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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7 月 27-29 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学术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召开。会议由中国

科学院主办、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海北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

实验室承办。来自 23 家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

美、德、日、澳等国家的研究所和高校 117 位代表

参加了会议。（详见第 33 页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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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通过中科院专家组评审

10 月 14 日，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

评估专家组生物组专家一行 13 人，对中

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

室（筹）进行现场考查评估，王贵海为

专家组组长。实验室主任赵新全、副主

任张怀刚、陈世龙，重点实验室管理人

员、科研、技术人员和部分研究生参加

了会议。（详见第 36 页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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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指导、合作及交流！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 59 号 

邮编：810008 
电话：0971-6143610 
传真：0971-6143282 
Email: hmzhong@nwipb.ac.cn 
网址：http://www.nwip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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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

验室通过专家组评审 

封底：重点实验室简介 



  

重点实验室组织机构 

学术委员会主任：洪德元院士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韩兴国研究员、赵新全研究员 

实验室主任：赵新全研究员  

实验室副主任：张怀刚研究员、陈世龙研究员、苏建平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姓 名 职 称 工 作 单 位 专 业 

常智杰 教 授 清 华 大 学 生物化学 

方精云 院士、教授 北 京 大 学 植被生态学 

刘建全 教 授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分子系统学 

欧阳志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生态学 

施苏华 教 授 中 山 大 学 植物系统学 

汪诗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放牧生态学 

王道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究所 分子遗传学 

王德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动物生态学 

吴天一 院士、教授 高原医学研究院 环境医学 

印象初 院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动物分类学 

于贵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植物生理生态学 

张怀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植物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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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大事 

1 月，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青海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协商决定，我实验室韩发、苏建平研究员因综合素质好，工作成绩突出，德

才兼备，参政议政能力强荣膺青海省第十届政协委员会委员。 

1 月 4 日，青海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我实验室承担完成的青海省重点

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微孔草的种植示范与应用技术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该成

果率先研究了微孔草在人工栽培条件下抗逆生理生化特性和生长发育规律，提出

了微孔草人工栽培方法，为微孔草的规模化栽培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 月 17 日上午在青海省会议中心胜利闭幕。

我实验室杨慧玲同志出任农牧环保委员会委员。 

我实验室博士生杨洁在导师赵新全研究员的指导下，首次提出“在青藏高原

极端压力环境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鼠兔 leptin 蛋白可能发生了适应性功能进

化，可能产生了新的功能或原有功能的加强”的观点。日前，该研究成果已发表

在近期的 PLoS 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截至 2008 年 1 月 25 日，

全球已有 243 家网站转载了该报道。 

4 月 12-13 日，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在深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兴

海县调研农牧业发展、检查指导维护稳定工作时，视察了我实验室设在海南州贵

南县过马营镇的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三江源区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机制

及可持续管理试验示范”和“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高寒草地退化生态系

统综合整治技术研究”牛羊育肥试验基地。 

5 月 28 日，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省三江源办公室、省财政厅、农牧

厅等单位参加，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课题验收委员会，对我实验室承担的“三江源

区退化草地恢复机理及持续利用模式研究与示范”课题进行了验收。专家组认为：

该课题研究目标明确，整体构思严谨、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先进，数据资料翔实。

资金使用和管理符合有关规定。全面完成了合同书规定的预期目标。与会专家一

致同意通过课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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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我实验室顺利毕业博士 7 人、硕士 12 人。在毕业典礼上，苏建

平研究员代表导师发言，表达了对毕业生的祝贺和在未来人生路上的祝福，连新

明博士代表毕业生发言，表达了全体同学感恩、不舍的心情以及对于未来的信心。 

7 月 3-5 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学定；分院工会副主

席、科技合作处处长张健；分院纪检组副组长冯书明等人前往实验室各野外台站

（试验点）进行党建工作调研。在西高所赵新全所长、综合处王萍处长等人的陪

同下，分院调研组考察了平安农业生态实验站、同德牧场试验点、海北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试验站的基础设施、科研设备、周边环境等，并亲临试验田观察、询问

科研人员的实验进展及预期结果。 

7 月 15 日下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高云龙在青海省科技厅李华副厅长

等陪同下到西高所视察工作。高云龙副省长一行在我实验室赵新全主任、张怀刚

副主任等所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我实验室，视察过程中与科研人员、在学研究生

进行了交谈。 

7 月 27 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承办

的“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参加此

次会议的代表共 117 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生态学系等 23 家国内科研院所和高

校以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所和高校。与会人员涉及生态

学、环境学、气象学、畜牧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专家，是一次多学科交叉的研讨

会。 

8 月 1 日，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西高所陈志

国研究员课题组培育的优质中筋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437”进行了现场评价和初

审。“高原 437”品种具有丰产性好、品质优良、抗病性突出、适宜旱地种植的

特点，增产显著。通过现场评价，专家组认为“高原 437”适宜海拔较高、生态

条件与青海省类似地区的旱地和不饱灌水地推广种植。 

2008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及各类冠名奖学、奖教金评选中，我实验

室杨慧玲、张得钧、张同作、周国英等获“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林恭华获

“地奥奖学金”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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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在青海省科技厅解源厅长的陪同下到

西高所视察工作。李家洋副院长对我们实验室作为所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了建议和期望。 

8 月，我实验室曹广民研究员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徐兴良副

研究员带领研究小组，在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甲烷排放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其

研究论文“Methane Emissions by Alpine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已在著名生物学刊物 Biology Letters 上正式发表。这是首次关于青藏高

原高寒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甲烷排放相关研究成果的报道。该项成果一经发表，即

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和媒体广泛关注。 

8 月 21 日上午，在西宁参加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第十四次常委

会的张亚平院士应邀来到西高所，为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作了题为“生物多样性的

研究与保护”专题报告。张亚平院士报告中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我实验室科研

人员在开展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方面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

用。 

9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会同兰州分院和青海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

家，对首批（2006 年度）“科技支青”工程项目进行了验收。由我实验室主持完

成的“丰产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繁育与推广应用”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丰产优

质专用小麦新品种繁育与推广应用”项目完成了项目任务书规定的各项考核指

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为青海省又一次的春麦品种更新换代奠定了基础。 

10 月 10 日下午，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动员大会，我实验室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大会。 

10 月 14 日，中科院专家组评审对重点实验室进行现场评估。我实验室全票

通过，正式加入中国科学院院重点实验室行列。 

11 月 12 日，省政府召开青海省生态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我实验

室赵新全、周立研究员与其他 7 位专家共同被省政府特聘为生态保护与建设“智

囊团”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宋秀岩亲自为其 9 位颁发了聘书。 

11 月 21 日，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召开大会，党委书记、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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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赵新全同志在会上总结学习实践活动第一阶段工

作，韩发副书记安排部署了第二阶段工作。实验室党员积极参加会议。 

11 月 29-30 日, 由著名地球环境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院士领衔的“十

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青海湖流域生态和环境治理技术集成与试验

示范(2007BAC30B00)”启动会在青海西宁召开。我所等作为课题共同承担单位

出席会议。 

11 月 24 日和 27 日，西高所组织所内有关人员分别对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

建设的 12 要素自动气象站以及 300 M3 蓄水池及喷灌系统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

