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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副院长视察重点实验室 

8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一行在

参加“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工作会议暨

生态恢复学术研讨会”从三江源野外考察回来

后，视察了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资环局局长范蔚茗、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

峰、院地合作局副局长孙殿义、兰州分院副院长

杨生荣、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等陪同视察。（详

见第 39 页简讯）

座谈会现场 

张怀刚所长汇报 丁副院长听取汇报 

丁副院长视察标本馆 丁副院长视察实验室 



张知彬局长视察重点实验室 

7 月 27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局张知彬局长在张怀刚所长、赵新全书记等

所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西北高原生物所园区、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青

藏高原生物标本馆及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

程研究中心，并与西高所的部分职工进行了座

谈。（详见第 38 页简讯）

座谈会现场（一） 

座谈会现场（二） 张局长视察实验室 

张局长视察标本馆 张局长视察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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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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会秘书：陈世龙研究员 

实验室主任：陈世龙研究员 

实验室副主任：张堰铭研究员、贺金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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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红雅 教  授 北 京 大 学 植物系统进化学 

刘建全 教 授 兰 州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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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我实验室 6 人入选 2008 年度“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边疆晖研

究员获“联合学者项目”，张同作获“一般项目”，丁晨旭、沈裕虎、王环等 3 人

获得“西部博士专项”，博士生李锦萍获“在职博士研究生”资助。 

3 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实验室陈桂琛研究员被批准为享受 2008 年度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 

3 月，我实验室窦全文副研究员获得 2009 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科研奖金

——多学科交叉研究专项——出访项目资助，国外合作单位：USDA-ARS Forage 

and Range research Laboratory，Utah，经费：10 万元人民币。张堰铭研究员获“中

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张得钧博士获“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

人才奖”。 

3 月 29 日，青海省生态畜牧业重大科技专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技术

集成与示范”项目通过专家论证。 

4 - 5 月，根据研究所实际情况，所班子对我所科研、管理、支撑系列机构

设置及负责人职数进行了适当调整。陈世龙研究员被选为实验室主任，标本馆馆

长，张堰铭研究员、贺金生研究员为实验室副主任。 

5 月，我所组织人员对建立“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核心站和试

验样地的选址进行了再次考察，并与当地政府就建站的相关工作及存在问题进行

了磋商。目前已初步确定了核心站建站地址，有关协调工作正在进行中。 

5 月 11 日上午，以张旭厅长为组长、周志坚为副组长的青海省委第一巡视

组一行 7 人，在青海省科技厅邢小方副厅长和我所陈桂琛副所长的陪同下，视察

了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等，并和所领导、中层干部及部分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 

5 月 14 日，省委、省政府在省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表彰 2008 年度为我省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由

我实验室赵新全研究员课题组完成的“青藏高原代表性土著动物分子进化与适应

研究”成果荣获 2008 年度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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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阴和俊副院长、院高技术局董永初副局长一行在青海省科技厅解

源厅长、兰州分院杨生荣副院长的陪同下，来到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进行

工作调研。阴和俊副院长一行在西高所所长张怀刚及其他所领导的陪同下，参观

了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等。 

6 月 4 日下午，西高所举行了 2009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实验室慈海鑫同学

代表毕业生发言，今年实验室毕业博士 11 名，硕士 22 名。 

7 月，由我实验室陈桂琛研究员等参与完成的“青藏铁路工程”荣获 2008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7 月 2 - 8 日，我实验室曹广民研究员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Andreas Richter

教授，拟合作进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退化过程与动力的研究，项目组赴中国科学

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三江源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研究站、青藏公路沿

线进行了为期 7 天的野外考察，就项目可能合作的内容、研究方法达成初步共识。

随同考察的学者还包括奥地利学者 Kriser Christina, Wild Birgit，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徐兴良副研究员。 

