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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始于2009年，以九寨沟及其“姐妹”世界自然遗产地普利特维采湖
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合作开展比较生态学和遗产地景区生态保育研究。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

1.1 合作背景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Both institution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good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ssessment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ng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for new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普里特维采和九寨沟都属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冷水钙华景观，钙华湖泊、瀑布、森林等景
观极其相似，面对的保护问题相似，于2006年结为“姐妹”世界自然遗产地。

九寨沟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普利特维采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中国-克罗地亚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于2014年5月成立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1.2 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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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刘延东：“加强中、克生态环保领域的合作有战略意义和广阔
前景，相关单位在九寨沟的合作是中-克科技合作的典范。”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中国-克罗地亚生态保护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双方合作项目

中-克政府间项目

 九寨沟和普利特维采国家

公园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

和 生态学 比较（ 2009-

2011）

 底栖植物在中克喀斯特湖

泊 水质评价 中 的 功 用

（2011-201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遗产地景区监测技术合作

研究（2015-2017）

科技部国际合作
重点项目

 九寨沟水资源与生

态安全保护关键技

术合作研究（2014-

2016）

四川省国际合作项目

 旅游对九寨沟-黄龙自然

遗产地钙华景观的影响

及其可持续管理

 基于欧盟标准的九寨沟

水质监测和钙华景观保

护研究

 九寨沟生态服务功能价

值评估与演变趋势合作

研究

 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震

后植被生态恢复关键技

术合作研究

中科院人才交流项目

“中克“姐妹”世界

遗产地生态保育合作

研究与“一带一路”

国家联合实验室创建”

中科院国际访问学者

项目（2015-2019）

俄乌白经费补贴项目

（2014-2017）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九寨沟藻类名录

CHAROPHYTA - 69 species
• No. of genus = 16
• Cosmarium- 20 species

CYANOBACTERIA - 128 species
• No. of genus =35
• Chroococus - 20 species

DINOPHYTA - 7 species
• No. of genus = 4
• 3 species

EUGLENOPHYTA - 2 species
• No. of genus = 2
• 2 species

RHODOPHYTA - 3 species
• No. of genus = 2
• 3 species

CHRYSOPHYCEAE - 5 species
• No. of genus = 2
• 5 species

BACILARIOPHYCEAE - 387 species
• No. of genus = 76
• Cymbella - 46 species

CHLOROPHYTA - 48 species
• No. of genus = 24
• Scenedesmus- 7 species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1—湖泊藻类多样性

4个藻类新物种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藻类电子数据库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硅藻鉴定手册藻类图册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1—湖泊藻类多样性



构建喀斯特湖泊统一的水质评价模型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研发湖泊水质的生物监测技术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2—喀斯特湖泊水质评价与监测



Entophysalis cf. granulosa Calothrix cf. parietina Scytonema 
cf. mirabile

Dichothrix cf. gypsophila Symploca sp. Schizothrix sp.

钙华生物特征及影响因子研究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3—钙华景观形成机制



珍稀物种未来分布情景模拟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4—珍稀物种变化



评估九寨沟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5—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评估九寨沟震后水质与生态变化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合作成果6—九寨沟震后生态保育



学术报告和技术培训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200余人次参加学术报告和技术培训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双方交流互访60余人次，引进外国高级
专家3人，累积在华时间超过18个月

学术交流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2014年5月16日-19日，克罗

地亚驻华大使来蓉，研讨推

动中克生态保护中心建设。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2017年3月，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访问成都生物所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2017年12月，克罗地亚科技部国务秘书访问成都生物所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访问萨格勒布大学（2017）

签署人员交流协议

1 合作背景与基础

克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席访问科学院
（2019.03）



1 合作背景与基础1 合作背景与基础

推动了四川省科技厅与萨格勒布大学就生态保护、
农业品种资源交流签署合作备忘录

四川省科技厅领导多次访问克罗地亚



研究方向与定位[二]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全球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NBSAPs）评估显示，在制定

目标层面，超过四分之三（77%）的国家战略目标要么

低于爱知目标，要么没有涉及爱知目标的所有要素；对
于已经制定的2020目标，67%的国家报告显示，其进展

的速度不足以在最后期限前实现这一目标。

过去40多年间，全球鱼类、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
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已经减少了60%

目前，全球大约20%的植被显示出生产力下降的趋势；
至2050年将使作物减产10%，某些区域减产50%

2011-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20个爱知目标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刻不容缓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共同努力推动全球采取行动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