组听取了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实地察看了项目完成情况。对项目实施和完成质

量给予充分肯定，现场通过验收。 

12 月 28 日，青海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完成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科研成果进行了鉴定。该研究发表论

文 98 篇，其中 SCI 论文 34 篇，个别重要成果和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受到《Nature 

news》的评价。 

本年度，实验室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1 人：尤进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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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进展 

2008 年，根据我所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总体目标和战略规划，结合国际科

学前沿，针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

题，瞄准草地生态学及典型区域可持续发展、极端环境条件下生物多样性的形成

机制、生物类群的适应性与抗逆性、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与响应等若

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青藏高原代表性土著动物分子适应与进化研究 

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部分，涉及群体遗传学、分子系统地理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免疫组织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生态学等多个学科

领域。研究方向选自国际分子生态学领域的前沿问题以及动物生态适应研究的热

点问题，并与青藏高原特有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发展与突

破。研究对象既包括大型哺乳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又包括陆生和水生动物，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 

深入研究了裂腹鱼亚科鱼类的起源、分化、扩散、分布格局、种间关系和种

群结构与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所经历的水系变迁和古环境变化事件的关系，为正

确评价鱼类种质遗传资源、合理保护策略和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牦牛

起源、驯化历史、分类学地位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填补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有蹄

家养动物驯化历史研究的 后空白，为指导青藏高原牦牛产业的选种、选育积累

了宝贵资料；通过高原鼠兔 leptin蛋白分子进化特征及冷适应生物学机制的研究，

为开发基因药物治疗肥胖症、糖尿病、骨质疏松等代谢相关疾病提供重要的科学

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以 HIF-1α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以及红细胞生成素（EPO）为切入点研究了牦牛、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高海拔低

氧适应的分子机理，为低氧综合症、高山病、贫血等疾病的基因治疗以及抗低氧

损伤、低氧习服药物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这些研究结果的总结，形成《青藏高原代表性土著动物分子进化与适应研究》

研究专著，获 2008 年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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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涡度相关观测表明，青海湖温性草原表现为一个弱汇，每年约 34.5 gC·m-2。

在空间尺度上，受控于气候因子生物因子两条途径控制。三江源人工草地生态系

统是一个较强的碳汇 49.35 gC·m-2，其碳的源/汇功能除了受到年降水量、强度和

季节分配的影响，还受到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采用密闭箱式法，选择青藏高

原两种主要高寒草甸群落类型生态系统 CH4 和 N2O 排放进行了长期的监测，取

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表明，高寒草甸植物在地球甲烷循环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其中草本植物群落具有排放甲烷的能力，而木本灌木植物具有氧化大气

甲烷的能力。高寒草甸每年向大气排放约 0.13 Tg CH4。灌丛草甸 N2O 的年释放

能力为 356.7 mg N2O m−2 a−1，显著强于嵩草草甸 295.0 mg N2O m−2 a−1。这是首

次关于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植物群落 CH4 排放相关研究成果的报道，世界著

名的学术刊物《自然》（Nature）对该项目进行了专访，并在“NATURE NEWS”

上发表了重要评论，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旗下

的化学快报《化学世界》（Chemistry World）也在其网站刊登了相关报道。 

培育春小麦新品种 

拟提交省级审定春小麦新品种 1 个：陈志国研究员等选育的春小麦新品种

“高原 437”完成青海省省级区试和生产试验，表现突出，通过青海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组田间评审，推荐提交审定。 

根田鼠种群动态调节过程──社群应激效应 

主要研究社群应激效应在根田鼠种群动态调节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的

研究结果表明，社群应激主要通过 4 个途径调节种群数量：1）在高密度种群中，

通过社群应激机理、以密度制约方式直接抑制当前种群繁殖率，2）通过母体社

群应激效应抑制 F1 代的存活率，并降低其免疫力，继而降低其存活率，3）在社

群应激累加效应的作用下，生前应激 F1 代的后代－F2 代的免疫力显著降低，4）

通过母体社群应激效应和个体免疫力季节性变化，可改变越冬种群年龄结构，使

之老龄化。由此，在高密度种群中，通过上述 4 个途径，调节青藏高原根田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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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数量并使之趋于稳态波动。上述研究结果为社群应激－种群调节假说的提出，

提供了理论依据及理论框架，为该研究领域的首次发现。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科研方面：完成了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建设 2008 年的数据和图片。出野外考

察近 50 天，共采标本 2000 余号，4000 余份。 

管理方面：新进馆植物标本 4000 余份，继续完善了标本馆网络信息系统动

植物标本数据库。建立起标本数据库，目前录入和修改动植物标本数据 24.9 万

余条，照片 16.5 万余张。植物标本数据库 20 万余条信息已经上网。 

科普方面：接待了所有来馆的各类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全年共接待约

1200 人次。开展了全国科技活动周、院公众科学日和全国科普日等活动。行知

学校出展并结合媒体采访报道估计使受教育公众超过 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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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合作与交流 

﹡来访 

5 月 30 日 — 6 月 5 日，为执行我所唐艳泓研究员、赵新全研究员、李英年

副研究员等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长期合作协议，日方研究人员广田允来我所

及我所下属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站开展野外实验。 

6 月 1 — 20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Andrew T. Smith 教

授应我实验室张堰铭研究员邀请，来我所并赴果洛州玛沁县等开展“高原鼠兔社

会行为对种群基因动态的作用”中美国际合作研究野外实验工作。 

6 月 30 日 — 7 月 10 日，应张堰铭研究员与王德华研究员邀请，英国阿伯

丁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John R. Speakman 教授赴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开放站、海晏、刚察等地区就“高原鼠兔低温生理适应”共同开展考察活动。 

7 月 5 — 11 日，应我所汪诗平研究员邀请，美国农业研究中心科学家 Bruce 

Kimball 就“增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的合作研究，来

我所及下属的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站（位于海北州门源县风匣口）进行实

验，共同就增温试验的有关数据及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并撰写文章。 

7 月 6 — 29 日，应我所赵新全研究员邀请，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助理教

授 Julia A. Klein 等一行 4 人来我所及下属的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站、果洛

州玛沁县大武镇，合作开展内容为“全球变化及土地利用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 

7 月 9 — 28 日，为执行我所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长期合作协议，日方

项目成员广田允等 7 人来我所及我所下属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

放站开展“青藏高原青海海北温暖化长期观测”的合作研究。 

7 月 31 日 — 8 月 5 日，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派遣工程师寄崎哲弘（Yorisaki 

Akihiro）来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站（位于海北州门源县风匣口）对日方

提供的用于温暖化影响早期检测的野外实验的仪器设备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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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 

8 月 25 日 — 9 月 1 日，应法国巴黎第二十届国际动物学大会组委会邀请，

张堰铭研究员赴法国巴黎参加第二十届国际动物学大会，并应邀就高原鼠兔种群

生活史特征及进化等问题做了分组报告。 

11 月 10 日 — 12 月 9 日，汪诗平研究员应美国北达柯他州立大学邀请，赴

美国北达柯他州立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利用双方长期监测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研