7 月 3 日下午，全国北方春小麦区域试验会议代表近 60 人，来到平安生态

农业试验站现场观摩该站承担的国家西北春麦水地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青海

省春小麦水地区域试验，同时还观摩了试验站开展的育种及其他作物试验研究

等。农业部、国家种子管理总站领导、专家，青海省种子管理站巩爱岐站长、拆

乐民副站长、罗新青科长等一同观摩。 

7 月 17 日下午，在 2008 级研究生入所教育会上，我实验室的蔡振媛、刘瑞

娟老师向新生介绍了实验室历史、研究方向、常用仪器设备、管理制度，让同学

们对实验室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会后组织参会的全体研究生参观了标本

馆。 

7 月 27 日下午，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张知彬局长在张怀刚所长、

赵新全书记等所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西北高原生物所园区、院重点实验室和青

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随后与西高所的部分职工进行了座谈。 

7 月 28 日- 8 月 1 日，在张怀刚所长、赵新全书记的陪同下，参加“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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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工作会议暨生态恢复研讨会”的院局领导和专家前往三江

源区进行 3 天的野外考察。院局领导和专家先后考察了设在贵南县过马营的牛羊

育肥基地、果洛州人工草地稳定性实验平台黑土滩治理综合实验区、果洛州军工

场多年生人工草地碳通量设施、增温实验、鼠害不育控制实验区以及三江源草地

生态系统综合试验站综合观测平台和生活基地，并调研了果洛移民新村三江源移

民点建设及后续产业，在考察过程中分别听取了项目执行人的相关介绍。在与果

洛州委、州政府的会谈中，双方就草地生态环境和保护，三江源工程的实施和效

应，高寒牧区的科技需求和果洛州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座

谈，并达成初步合作的意向。 

8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一行在参加“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

项目工作会议暨生态恢复学术研讨会”从三江源野外考察回来后，视察中国科学

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和青藏高原标本馆，并结合院党组夏季扩大会

议精神，在生态学领域就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生态恢复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的建

立等传达了资源环境领域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 

8 月 3 - 4 日、8 月 6 日，研究所分别召开了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委员会和

中初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委员会评审会议。我实验室共有 15 名专业技术人员晋

升了高一级专业技术岗位，其中，新聘任研究员岗位 3 名，副研究员岗位 7 名，

中级专业技术岗位 5 名。 

8 月 6 日下午，甘肃省白银市副市长闫鹏勋、政府副秘书长张林、科技局局

长冯彦明、商务局局长李仲孝、科技局纪检纪委书记刘黎江等一行参观了我所标

本馆。 

8 月 7 日上午，甘肃省张掖市科技局鲁立泰局长一行到我所考察，双方就高

原生态畜牧业、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及祁连山地区特色生物资源的开发

利用等研究合作进行了交流，并就开展“高原号春小麦高产丰产示范”等项目达

成合作意向。 

8 月 12 日上午，在吕永龙局长的率领下，院国际合作局各部门负责人等一

行七人到我所进行国际合作工作调研。吕局长一行在张怀刚所长陪同下参观了我

所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等，并与西高所部分研究员和中层干部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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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我实验室博士后学者赵凯与合作导师赵新全研究员 近的一项研究结

果表明同域的物种形成模式在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度特化裂腹鱼类物种之间很可

能已经发生。 

8 月 20 日，我实验室刘登才研究员等入选百人学者，在中国科学院“百人

学者论坛”2009 年学术年会上作报告。 

8 月 27 日上午，西高所隆重举行了“西北高原资源与生态综合研究平台建

设项目”开工典礼。 

9 月 15 日，西高所组织所内有关人员对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建设的玻璃日

光温室工程项目进行了验收，同时对变压器更新项目进行了实地现场查看。验收

组首先听取了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然后实地察看了项目完成情况。对项目实施

和完成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现场通过验收。 

9 月 25 日，我实验室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西高所张怀刚所长、赵新全

书记、陈世龙副所长(兼实验室主任)及科技处钟海民处长、实验室副主任张堰铭

研究员等出席会议。会上，钟海民处长介绍了在南京召开的新进院重点实验室工

作会议内容，接着赵新全书记就院重点实验室评估作了报告，陈世龙主任介绍了

国家及院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等。会议还讨论了《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