迎接2020年底在中国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缔约方大会。

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法国

《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

2018年12月，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国大会”闭幕，这
次大会有几个重要的
背景——美国缺席、欧
洲分心、巴西开始脱
离全球合作。所以有
与会代表说，“重责
大任已然落到北京身
上。”

COP15将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制定2021-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中国的角色和引领地位更加突出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有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
拉雅、印缅地区等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

 高等植物3万余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巴西和哥伦
比亚

 脊椎动物6000余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3.7%；已记录
的海洋生物28000多种，约占全球海洋物种数的11%

 栽培作物1339种，果树种类居世界第一
 家养动物品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576个品种

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过去二十年，三分之一的植被面积增加来源于
中国的植树造林（42%）以及中国（32%）和印
度（82%）的集约化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

2010年9月15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1992年6月11日，中国领导人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上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

2020年底将在昆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
国大会，制订全球2021-2030年战略框架。



克罗地亚地理位置重要，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此访具有很强示范意义，表明中国发展对欧国家关系，
既注重欧盟作用，又重视区域合作”

克罗地亚是连接西亚与西欧的枢纽，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

李克强总理将于4月11-12日访问克罗地亚，
参加“16+1”中国-中东欧领导人峰会



 全球生物多样性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1处世界自然遗产、6个Ramsar湿地、450

个保护区
 森林占陆地面积的44%
 喀斯特地貌约占克罗地亚面积的一半

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

保护地分布
克罗地亚生物多样性丰富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亚欧大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物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脆弱敏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分布的集中区，

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十分重要。同时，大规模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开发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建设绿色

“丝绸之路”。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的重要内容；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
大国外交的战略抓手。



学术交流与知识共享 合作研究与人才培养

技术示范与政策咨询

联合实验室定位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立足中国和克罗地亚的自然环境特点和人才技术条件，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和推动

绿色“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目标，开展合作研究、技术示范、政策咨询、学术交流、共享

先进理念和技术、进行人才培养与技术培训，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一流的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服务国际合作研究平台，增强双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引领中

国-中东欧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研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2 研究方向与定位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物种形成与进化
生态系统过程

保护地与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方向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

2 研究方向与定位2 研究方向与定位



依托单位与团队[三]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是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领域的一支战略力量。 成都生物所，1958年建立，立足西南，长期从事生物多

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在长江上游地区、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和“一带一路”
沿线多个国家均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已经成为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事业的一支战略力量。



* *

拥有丰富的生物标本资源

 拥有我国最大、亚洲第二的两栖爬行动物

标本馆，馆藏标本10万余号，种类占中国

已知种类的85％以上

 植物标本馆馆藏维管植物标本35万份，以

横断山脉地区植物标本为特色。

3 依托单位与团队3 依托单位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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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开展提供了条件。



建有完善的野外研究平台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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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托单位与团队3 依托单位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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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了。。。从山地高海拔向低海拔，分别建有4个野外生态站，可以覆盖整个山地垂直带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若尔盖。。。



* *

仪器设备价值5000余万元

 2009年首批加入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网

专职技术人员5人（“技术百人”1人）

具备优良的实验仪器设备条件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气相色谱仪

LI-6400

动物鸣声记录仪

体式显微镜同位素质谱仪

碳氮分析仪ICP

探地雷达

流速仪

涡相关系统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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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院仪器设备研制改造 2项，现有仪器设备功能开发 4项。如开展地下根系分泌物收集、根系构型的实验研究，为科研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科研团队

博士生导师 16人

中科院“特聘研究员” 2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人

四川省“千人计划” 2人

研究员 21人

核
心
团
队

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6人

中科院“百人计划” 2人

科研团队骨干科研人员75人，其中研究

员21人，副研究员24人，其它研究人员

和博士后30余人，硕、博士研究生120余

人。

3 依托单位与团队3 依托单位与团队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李家堂，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先后在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发表
SCI论文40余篇

江建平，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
学分会理事长、国际保护联盟-物种生
存委员会两栖动物中国区主席，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排名第三）

陈槐，中科院“百人计划”、“特
聘研究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在Global Change 
Biology等上SCI论文40余篇

吴宁，现任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所长，
2011年-2018年在国际山地综合发
展中心（ICIMOD）任首席科学家和
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主任，2018年当
选为联合国IPBES多学科专家委员
会委员