究进行整理分析，并撰写研究论文。 

11 月 17 — 19 日，赵新全研究员应韩国延边大学大气科学部邀请，赴韩国

参加“东亚碳通量学术讨论会”。赵新全研究员作为我所全球变化研究的领导人，

参加这次重要的学术活动，在大会上做了题为“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碳通量研究”

的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对推动我所青藏高原生态学研究起到

了重要作用。通过大会协商，2009 年亚洲通量网学术年会及 A3 项目野外培训项

目初步确定在青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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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交流及活动 

4 月 7－11 日，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李以康工程师参加了由中国生

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生物分中心在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举办的

“2008 年 CERN 生物监测规范与数据质量控制培训会议”。 

4 月 22－23 日，中科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第十五次工作会议在

河南郑州召开，会议由南京土壤研究所承办。曹广民研究员参加了会议，并在会

议上作了题为“高寒草地退化过程与机理”的报告。 

4 月 1－7 日，英文版《Flora of China》联合编委会在杭州召开，美方主编

Peter H. Raven 博士和中方副主编洪德元院士共同主持了此次会议，中方主编吴

征益院士对会议召开表示了祝贺，会议由浙江大学植物系统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研

究所傅承新教授组织承办。陈世龙研究员作为编委会委员参加了会议。 

7 月 12－16 日，中国植物学会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75 周年学术年会会

议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我实验室陈世龙研究员、张得钧博士、高庆波博士、段

义忠博士等参加会议。会上陈世龙研究员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主

持学术会并作了题为“高山植物条纹狭蕊龙胆（龙胆科）的分子亲缘地理学研究”

的报告，张得钧博士作了题为“虎耳草属山羊臭组的界定和系统发育：核糖体

DNA-ITS 序列证据”的报告。 

7 月 27 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承办的“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学术研讨会”在风景秀丽、凉

爽宜人的夏都青海西宁顺利召开。赵新全研究员、曹广民研究员等参加会议并作

报告。 

9 月 1 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环领域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曹广民

研究员参加研讨会并作了题为“高寒草地恢复的过程与机理”的发言。 

9 月 25－27 日，中国土壤学会主办的“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海北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李以康工程师参加会议。 

11 月 15－16 日，徐世晓、赵亮、周华坤等参加了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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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农区草业发展论坛。 

12 月 12－17 日，首届中国雁鸭类保护与监测网络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李来兴研究员与硕士生朱筱佳、孙建文参加会议。会上李来兴研究员任“禽流感

监测技术”小组主持人并作了题为“Population evaluation of bar-headed goose 

wintering in middle valley of Yaluzangbu River，雅鲁藏布江中段河谷越冬斑头雁种

群评估”的大会报告，朱筱佳、孙建文分别作了题为“Monitoring and Valuation of 

Avian Influenza H5N1 carried or infected in Bar-headed Geese by Maternal Antibody，

基于母源抗体的野生斑头雁 H5N1 禽流感病毒携带或感染状况监测与评估”和

“The Methods of Tracing the H5N1 AIV Epidemic Focus，H5N1 禽流感疫源地追踪

技术”的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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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8年科研项目 

2008 年度共争取各类科研项目 13 项，落实科研经费近 1376 万元。 

2008 年开始执行科研项目如下： 

1、国家部委项目: 

•赵新全主持“高原天然草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课题主

持单位，经费总数 1260 万元，其中国拨经费 660 万元，地方配套 600 万元，本

单位获得经费 54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陈世龙主持“唐古特地区特殊生境种质资源调查”，12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陈世龙主持“青藏高原红景天种质资源评价：有效成分与药用亲缘学”，50 万

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鼠类种群生殖调控与不育控制机理”，30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李来兴主持“青藏铁路运行前后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及物种迁移调查”。56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2、科学院项目： 

•韩发主持“高活性微孔草不饱和脂肪酸提取技术及其产业化”，35 万元，起止

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高原鼠兔灾害发生与种群调控的分子机理”，30 万元，起止年限：

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3、国家基金： 

•曹广民主持“高寒草地不同退化演替阶段草地群落微斑块形成过程及其多样性

格局研究。”7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杨洁主持“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高原鼠兔 leptin 蛋白适应性功能进化研究”，17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周华坤主持“不同人为干扰对青藏高原典型匍匐茎植物克隆繁殖的影响”，18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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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主持“青藏高原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碳库效应－放牧的耦合关系”，28 万

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4、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 

•徐世晓主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饲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示范”，100 万元，

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汪诗平主持“三江源及其周边地区碳储量空间分布及减排增汇潜力的研究”，3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正在执行尚未完成的课题： 

1、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项目（即 973 项目）子专题及攻关项目： 

•赵新全主持“高寒草地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和模式”（主持单位，经费总

数 1860 万元，其中国拨经费 620 万元，地方配套 1240 万元，起止年限：2006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高原鼠兔发生危害规律及监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参加单位，经费

总数 70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200 万元，起止年限：2007 年 07 月—2008 年

07 月）。 

•赵新全主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主持单位之一，经费总数

45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70 万元，起止年限：2005 年 12 月—2010 年 12 月）。 

•赵新全主持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子课题，经费 70 万元，

起止年限：2005 年 12 月—2010 年 11 月）。 

2、科学院项目： 

•赵新全主持“江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主持单位，经费总数 700 万元，

本单位获得经费 600 万元，起止年限：2006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2 月）。 

•汪诗平主持“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主持单位，经费总数 20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100 万元，起止年限：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高原鼠兔种群恢复的遗传学基础及可持续管理”（主持单位，经费

总数 4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40 万元，起止年限：2006 年 01 月至 2008 年 12

月）。 

•张怀刚主持“小麦重要农艺性状分子设计和改良”（参加单位，经费总数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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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75 万元，起止年限：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2 月）。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陈世龙主持“青藏高原祁连山区特有属穴丝荠属的物种形成与进化”，26 万元。 

•张堰铭主持“母体低氧胁迫对高原鼢鼠子代 EPO 基因表达的作用”，28 万元。 

•师生波主持“UV-B 辐射增强对高寒草甸主要植物光合电子传递和热能耗散过程

的影响”，28 万元。 

•赵亮主持“高寒草甸雀形目鸟类的亲－子通讯方式与巢环境的关系”，经费 21

万元。 

•张堰铭主持“高原鼠兔婚配制度对其种群遗传结构的作用”，经费 20 万元。 

4、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 

•赵新全主持“青海省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监测平台建设”（主持单位，经费总数

280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拨款 8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80 万元，起止年限：

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高原鼠兔不育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主持单位，经费总数 120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拨款 8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80 万元，起止年限：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 

••赵新全主持“藏羚羊异地保护生态适应性研究”（主持单位，经费总数 85 万元，

其中地方政府拨款 50 万元，本单位获得经费 50 万元，起止年限：2006 年 01

月至 2008 年 12 月）。 

•赵新全主持“高寒草甸的退化生态过程及恢复治理下的可逆性研究”，经费 70

万元。 

•李毅主持“胡麻陇亚 10 号试验与示范”，经费 15 万。起止年限：2007 年 2 月

至 2009 年 3 月。 

 