化重点实验室管理制度》等，与会领导与专家围绕论著发表的有关规章制度、固

定人员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等踊跃发言，提出了多条宝贵的意见建议。 

10 月 10 日，根据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关于授予勾晓华等 10 位同志“第

七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的决定》（青藏办字[2009] 0902 号）的通知，我实验

室李玉林副研究员荣获了“第七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10 月，标本馆积极组织参与“中国科学院博物馆日”活动。10 月 18 日昆仑

中学部分师生和青海中华小记者代表参观了标本馆科普展厅。标本馆工作人员陈

晓澄、李文靖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标本馆馆藏情况、各种珍稀、濒危及青藏高原特

有动、植物的特点、分布状况等。在此次活动中，李文靖应邀在昆仑路小学为五

年级的近 200 名师生作了“可爱的小精灵——鼠兔”的报告，受到了师生们的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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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下午，兰州分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学定陪同甘肃省政协副

主席张世珍、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带领两省民盟有关人员，来我所调研。座

谈会后，张世珍副主席和鲍义志副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参观了生物标本馆等。 

12 月 10 日，青海省第七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西宁召开，

实验室陈志国研究员培育的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437”和两个引进莜麦新品种“坝

莜 6 号”、“晋九”通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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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进展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 

该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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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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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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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青海龙胆科主要药用植物的指纹图谱研究 

本项目以常用中藏药材椭圆叶花锚、抱茎獐牙菜、川西獐牙菜为对象，系统

地进行了植物基源、药材指征性成分、指征性成分群、有效药用成分变化规律、

形态相似药材种间差异、野生与栽培种药用有效成分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等多项研

究，建立了三种药材的 HPLC 标准指纹图谱和多指标性成分的质量分析方法；确

定了花锚苷和去甲氧基花锚苷为椭圆叶花锚的指征性成分；确定了獐牙菜苦苷、

龙胆苦苷、芒果苷、当药黄素、当药醇苷五种有效成分为抱茎獐牙菜和川西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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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的指征性成分群，发现了五种指征性成分群在抱茎獐牙菜与川西獐牙菜的种间

差异；发现野生椭圆叶花锚的药效成分花锚苷和去甲氧基花锚苷总含量与生长期

及药材不同部位相关；野生与栽培药材有效成分比较和标准指纹图谱研究表明，

三种药材有效成分、指征性成分群无明显差异。该研究对药材合理采集和使用具

有指导作用，为栽培药材代替野生药材入药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青海优

势藏药材的合理应用和开发以及药材标准化提供了依据。 

高寒草地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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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课题

任务书制定的年度计划和目标，2009 年在已经建立的人工草地及天然草地通量

比较研究平台、退化草地恢复研究平台、人工草地稳定性研究平台和饲草料加工

及牛羊育肥基地分别开展了退化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人工植被稳定性及其生

态效应研究，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对土壤水分涵养能力的影响及生态效益分析，

多年生人工植被退化延缓技术研究，不同用途系列配方饲料开发和加工，规模化

高原牛羊养殖基地的建设，牧区牛羊舍饲育肥试验示范，实施农牧资源耦合的“西

繁东育”畜牧业生产模式，核算其生态和经济效益和高寒草地生态保护性畜牧业

优化生产模式的试验和示范推广等研究和示范工作，获取土样 5000 余份、草样

8000 余份、有效实验数据 10 万余个，圆满完成年度研究任务和示范工作，达到

了预期目标。 

2009 年发表研究论文 21 篇，其中 SCI 4 篇，SCIE 1 篇，CSCD 16 篇。登记

青海省科技成果 3 项：高寒牧区牦牛冷季补饲、育肥技术规程；高寒牧区藏羊冷

季补饲、育肥技术规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申报牧草新品种 2 个。

培训农牧民和业务干部 500 人次。 

青海湖流域生态和环境治理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 

课题将针对青海湖流域草地生态特征及其主要问题，以生态学原理和植被科

学理论为基础，采用试验示范和工程相结合方法，开展 1）天然草地保护及合理

利用技术与示范；2）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技术集成与示范；3）退耕草地植被恢复