孙庚，在SCIENCE ADVANCES等高水平
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获得四川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推动建立“中国-
克罗地亚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实验室负责人
核心成员

生态系统过程
团队负责人

物种进化
团队负责人

生物多样性保育
团队负责人



 5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科技支撑/基础专项项目级科研项目4个、课题级7个，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50余项，以及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等项目200

余项。项目总经费：1.35亿元

 5年来，发表SCI论文接近300篇，包括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

Ecology、Ecological Monographs、Journal of Ecology、New Phytologist等顶级期刊论文20

余篇；出版《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Chinese Amphibians》、《四川省国家

野生保护与珍稀濒危植物图谱》等专著（章节）13部

 5年来，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2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

承担科研项目与成果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讲法：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到什么累计项目多少项，总经费多少余万元



代表性成果1：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

 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建立1新

科、5新亚科、18新属，恢复5属，发现新种及新纪录126种、

订正18种；

 揭示了树蛙科、蛙科、叉舌蛙科、角蟾科、小鲵科等类群的

系统发育关系；阐明了东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及中国中部山

区是我国两栖动物的形成和分化中心；

 完成中国两栖动物多样性编目，出版《中国动物志-两栖纲》

等系列专著、发表200余篇论文；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代表性成果2：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受威胁评估与监测研
究网络平台建设

 完成中国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受威胁评估报告和红色

名录编写；

 建成“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专项网”

（Sino BON -Amphibian & Reptile ）

李成等. 2017. 中国
关键地区两栖爬行
动物多样性监测与
研究. 生物多样性, 
25(3): 246-254.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建立了西南山地灌丛植物群落数据库
完成1578个灌丛植物群落调查数据收集，建立集影像、图形、属性、文档数据于一体，互联
共享的灌丛植物群落数据可视化信息系统。

 建立了山地建群植物科属种地理分布数据库
建立松科植物（8属76种）、杉科植物（4属5种）、柏科植物（6属19种）的分布数据29963
条有效数据。

 建立了西南地区历史与现实环境要素数据库
收集了适用于西南地区古气候代用的表土花粉样点1382个、地层孢粉51个，建立包含至全新
世以来的降水数据1275条、温度数据3825条（含年均温、最冷月温度、最热月温度）。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代表性成果3：构建了西南山地植物生物多样性与环境数据库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发表新科2个：牙蕨科、翼囊蕨科；新属4个；新种：88个
 成为近年来在国际上发表蕨类植物新属新种最多的中国科研机构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代表性成果4：蕨类等新科的发现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代表性成果5：变温动物蛇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机制

 首次报道了世界上分布最高的蛇类基因组。
 从低氧适应和强紫外辐射角度，揭示了蛇类适应高原极端环境

的分子机制。
 揭示了恒温动物和变温动物适应高原极端环境的趋同遗传机制。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物种形成与进化



代表性成果6：高寒湿地碳循环过程及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系统评估了若尔盖泥炭地的发育、面积、碳储量，为泥炭地研究提供新思路。
 系统阐述了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为地方提供湿地恢复与保护咨询建议2份。
 研究成果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际粮农组织（FAO）采纳。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生态系统过程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我们针对中药国际化和现代化中广泛关注的毒性问题开展了研究，阐明了雷公藤、巴豆等临床常用中药的毒/效成分；修订了5种药材的质量标准，其中三种已经纳入新的药典研究计划。附子的相关研究还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研发了适应川西北牧区不同退化程度和退化类型草地综合治理技术8套，制定行业和地方标准8个，为退

化草地分类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创建了“4+3”划区轮牧模式和草地共管模式，搭建了草地共管的平台。

 建立退化草地综合治理核心示范区20.9万亩，推广应用482.0万亩。研究成果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代表性成果7：建立了可持续利用管理技术与退化生态系统协同治理模式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保护地和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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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育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成都生物所已与70余个国家的70余个合作伙伴开展
了各种层次联合研究，与国外高水平研发机构新签
署合作协议23项，引入23位外籍世界一流科学家和
优秀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