5、国际合作项目 

•张堰铭主持“改善西藏草原小型哺乳动物的管理”，经费 40 万元。 

•龙瑞军主持“运用瘤胃分子学技术预测和提高牦牛生产力的研究进展”，经费

50 万元，起止年限：2004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 

•师生波、韩发主持“青海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平衡的动力学特征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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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费 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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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培养 

1、概况 

    2008 年，实验室共招收研究生 3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1 人，硕士研究生

19 人）。毕业博士生 7 人、硕士生 12 人。目前在站博士后 8 人、在读研究生 9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40 人, 硕士研究生 52 人）。 

2、荣誉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标兵：胡延萍 

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慈海鑫、张波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张同作、谢小龙、王延花、王沛、许庆民、石丽

娜、戚培同、唐利洲、胡延萍。 

3、博士研究生毕业（7 人） 

6 月 5 日，连新明（导师：苏建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羚保

护行为学研究。 

6 月 5 日，张同作（导师：苏建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甘肃鼢

鼠和高原鼢鼠身体大小和胎仔数的地理变异及种间差异。 

6 月 5 日，都玉蓉（导师：苏建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羚遗

传多样性、遗传结构与种群历史动态。 

6 月 7 日，杨慧玲（导师：刘建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川西獐

牙菜引种栽培的生态学基础研究。 

6 月 7 日，孟丽华（导师：刘建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云

杉的谱系地理学研究。 

6 月 7 日，张得均（导师：陈世龙）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虎耳草

属山羊臭组分子系统学研究。 

6 月 7 日，刘汉武（导师：周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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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时空动态的元胞自动机模拟。 

4、硕士研究生毕业（12 人） 

5 月 27 日，王延花（导师：陈桂琛）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獐牙

菜属两种植物主要苷类成分的 HPLC 法测定及其指纹图谱研究。 

5 月 31 日，许庆民（导师：刘伟）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

兔(Ochotona curzoniae)鼠丘区域氮素含量变化的研究。 

6 月 4 日，王沛（导师：王海庆）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拟南芥

Atfin1 锌指蛋白基因的功能研究。 

6 月 4 日，刘永安（导师：陈志国）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优

质抗条锈病春小麦综合标记辅助育种研究。 

6 月 4 日，冉飞（导师：韩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微孔草（Microula 

Sikkimensis）对干旱胁迫的生理适应性研究。 

6 月 4 日，李和平（导师：师生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UV-B

辐射对两种高山植物抗氧化酶影响及叶绿素荧光的响应。 

6 月 4 日，杜岩功（导师：曹广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寒嵩

草草甸退化分异过程及发生机理初步研究。 

6 月 4 日，刘安花（导师：李英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寒草

甸土壤水分动态变化、蒸散量及植被蒸散系数的研究。 

6 月 5 日，赵会君（导师：张怀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不同抗

旱性小麦的萌发特性及对干旱的响应。 

6 月 5 日，于鸿浩（导师：赵新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雄性根

田鼠对哺乳和非哺乳期雌性气味识别的研究——个体气味、尿气味识别及尿液中

信息素 GC-MS 研究。 

6 月 5 日，曲家鹏（导师：张堰铭）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

兔家群空间模式和种群统计学特征研究。 

6 月 6 日，戚培同（导师：古松）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藏高原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水分收支与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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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室在站博士后、研究生目录 

在站博士后（7 人） 

     2002 年： 李金刚（合作导师：赵新全）； 

     2004 年： 刘光绣（合作导师：陈桂琛）； 

王振龙（合作导师：赵新全）； 

黄志伟（合作导师：陈桂琛）； 

     2005 年： 

胡夏嵩（合作导师：陈桂琛）； 

     2006 年： 王文强（合作导师：印象初）； 

     2007 年： 赵  凯（合作导师：赵新全）； 

2008 年： 郭志林（合作导师：赵新全）。 

在读博士研究生（40 人） 

2003 年： 初红军 (导师：蒋志刚）；  

于  龙（导师：周  立）； 李红阁（导师：赵新全）； 2004 年： 

魏  乐（导师：张怀刚）； 李世雄（导师：王启基）； 

冯瑞章（导师：龙瑞军）； 韩友吉（导师：陈桂琛）； 

周国英（导师：陈桂琛）； 刘宝龙（导师：张怀刚）； 

2005 年： 

张  波（导师：张怀刚）； 张同林（导师：蔡联炳）； 

丁学智（导师：龙瑞军）； 苏  旭（导师：蔡联炳）； 

慈海鑫（导师：苏建平）； 唐利洲（导师：苏建平）； 

李锦萍（导师：陈桂琛）； 郑  伟（导师：刘建全）； 

王留阳（导师：刘建全）； 乔有明（导师：王启基）； 

2006 年： 

许广平（导师：汪诗平）；  

冯秉福（导师：赵新全）； 曹俊虎（导师：赵新全）； 

孙  涛（导师：龙瑞军）； 胡延萍（导师：张怀刚）； 

石丽娜（导师：韩  发）； 胡宜刚（导师：汪诗平）； 

2007 年： 

徐维新（导师：古  松）； 杨路存（导师：陈桂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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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勤正（导师：刘建全）； 高庆波（导师：陈世龙）； 

于鸿浩（导师：赵新全）； 曲家鹏（导师：赵新全）； 

林恭华（导师：苏建平）； 丁  栋（导师：陈桂琛）； 

刘永安（导师：陈世龙）； 柳  觐（导师：张怀刚）； 

于瑞涛（导师：张怀刚）； 李克欣（导师：刘建全）； 

2008 年： 

段义忠（导师：陈世龙）。  

在读硕士研究生（52 人） 

邓治莲（导师：赵新全）； 葛艳丽（导师：苏建平）； 

张淑玲（导师：陈桂琛）； 包苏科（导师：韩  发）； 

谌  平（导师：刘建全）； 杨  建（导师：李  毅）； 

吴力博（导师：古  松）； 晁增国（导师：汪诗平）； 

王增礼（导师：张堰铭）； 杨  敏（导师：张堰铭）； 

 张  波（导师：师生波）； 薛晓娟（导师：李英年）； 

王建武（导师：王海庆）； 朱筱佳（导师：李来兴）； 

2006 年： 

相微微（导师：张怀刚）；  

杨晓林（导师：赵新全）； 许璟瑛（导师：陈桂琛）； 

尚洪磊（导师：陈桂琛）； 任  飞（导师：韩  发）； 

彭慧超（导师：刘建全）； 司庆文（导师：刘建全）； 

梁东营（导师：曹广民）； 张发起（导师：陈世龙）； 

冯  超（导师：古  松）； 苏爱玲（导师：汪诗平）； 

段吉闯（导师：汪诗平）； 常小峰（导师：汪诗平）； 

杨晓霞（导师：汪诗平）； 张振华（导师：汪诗平）； 

陈千权（导师：张堰铭）； 赵德勇（导师：陈志国）； 

2007 年： 

王建雷（导师：李英年）； 孙建文（导师：李来兴）； 

谢久祥（导师：苏建平）； 刘  琦（导师：张怀刚）； 

王  欣（导师：张怀刚）； 李印虎（导师：陈世龙）； 

林巧燕（导师：汪诗平）； 杨虎虎（导师：张堰铭）； 

2008 年： 

尚艳霞（导师：师生波）； 连利叶（导师：陈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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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刚（导师：李英年）； 王文娟（导师：陈志国）； 

