范基地，组建由政府、科技、企业、合作社组成的

推广体系

团队成员

成果研究试验基地：林窗动态（a）、次生林
冠下更新红松（b）、落叶松人工林间伐（c）
与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研究（d）

成果研究示范基地——林下资源示范基地：林下参（a）、
大叶芹（b）、龙芽楤木（c）与林蛙（d）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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