国际合作概况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nivOfTokyo_logo.sv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degreedriven.com/images/logo/1UDX5U4U6P.jpg&imgrefurl=http://www.degreedriven.com/top-schools-by-state/Wisconsin-colleges/Wisconsin.html&usg=__DcBF1p7v3-P_DwbI3Y3O7rM3gJc=&h=455&w=469&sz=23&hl=zh-CN&start=9&zoom=1&tbnid=sTQsUZ1_JvQn7M:&tbnh=124&tbnw=128&ei=6_SRUe3vO4OIkwWRooGoAg&prev=/search?q=University+of+Wisconsin&um=1&newwindow=1&safe=strict&hl=zh-CN&gbv=2&tbm=isch&um=1&itbs=1&sa=X&ved=0CDsQrQMwC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cla_logo.p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SIRO_Logo.tif


近5年来，在研国际合作项目133项，经费共计4858.01万，其中，科技部项
目8项，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14项，国外资助项目31项。与国外研究机构和
合作发表论文65篇，包括Science Advances、PNAS、Ecological 
Monographs、Ecology等顶尖期刊文章10余篇，撰写专著5部，举办了25
场国际科技交流活动。

可更新自然资源基金会(RNRF) 杰
出贡献奖

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
投资价值领先技术蓝天奖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国际合作项目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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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格勒布大学成立于1669年，是东南欧历史最悠
久、规模最大的大学，拥有29个学院、3个研究中
心，7500多名教职工和77000多名学生，其中博
士生3500名

www.unizg.hr

 萨格勒布大学每年的科技产出占克罗地亚全国
的50%以上，接收全国近90%的科研经费预算；
每年培养博士生400人、硕士生2300人

 与前南斯拉夫、中东欧和欧盟国家的研究机构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网络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Anđelka Plenković-Moraj，萨格勒布大学教授，原理学院副院长、现任克罗地

亚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副主席、多瑙河国际联合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淡水

湖泊生态学研究。主持欧盟和克罗地亚国家级项目26个，发表SCI论文67篇，参

编专著8部，获得克罗地亚国家奖(2016年)1次，克罗地亚生态学会金奖1次。

 由萨格勒布大学理学院、林学院、农学院、国家植物园等组成的外方团队骨干

人员74人，其中正教授21人，副教授31人，其它科研人员和博士后105人，指导
研究生人257人。

 近3年来，团队成员承担相关科研项目109个。2017年，团队成员发表期刊368篇，

会议论文27篇，出版专著12部、专著章节46章、5本教科书或教学手册；951人

次邀请来访或出访进行学术交流。

克方负责人

克方团队

3 依托单位与团队



实施方案与保障[四]



区域内研究机构

中国权威研究机构

技术用户

克罗地亚-中东欧

+
+
+

依托单位

+

工作重点4 实施方案与保障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地
相关管理部门

共建机构发展规划

以依托单位为基础，通过签
署合作协议、项目合作等方
式，建立联合实施的战略合
作伙伴或项目合作伙伴关系

http://baike.so.com/doc/6723444-6937570.html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c/Logo_Plitvice_Lakes_National_Park.png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萨格勒布大学支持函

签署人：大学校长Damir Boras

克罗地亚科教部支持函

签署人：科教部部长Blaženka Divjak

克方支持共建联合实验室



合作研究规划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① 热点区域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价

② 生物多样性保育技术研发

③ 生物多样性格局形成及发展的机制

物种形成与进化

① 物种形成和分化的机制

② 特有和关键类群的生态适应性进化研究

③ 组学层面解析物种适应极端环境的分子机制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生态系统过程

① 湿地碳汇功能与源汇转换阈值及机制

② 湿地土壤碳库不稳定性及其机制

③ 次生林生态恢复过程与系统功能演变

④ 森林生物多样性变化过程和形成机制

⑤ 草地生态系统植物-动物相互作用

保护地与生态系统服务

① 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形成与维持机制

② 保护地的生态保育与监测技术

③ 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恢复、保育技术研究与示范

④ 区域自然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评估



开展全球和区域尺度联合研究

① 联合开展中国-中东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区域性评估

② 开展国际重要湿地（拉姆萨尔湿地）全球评估

③ 针对国家公园管理和体制机制问题，为全球国家公园和保护地管理提供咨询

建议

④ 围绕青藏高原与古地中海物种起源的联系，开展生物进化与物种形成机制研

究

⑤ 建立喀斯特生态脆弱（钙华景观）景区保护联盟，开展生态监测与恢复研究

⑥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联合研究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组织多边学术会议
① 在COP15边会、IPBES会议等多边场合，联合组织专题会议，邀请各国学者和政策决