杨  乐（导师：李来兴）； 杨  乐（导师：边疆晖）； 

谢  玲（导师：郭松长）； 王  蕾（导师：沈裕琥）； 

乔春连（导师：徐世晓）； 李婧梅（导师：赵  亮）； 

李春丽（导师：周国英）； 张  莉（导师：王长庭）； 

叶  鑫（导师：周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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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表论著 

2008 年，重点实验室共发表论著 109 篇，其中 SCI 核心刊物论文 22 篇；SCIE

刊物 19 篇；CSCD 期刊 61 篇；参加国际会议论文 1 篇。详见下表： 

 

刊物类型 第一作者单位 非第一作者单位 总数 

SCI 核心刊物 9 13 22 

SCIE 刊物 12 7 19 

核心刊物 55 6 61 

其它刊物 5 1 6 

国际会议论文 1 ― 1 

总计 82 27 109 

 

2008 年发表论著目录 
(注：序号后注*为重点实验室第一完成单位，作者后注*为通讯作者) 

SCI 核心刊物 

1*. Wang J-H, Wang S-P*, E. Schnug, S. Haneklaus, B. Patton, P. Nyren, 2008, Competition 

between Stipa grandis and Cleistogenes squarrosa.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08(72): 

63-72. 

2.  Bruce A. Kimball, Mattew M.Conley, Shiping Wang, Xingwu Lin, Caiyun Luo, Jack Morgan, 

David Smith. 2008. Infrared heater arrays for warming ecosystem field plots.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8(14): 309-320. 

3.  Hu Z-M, Yu G-R*, Su X-M, Li Y-N, Shi P-L,Wa Y-F, Zhang Z-M, 2008, Effects of vegetation 

control on ecosystem water use efficiency within and among four grassland ecosystems in 

China.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8(14): 1609-1629. 

4.  Li Z-X, Zhang X-Q*, Zhang H-G, Cao S-H, Wang D-W*, Hao S-T, Li L-H, Li H-J, Wang X-P, 

2008,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variant of HMW glutenin subunit gen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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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 genome of Pseudoroegneria stipifolia. Journal of Cereal Science. 2008(47): 429-437. 

5*. Chen S-Y, Wu G-L, Zhang D-J, Gao Q-B, Duan Y-ZH, Zhang F-Q, Chen S-L*, 2008, Potential 

refugium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vealed by the chloroplast DNA phylgeography of 

the alpine species Metagentiana striata (Gentianaceae). Botan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08(157): 125-140. 

6*. Gu S*, Tang Y-H, Cui X-Y, Du M-Y, Zhao L, Li Y-N, Xu SH-X, Zhou H-K, Tomomichi Kato, 

Qi P-T, Zhao X-Q, 2008, Characterizing evapotranspiration over a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ch-Atmosphere. 2008(113). 

7*. Cui X-Y, Gu S, Zhao X-Q, Wu J, Tomonichi Kato, Tang Y-H*, 2008,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UV radiation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08(148): 144-151. 

8*. Wang CH-T*, Cao G-M, Wang Q-L, Jing Z-CH, Ding L-M, Long R-J, 2008, Changes in plant 

biomass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alpine Kobresia meadows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Sciences in China Series C: Life Sciences. 51(1): 86-94. 

9.  Takashi Ryu Endo*, Shuhei Nasuda, Neil Jones, Dou Q-W, Atsushi Akahori, Munenori 

Wakimoto, Hiroyuki Tanaka, Katsumasa Niwa, Hishashi Tsujimoto, 2008, Dissection of rye 

B chromosomes, and nondisjunction properties of the dissected segments in a common wheat 

background. Genes Genet. Syst.2008 (83): 23-30. 

10*.Lin G-H, Cai ZH-Y, Zhang T-Z, Su J-P*, S.J.Thirgood, 2008,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subterranean Gansu zokor in a seminatural landscape. Journal of Zoology. 2008(275): 

153-159. 

11*.Georg Miehe*, Sabine Miehe, Knut Kaiser, Liu J-Q, Zhao X-Q, 2008, Status and Dynamics of 

the Kobresia pygmaea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mbio. 37(4): 272-279. 

12. Chen J, Yasuo Yamamura, Yoshimichi Hori, Masae Shiyomi*, Taisuke Yasuda, Zhou H-K, Li 

Y-N, Tang Y-H, 2008, Small-scale species rechness and its spatial variation in an alpine 

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 Res. 2008(23): 657-663. 

13. Julia A. Klein*, John Harte, Zhao X-Q, 2008, Decline in Medicinal and Forage Species with 

Warming is Mediated by Plant Tranit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Ecosystems. 2008(11): 

775-789. 

14*.Du Y-G, Cui Y-G, Xu X-L, Liang D-Y, Long R-J, Cao G-M*, 2008,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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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wo alpine meadows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lant and Soil. 2008 

(311):245-254. 

15*.Chen S-L*, Zhang D-J, Chen S---Y, Xia T, Gao Q-B, Duan Y-ZH, Zhang F-Q, 2008, 

Determination of salidroside in medicinal plants belonging to the Rhodiola L. Genus 

originating from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hromatographia. 2008 (68): 299-302. 

16. Ailan Wang, Frank Schluetz, Liu J-Q*, 2008, Molecular evidence for double maternal arigins 

of the diploid hybrid Hippophae goniocarpa (Elaeagnaceae). Botan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08(156): 111-118. 

17. Zhao CH-M, Chen L-T, Ma F, Liu J-Q*, 2008, Altitudi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af fitness of 

juvenile and mature alpine spruce trees (Picea crassifolia). Tree Physiology. 

2008(28):133-141. 

18. Georg Miehe, Sabine Miehe, Martin Will, Lars Opgenoorth, La Duo, Tsering Dorgeh, Liu 

J-Q*, 2008, An inventory of forest relicts in the pastures of Southern Tibet (Xizang A. R., 

China). Plant Ecology. 2008(194): 157-177. 

19. Yanqing A. Zhang*, Michael R. Peterman, Dorin L. Aun, Zhang Y-M, 2008, Cellular automata: 

simulating alpine tundra vegetation dynamics in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Arctic, 

Antarctic and Alpine Research. 40(1): 256-263. 

20. Anthony D. Arthur*, Roger P. Pech, Chris Davey, Jiebu, Zhang Y-M, Lin H, 2008, Livestock 

grazing, plateau pika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avian biodiversit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8(141): 1972-1981. 

21*.Shi P*, Huang ZH-W, Tan X-R, Chen G-CH, 2008, Proteomic detection of changes in protein 

expression induced by cordycepi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EL-7402 cells. 

Methods Find Exp Clin Pharmaco. l30 (5): 347-353.  

22. Yin H, Yin X-CH*, 2008, A new genus of grasshopper (Orthoptera: Acridoidea: Catantopidae: 

Cyrtacanthacridinae) From China. Entomological News. 119(1): 37-41. 

SCIE 刊物 

1*. HU Q-W, Wu Q, Cao G-M*, Li D, Long R-J, Wang Y-S, 2008，Growing season ecosystem 

respirations and associated component fluxes in tow alpine meadow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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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50 (3): 271-279. 