与人工植被建设；4）草原次生裸地植被恢复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等研究。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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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装已有相关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和

引进新技术，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青海湖流域草地保护恢复途径、配套技术和模

式，并建立相应的试验示范区。目前按项目计划进行，开展了 4 个关键技术研究，

已完成了示范区建设 8600 亩，野外样品正在分析之中。 

藏药佐太、寒水石和诃子特色炮制技术研究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课题，主要针对藏药中 具炮制特色的佐太传统炮制

技术，从传统炮制工艺规范、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和安全性评价等方面，对 具藏

药特色的炮制品——佐太，重点进行特色炮制技术规范化和中间品及产品质量标

准科学化的研究。制定了佐太炮制原辅料、中间品和佐太产品的质量标准；对炮

制工艺进行了整理和规范研究；进行了佐太炮制过程中的金粉的加工、铅粉的加

工、硫磺的加工、水银加工成粉末工艺的重现和机理研究；并进行佐太安全性研

究的预实验。对藏药中 具“炮制变性”特色但却“制”无定法的寒水石，进行

热制、寒制、猛制的传统工艺研究，制定工艺技术规范，实现“如法炮制”。制

定了南寒水石和北寒水石的质量标准草案，经青海省药品检验所复核后报送国家

药典委员会。对以“藏药之王”诃子为炮制辅料的制铁屑和制乌头炮制工艺进行

规范化研究。对诃子炮制铁屑的工艺进行了筛选，建立了诃子炮制铁屑的工艺的

规范。对诃子炮制乌头的工艺进行了预实验。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科研方面：继续进行国家科技平台数据库建设的数据录入。出野外考察 20

余天，共采标本 1800 余号。鉴定标本 3000 余份。申请到《昆仑植物志》编研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启动并开始执行“青海湖荒漠草原植物监测”科技部攻关项

目。加强和北京植物所共建“CVH 中国植物科学网”。 

管理方面：新进馆植物标本 3600 余份，继续完善了标本馆网络信息系统动

植物标本数据库的建立。建立起标本数据库，目前录入和修改动植物标本数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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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人次。开展了全国科技活动周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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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合作与交流 

﹡来访 

5 月 26-31 日，根据我所与美国科罗拉州立大学的合作协议，该大学博士

Hu Jia 来我所及海北州门源种马场风匣口草原进行内容为“模拟增温对植物群

落的影响”的合作研究。 

7 月 1-3 日，汪诗平研究员邀请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徐志红教授就“增温

和放牧对植物和土壤碳形态和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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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术访问，并在所做了关于“草

原碳循环新技术和新方法”学术报告。 

7 月 2-9 日，应曹广民研究员邀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化学生

态与生态系统研究所副所长 Andreas Richter 教授及博士生 Christina Kaiser，硕士

生 Birgit Wild 来我所开展合作研究，并赴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及果

洛玛沁县、达日县，格尔木至五道梁沿线进行退化高寒草地野外考察。 

7 月 3 日，汪诗平研究员邀请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骆亦其教授访问海北站，

并就气候变化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交流。 

7 月 30 日- 8 月 5 日，根据我所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合作协议，日方派

遣飞田雄二研究员来我所下属的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进行仪器检

修。 

8 月 31 日- 9 月 13 日，应汪诗平研究员的邀请，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中

心草原站站长 Paul Nyren 和站学术秘书 Anne Nyren 到我所及海北高寒草甸生态

系统系统定为研究站进行了为期 2 周的访问，开展了中美草原合理利用的比较研

究。访问期间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讨论，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实质

性进展：1）就中美长期放牧实验数据共享并共同撰写文章达成共识，将由汪诗

平研究员综合美国长达 20 年的放牧实验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并组织撰写有关文

章；2）继续进行有关合作，如果可能，2010 年可以接受 1-2 名研究生到美国开

展有关试验研究；3）他们将邀请有关退休的刊物编辑人员为我们修改有关英文

稿件，费用他们支付。 

9 月 24-29 日，应张堰铭研究员邀请，英国阿伯丁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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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John Speakman 就“高原鼠兔低温适应与进化”的合作研究，赴海北州海晏县、