策者参与，增强双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② 组织专题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共享和宣传各自和联合研究成果，增强学术影响力

③ 通过合作形成共同的咨询建议成果，通过克方提交欧盟，增加对欧盟的影响力

继续推动中科院、四川省和地方单位与克罗地亚深度合作

① 继续推动中科院与萨格勒布大学等签署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

② 推动四川省、中科院与克罗地亚科教部签署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项目合作协议

③ 推动两国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景区间签署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合作研

究与人员交流协议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学术与人员交流规划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通过联合实验室运行经费、国家和省级外专“千人计划”以及中科院国际

人才计划（PIFI）项目，每年邀请3-5名克方学者来华开展科研工作

 中克双方合作单位通过多种途径争取支持，每年组织开展1-2次学术研讨

和交流；中方依托单位和联合实验室每年资助5-8名的青年学者、博士后和

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进行技能培训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克双方依托单位、参与单位签署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联合培养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中方依托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来自克方合作单位的

国际学生申请来华学习、学费免除和奖学金资助



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研究方向 团队负责人 主要成员

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江建平

陈有华、崔建国、唐业忠、曾晓茂、谢锋、齐银、
郑渝池、李成、郭宪光、刘炯宇、丁利、邓柯、王
杰、刘露莎、陈勤、赵天、朱未、蔡波、闫利军、
陈丽丽

物种形成与进化 李家堂 高信芬、徐波、彭玉兰、王斌、高云东、鞠文彬

生态系统过程 陈槐

刘庆、包维楷、尹华军、庞学勇、高永恒、尹春英、
向双、朱单、王金牛、赵川、李芳兰、赵春章、何
奕忻、刘建亮、薛丹、胡斌、刘鑫、杨兵、赵文强、
寇涌苹、李丹丹、李婷、胡君、王丽霞

保护地与生态系统服务 孙庚

吴宁、潘开文、罗鹏、吴彦、胡军华、石福孙、晏
兆莉、卢涛、王乾、戴强、张林、彭幼红、何其华、
朱亚平、周志琼、李晓明、丁建林、张楠楠、熊勤
犁、伍小刚、孙晓铭

预计到2020年，在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人员超过200人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建立独立实验室，实验室面积不低于200 
m2，先期配备样品存贮、预处理、常规
分析的仪器和设备，并通过仪器修购项
目，根据科研需求不断完善实验室设施、
设备；配备1名实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

管理
 配备独立办公室2间，面积不低于80 m2，

配置常规办公用品、设备；配备1名行政
秘书和1名学术秘书，负责实验室日常运
行和学术工作

 现标本馆占地3700平方米，即将搬迁的
新标本馆占地5600平方米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二层：动物标本馆（1400M2）
三层：植物标本馆（1500M2）
四层、五层：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
（ 4200M2）
六层、七层：生态研究中心（ 3900M2）



 成都生物所将给予本实验室相对独立的人事、财务、运行管理权

 为本实验室配备独立的办公室、实验室

 新增设实验室行政秘书、学术秘书、实验室管理员事业编制岗位各1

名

 给予实验室团队额外2名博士生、2名硕士生招生名额

 优先支持申报中科院、四川省等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国际人才项目

 支持外方团队专家申报国家和省级外专“千人计划”

 对本实验室重点研究领域和国际学术交流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依托单位保障措施



实验室组织构架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工作报告制度

中克例会 实验室主任

生物多样性与保
育

物种形成与
进化

保护地与生态系
统服务

创新
团队

创新
团队

创新
团队

学术年会制度

专家考评制度

生态系统过程

创新
团队

学术委员会
科技部

科学院



 建立由实验室负责人（主任）负责的管理团队，设置主任、行政秘书、学术秘书、
实验管理员和各团队负责人等岗位，各岗位实行聘用制

 成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领域内知名专家组成，负责学术研究的指导和咨询
工作。

 实行中外方双负责人责任制。实验室中、外方负责人负责联合制定实验室的组织管
理制度，共同提出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协商实验室发展方案和建设规划，协调和
组织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实行联合实验室中克方例会制度。定期组织召开联合实验室中、克方联合例会，一
般由中、外方轮流主办。

4 实施方案与保障

实验室组织管理制度



感谢各位专家的支持和建议！

依 托 单 位：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

邮 箱：sungeng@cib.ac.cn

2019年4月9日，北京

克罗地亚不仅
仅有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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