2*. 孟丽华，杨慧玲，吴桂丽，王玉金*，2008，基于叶绿体 DNA trnL-F 序列研究肋果沙棘

的谱系地理学。植物分类学报 46(1): 32-40。 

3.  Zhu ZH-H*, Jeremy Lundholm, Li Y-N, Wang X-A, 2008, Response of Polygonum viviparum 

Species and Community Level to Long-Term Livestock Grazing in Alpine Shrub Meadow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50(6): 659-672. 

4*. Zhang T-L, Cai L-B*, 2008, A new species of Orinus (poaceae) from Qinghai, China. Novon. 

2008(18): 275-278. 

5*. Cui Q-H, Sun J-P, Jiang ZH-G*, 2008, Summer diet of two sympatric species of raptors 

upland buzzard (Buteo hemilasius) and Eurasian eagle owl (Bubo Bubo) in alpine meadow: 

problem of coexistence.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56(1): 173-179. 

6.  Shen Y-H, Liu R-J, Wang H-Q*, 2008, Oxalate Decarboxylase from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C58 is Translocated by a Twin Arginine Translocation System.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18(7): 1245-1251. 

7*. 张得钧，陈生云，高庆波，段义忠，陈世龙*，2008，虎耳草属山羊臭组的界定和系统

发育：核糖体 DNA ITS 序列证据。植物分类学报 46(5): 667-675。 

8*. Cao G-M, Xu X-L*, Long R-L, Wang Q-L, Wang CH-T, Du Y-G, Zhao X-Q, 2008, Methane 

emissions by alpine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Biology Letters. 2008(4): 

681-684. 

9*. 侯勤正，孟丽华，杨慧玲*，2008，管花秦艽的传粉生态学研究－兼与同域分布近缘种

的比较。植物分类学报 46(4): 554-562。 

10*.陈生云，吴桂丽，张得钧，高庆波，段义忠，张发起，陈世龙*，2008，高山植物条纹

狭蕊龙胆（龙胆科）的分子亲缘地理学研究。植物分类学报 46(4): 573-585。 

11*.Lin G-H, Ci H-X, Zhang T-Z, Su J-P*, 2008, Conformity to Bergmann's rule in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Hodgson, 1857)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cta Zo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4(4): 411-418. 

12. Zhang Q, Yang Y-Zh, Wu G-L, Zhang D-Y, Liu J-Q*, 2008,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satellite DNA primers in Juniperus przewalskii Kom (Cupressaceae). Conservation 

Genetics. 2008(68): 299-302. 

13. Zhang D-Y, Chen N, Yang Y-Zh, Zhang Q, Liu J-Q*, 2008, Development of 10 micro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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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i for Rheum tanguticum (Polygonaceae). Conservation Genetics. 2008(9): 474-477. 

14*.Li X-J, Yang H-L, Liu J-Q*, 2008,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populations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endemic gentiana straminea (Gentianaceae) revealed by RAPD 

markers. Belgian Journal of Botany. 141(1): 95-102. 

15. Georg Miehe*, Knut Kaiser, Sonam Co, Zhao X-Q, Liu J-Q. 2008, Geo-ecological transect 

studies in northwest Tibet (Qinghai, China) reveal human-made mid-holocene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catchment changing forest to grassland. Erdkunde. 62(3): 

187-199. 

16*.Ci H-X, Lin G-H, Su J-P*, Cao Y-F, 2008, Host sex and ectoparasite infections of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Hodgs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56(3): 535-539. 

17*.Li K-X, Geng J-N, Yang J, Zhang Y-M*, Hu S-N, 2008,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13 

microsatellite loci in the plateau pika(Ochotona curzoniae). Conservation Genetics. 

1566-0621. 

18. Yin X-CH*, Yin H, Zheng J-Y, 2008, A new species and key to known species of genus Oxya 

Serville (Orthoptera: Acrididae: Catantopinae) from China. Zootaxa. 2008(1683): 63-68. 

19. Yin X-CH*, Li X-J, Wang W-Q, Yin H, Cao Ch-Q, Ye B-H, Yin Zh, 2008, Phylogenetic 

analyses of some genera in Oedipodidae (Orthoptera: Acridoidea) based on 16S 

mitochondrial partial gene sequences. Insect Science. 2008(15): 471-476. 

核心刊物 

1*. 张法伟，刘安花，李英年*，赵亮，王勤学，杜明远，2008，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

统 CO2 通量。生态学报 28（2）：45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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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简 讯 

我实验室在鼠兔对青藏高原极端环境生态适

应分子机制的研究获得新突破 

我实验室博士生杨洁在导师赵新全研究员的指导下，在揭示动物对青藏高原

极端压力环境下生态适应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研究进展。 

该项研究以青藏高原特有物种高原鼠兔为研究对象，从调节能量代谢的关键

因子 leptin 蛋白为切入点，探讨了青藏高原的环境压力与鼠兔 leptin 蛋白的进化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

示：鼠兔 leptin 蛋白中存在

20 个正向选择位点（即适

应性功能进化位点），其中

9 个位点发生于 leptin 蛋白

的关键功能区；寒冷而非

低氧是驱动鼠兔 leptin 发

生适应性进化的重要环境

因子。首次提出“在青藏高原极端压力环境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鼠兔 leptin

蛋白可能发生了适应性功能进化，可能产生了新的功能或原有功能的加强”的观

点，这种 leptin 蛋白的适应性进化可能对鼠兔适应极端高原环境具有重要的生态

学意义。该研究也为我们今后开展土著动物对极端压力环境生态适应机制研究提

供了重要思路，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日前，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近

期的 PLoS 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 

由于 leptin 蛋白在能量代谢、产热、葡萄糖和脂类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这

项研究不仅解释了重要的生态学问题，即小型哺乳动物对极端压力环境的适应机

制以及鼠兔的 leptin蛋白的适应性功能进化对于鼠兔适应恶劣的高原环境的重要

性，而且“对一种典型的适应寒冷的物种鼠兔 leptin 蛋白的适应性功能进化”的

研究可能启发我们理解这种蛋白，并把它确定为治疗与代谢紊乱有关的人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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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肥胖、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症等等的有潜力的新候选治疗策略。 

截至 2008 年 1 月 25 日，全球已有 243 家网站转载了该报道，这无疑更加凸

显了该项研究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激发西高所科研人的创新激情。该研究是青

海省在国际生物前沿领域研究的一个新台阶，表明在自主创新的过程，充分利用

本地特有的生物资源，能做出国际领先的成果。 

青海省副省长高云龙视察我所 

7 月 15 日下午，青海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高云龙在青

海省科技厅李华副厅长等陪

同下到西高所视察工作。 

高云龙副省长一行在我

所赵新全所长、韩发、张怀

刚副所长等所领导班子的陪

同下先后视察了我所的园区

建设、院重点实验室及标本馆，视察过程中与科研人员、在学研究生进行了交谈。 

随后，在我所会议室，高云龙副省长一行听取了赵新全所长题为《发挥区域

特色优势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报告。高云龙副省长对我所在高原生物科学发

展和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指出，我所是国家和青海省在

研究高原生物科学方面一支

不可替代的科研力量，为整个

人类、为国家对高原生物学研

究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做出

了重要贡献。 

高云龙副省长说，西高所

的定位和战略目标非常明确，

但要达到这些目标，也非常不容易，要根据国家战略需求、青海省区域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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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订发展目标。西高所要在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认知等方面储备研

究积累，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高云龙副省长 后特别强

调，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

引进力度，研究所要提高人才

工作和生活的后勤保障能力，

提供一个有利于人才引进和

成长的良好环境，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要事业留人，也要创造

更好的条件留住人才。另外高

副省长还对参加座谈会的在学研究生们提出要求，希望在学期间要有所追求，要

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后高云龙副省长说，西高所为青海省的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

撑，研究成果都为地方所用了，地方政府也应该大力支持西高所的发展，在三江

源建站、建设青藏高原博物馆等各方面给予支持。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学

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 

2008 年 7 月 27 日，由

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中

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

进化重点实验室承办的青

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学术研讨会在风景秀丽、凉爽宜人的夏都青海西宁顺利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 117 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生态学系、北京大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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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科学学院、内蒙古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

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青海省科技厅、青海省环保局、青海省气

象科研所、青海师范大学生

地学院、青海大学地质系、

中国科学院资环局、中科院

研究生院、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植物

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中科院寒旱所、中科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科

院昆明植物所、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等 23 家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

的研究所和高校。与会人员有来自生态学、环境学、气象学、畜牧学等诸多相关

学科的专家，可谓是一次多学科交叉的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摘要

49 篇；会议期间，共有 26 位专家做了精彩大会报告，其中包括：1 个主题报告、

4 个特约报告以及 21 个研究进展报告，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海外留学人员论坛—

—青藏高原碳循环研究及其潜在合作。 

经过 2 天广泛深入的汇报

和交流，各位专家就各自高水

平的 新研究结果进行了报

告和交流,开拓了思路，使大

家受益匪浅；各位代表针对生

态系统碳循环、气候变化、遥

感与模型以及土地利用与土

地覆被变化等学术问题进行

了非常积极的讨论。会后，代表们还参观了中科院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定位站。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广大陆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

搭建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素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学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必将使未来青藏高原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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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碳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科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 

《自然》等著名学术刊物、媒体报道我国科学家在青藏

高原生态系统甲烷排放研究方面的 新成果 

8 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我实验室曹广民研究员及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徐兴良副研究员带领研究小组，在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甲烷

排放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其研究论文“Methane Emissions by Alpine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已在著名生物学刊物 Biology Letters 上

正式发表（网络版已刊出）。这是首次关于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甲烷

排放相关研究成果的报道。该项成果一经发表，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和媒体广

泛关注，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自然》（Nature）对该项目的参与完成人、中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赵新全博

士进行了专访，并在“NATURE NEWS”上发表了重要评论，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也在其网站刊登了相关报道。 

世界著名学术杂志《自然》（Nature）就这一研究成果在 2008 年 8 月 20 日

的 NATURE NEWS 中刊登了题为“Tibetan Meadows Emit Methane-Field Survey 

Confirms That Plants Can Boost Levels of the Greenhouse Gas”(青藏高原草甸释放

甲烷——野外监测证实植物可能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

早在 2006 年，德国科学家 Frank Keppler 就揭示出植物可能在大量地释放甲烷，

而甲烷正是众所周知的造成地球表面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一发现与过去

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从而有效抵制大气变暖的理论正好相

反。根据 Frank Keppler 的实验结果，全球范围内，植物每年约释放 23600 万吨

甲烷，约占甲烷总释放量的 30%。然而，针对这一理论，不同的研究组得出的结

论也有所不同。科学家们都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验证这一理论的可靠性。发表在

Biology Letters 的这篇研究报告，证明了在自然环境下，植物会向大气中释放甲

烷，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Frank Keppler 的植物可能排放大量甲烷的论点，其意义

可见一斑。然而，赵新全博士在访谈中强调，对植物释放和吸收甲烷的研究还须

谨慎，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基础生物学和产生机理的研究，不可贸然推测其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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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化的效应。 

8 月 20 日，欧洲 著名的化学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旗下的化学快报《化学世界》（Chemistry World）也同时引用该研究结

果，结合德国科学家 Frank Keppler 的研究与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王志平在我国内

蒙古草原的研究发现发表了专题报道——草地植物释放温室气体（Grasslands 

Emit Greenhouse Gas）。报道中写道，陆地上的植物因其吸收二氧化碳，一直以

来都被人类认为是温室气体的吸收器，而实际上它们竟然会释放成千上万吨甲

烷，而甲烷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贡献者，它的增温作用相比二氧化碳强 20 倍。

报道指出，通过该研究，明确了中国科学家已经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植物释

放大量甲烷气体的现象，但是特定的植物在不同研究中释放甲烷的能力存在较大

差异。报道强调，从该项研究与之前相关研究结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植物种群

各异，生长环境也非常复杂，因此，正如 Frank Keppler 所说，植物排放甲烷因

物种而异、因其生长的自然环境而异。报道还引用了 Frank Keppler 的话，“这表

明了植物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已知，根据植物种类、其生长的环境条件

和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的不同，植物排放甲烷的程度也会完全不同。” 

重点实验室通过中科院专家组评审 

10 月 14 日，中国科学

院重点实验室评估专家组生

物组专家一行 13 人，对中国

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

重点实验室（筹）进行现场

考查评估，王贵海为专家组

组长。实验室主任赵新全、

副主任张怀刚、陈世龙，重

点实验室管理人员、科研、技术人员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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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实验室主任赵新全

研究员向各位专家作了工作

报告，详细汇报了实验室的必

要性和定位，主要研究方向，

承担任务和成果水平，队伍建

设与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合

作交流与运行管理，我们的优

势等。随后，张怀刚、陈世龙、

汪诗平和周华坤 4 位研究员分别作了学术报告，汇报了近年来各自领域的研究进

展和成果，并回答了专家提问。 

下午，专家组查阅了实

验室实验记录、设备运行

记录、有关规章制度以及

实验室简报、年报；对标

本馆、实验室进行了现场

考核。实地参观和考察了

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运行

状况，并在即将建设的综

合实验大楼选址处，了解了新的实验室的分配设计情况。 

12 月，院发文通报，我实验室全票通过评估，被正式评为“院重点实验室”。

我们将认真听取专家意见，推动重点实验室的各项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重大

科研成果通过鉴定 

12 月 28 日，青海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完成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科研成果进行了鉴定。 

该成果通过野外增强紫外辐射、实验增温等方法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进行了

物种对光的响应、群落结构及牧草品质对增温的响应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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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植物对强紫外辐射和强光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温度升高可降低青藏高原高寒

草甸植物物种多样性和牧草营养品质，合理放牧可以减轻增温引起物种丧失的负

面效应。 

运用涡度相关法首次证实

了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具有较强

的碳汇能力，其固碳能力受控于

土壤碳储量和放牧干扰，合理利

用天然草地可促进生态系统的

碳固定。首次发现高寒草甸草本

植物释放甲烷，而木本植物金露

梅吸收甲烷，为高寒草甸地区甲

烷排放找到了新的证据。 

通过高寒草甸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证实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和稳定性，提出了高寒嵩草草甸退化演替的被动—主动退化

假说，为退化高寒草甸的恢复治理重建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依据。 

该研究发表论文 98 篇，其中 SCI 论文 34 篇，个别重要成果和提出的创新性

观点受到《Nature news》的评介。 

该研究成果为科学认识全球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影响，合

理制定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立青藏高原生态补偿机制、开展国际碳贸

易以及建立社会—牧民双赢的生态减排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专家委

员会认为，该项研究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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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SCI（IF>1）论文及代表性论文首页 

1. Bruce A. Kimball, Mattew M.Conley, Shiping Wang, Xingwu Lin, Caiyun Luo, Jack Morgan, 

David Smith. 2008. Infrared heater arrays for warming ecosystem field plots.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8(14): 309-320                                          (IF: 4.786) 

2. Hu Z-M, Yu G-R*, Su X-M, Li Y-N, Shi P-L,Wa Y-F, Zhang Z-M, 2008, Effects of 

vegetation control on ecosystem water use efficiency within and among four grassland 

ecosystems in China.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8 (14): 1609-1629.          (IF:4.786) 

3. Anthony D. Arthur*, Roger P. Pech, Chris Davey, Jiebu, Zhang Y-M, Lin H, 2008, Livestock 

grazing, plateau pika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avian biodiversit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8(141): 1972-1981.                      (IF: 3.296) 

4. Gu S*, Tang Y-H, Cui X-Y, Du M-Y, Zhao L, Li Y-N, Xu SH-X, Zhou H-K, Tomomichi Kato, 

Qi P-T, Zhao X-Q, 2008, Characterizing evapotranspiration over a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ch-Atmosphere 2008 (113). 

(IF: 2.953) 

5. Julia A. Klein*, John Harte, Zhao X-Q, 2008, Decline in Medicinal and Forage Species with 

Warming is Mediated by Plant Tranit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Ecosystems 2008(11): 775-789. 

(IF: 2.684) 

6. Yin H, Yin X-CH*, 2008, A new genus of grasshopper (Orthoptera: Acridoidea: Catantopidae: 

Cyrtacanthacridinae) From China. Systematic Entomology 119(1): 37-41.     (IF:2.426) 

7. Cui X-Y, Gu S, Zhao X-Q, Wu J, Tomonichi Kato, Tang Y-H*, 2008,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UV radiation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08(148): 144-151.                              (IF: 2.323) 

8. Zhao CH-M, Chen L-T, Ma F, Liu J-Q*, 2008, Altitudi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af fitness of 

juvenile and mature alpine spruce trees (Picea crassifolia). Tree Physiology 2008(28): 

133-141.                                                         (IF: 2.141) 

9. Li Z-X, Zhang X-Q*, Zhang H-G, Cao S-H, Wang D-W*, Hao S-T, Li L-H, Li H-J, Wang 

X-P, 2008,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variant of HMW glutenin subunit gene 

from the St genome of Pseudoroegneria stipifolia. Journal of Cereal Science 200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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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437.                                                          (IF: 1.905) 

10. Du Y-G, Cui Y-G, Xu X-L, Liang D-Y, Long R-J, Cao G-M*, 2008,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from two alpine meadows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lant and Soil 2008(311): 245-254. 

(IF: 1.821) 

11. Georg Miehe*, Sabine Miehe, Knut Kaiser, Liu J-Q, Zhao X-Q, 2008, Status and Dynamics 

of the Kobresia pygmaea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mbio 37(4): 272-279. 

 (IF: 1.487) 

12. Wang J-H, Wang S-P*, E.Schnug, S.Haneklaus, B.Patton, P.Nyren, 2008, Competition 

between Stipa grandis and Cleistogenes squarrosa.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08(72): 

63-72.                                                     (IF: 1.349) 

13. Georg Miehe, Sabine Miehe, Martin Will, Lars Opgenoorth, La Duo, Tsering Dorgeh, Liu 

J-Q*, 2008, An inventory of forest relicts in the pastures of Southern Tibet (Xizang A. R., 

China). Plant Ecology 2008(194): 157-177.                          (IF: 1.236) 

14. Takashi Ryu Endo*, Shuhei Nasuda, Neil Jones, Dou Q-W, Atsushi Akahori, Munenori 

Wakimoto, Hiroyuki Tanaka, Katsumasa Niwa, Hishashi Tsujimoto, 2008, Dissection of rye 

B chromosomes, and nondisjunction properties of the dissected segments in a common wheat 

background. Genes Genet. Syst.2008 (83): 23-30.                      (IF: 1.215) 

15. Chen S-L*, Zhang D-J, Chen S-Y, Xia T, Gao Q-B, Duan Y-ZH, Zhang F-Q, 2008, 

Determination of salidroside in medicinal plants belonging to the Rhodiola L. Genus 

originating from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hromatographia 2008 (68): 299-302.  

(IF: 1.145) 

16. Chen S-Y, Wu G-L, Zhang D-J, Gao Q-B, Duan Y-ZH, Zhang F-Q, Chen S-L*, 2008, 

Potential refugium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vealed by the chloroplast DNA 

phylgeography of the alpine species Metagentiana striata (Gentianaceae). Botan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08(157): 125-140.                          (IF: 1.075) 

17. Ailan Wang, Frank Schluetz, Liu J-Q*, 2008, Molecular evidence for double maternal arigins 

of the diploid hybrid Hippophae goniocarpa (Elaeagnaceae). Botan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08(156): 111-118.                              (IF: 1.075) 

18. Chen J, Yasuo Yamamura, Yoshimichi Hori, Masae Shiyomi*, Taisuke Yasuda, Zhou H-K, Li 

Y-N, Tang Y-H, 2008, Small-scale species rechness and its spatial variation in an al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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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 Res 2008(23): 657-663.          (IF: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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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teau Biota (AEPB),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高原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可追溯到我所 1994 年建

立的“青藏高原生物适应性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开放

实验室”。尽管该实验室初期规模不大（研究人员基本保

持在 10－15 人之间），但十几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和研究所

的大力支持下，实验室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

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2002 年 3 月 8 日我

所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后，我所自筹资金

480 多万元，在上述实验室基础上建立“高原生物适应与

进化实验室”。 

实验室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洪德元院士，实验室主

任赵新全研究员。实验室现有 53 位研究人员、8位技术人

员和 4 位管理人员。在读研究生和博士后 100 人，已成为我国青藏高原生物进化适应研究领域的

重要研究力量，同时也是国际上该领域有影响的实验室之一。2004 年实验室“中国龙胆科植物研

究”获国家科技进步自然二等奖、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几年来，实验室以青藏高原典型、

特有和特征性生物及其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极端生境下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适应性与抗逆

性的遗传、繁殖及生理生态特征，生物与极端环境耦合关系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验室近期主要围绕高原物种起源与进化适应、生态系统过程

和功能及其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机理两方面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工作。 

目前，实验室下辖分子生物学室、蛋白质分析、细胞生物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专业实验室，

拥有荧光万能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全自动 DNA 测序仪等一系列大型先进仪器设备。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 59 号 传真：0971-6143282 

邮编：810008 Email: hmzhong@nwipb.ac.cn 

电话：0971-6143610 网址：http://www.nwipb.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