刚察县进行野外实验考察，共同就高原鼠兔对高寒极端环境生理适应的有关数据

及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并撰写文章。 

9 月 29 日- 10 月 2 日，应曹广民研究员邀请，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米

村正一郎主任研究员来我所进行合作研究，并赴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实验站进

行数据处理和测量仪器维护。 

11 月 9-12 日，张堰铭研究员邀请新西兰梅西大学自然科学研究中心 David 

Raubenheimer，纪维红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应用生态研究所 Steven Sarre 就“青

藏高原小哺乳动物管理”的合作研究，来我所及青海湖地区考察，并做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the haystack -- using DNA to detect fox for eradication；New 

Dimensions in Nutritional Ecology: from insects to humans；Behaviour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学术报告。 

﹡出访 

1 月 7-9 日，曹广民研究员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邀请，赴 Nepal 

Kathmandu 参加国际 Mountain pastoralism hidtiry and modernity in asia 会议，加强

与国际山地研究团体的学术交流，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 

1 月 20 日- 4 月 20 日，张堰铭研究员应 Roger pech 邀请，到新西兰陆地管

理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 

3 月 1-31 日，师生波副研究员应日本名古屋大学工程研究所应用化学系邀

请，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在 Jun Kumagai 博士研究组开展学习电子自旋共振仪器

的使用及在 UV-B 生物有效辐射中的应用；研究所研究概况和试验设备交流，尤

其是实验室模拟辐射增强设备和相关的研究技术；水稻栽培种对模拟增强 UV-B

辐射的响应及能量耗散研究，探讨离子参数和 UV-B 敏感性的关系。 

6 月 1-5 日，刘登才研究员、窦全文副研究员参加了京都大学主办的“第 6

届国际小麦族学术大会（6th International Triticeae Symposium)”，窦全文副研究

员做题为“high frequency of karyotype variation revealed by sequential FISH and 

GISH in breeding population of perennial grass forage E.nuants”的报告。刘登才研

究员展出“Spontaneous amphidiploidization via unreduced gametes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for Triticum turgidum - Aegilops tauschii hybrids”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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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28 号，刘永军研究员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三届国

际量子化学会议”，此次会议由赫尔辛基大学承办，刘永军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

为“Study on the interactions of Smac mimetics with XIAP-BIR3 domain by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的报告。 

8 月 7-16 日，张堰铭研究员应邀参加在阿根廷门多萨举行的“第十届国际

哺乳动物学大会”，会议由阿根廷动物学会承办，张堰铭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为

“Evolutional strategies of life history in plateau pikas”的报告。 

8 月 8 日-11 月 10 日，窦全文副研究员应邀到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美国农部牧

草与放牧研究室 Richard R-c Wang，就小麦族物种基因资源在植物遗传育种的应

用展开合作研究。 

9 月 23 日- 10 月 1 日，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下，汪诗平

研究员应德国 Hohenheim 大学的邀请，参加了德国 Hohenheim 大学主办的

GrassNet 夏季培训班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应邀做了题为“青藏高原与全球变化”

学术报告。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德国、肯利亚、阿根廷等国家的代表，交流

期间还讨论了如何在这些国家针对不同草原类型和气候条件，协同开展气候变化

与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会上一致同意将共同撰写有关

项目申请提交给 DAAD，争取明年继续进行该项活动，并开展实质性的研究工

作。 

10 月 11-16 日，李来兴副研究员应新西伯利亚病毒与生物技术中心邀请，

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参加由对方组织的 H5N1 禽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与鸟类传

播机制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Avian Influenza and Plateau Ornithology”的报

告，并对今年发现的与我国青海湖今年出现的 H5N1 病毒亲缘关系接近的若干湖

泊进行鸟类学考察。 

10 月 26-30 日，应亚洲碳通量研究筑波办公室邀请，赵新全研究员赴日本

札幌参加亚洲碳通量研究及中日韩生态系统碳通量联合研究 2009 年学术年会，

交流 新成果、制定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11 月 11-13 日，赵新全研究员应美国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环境安全和可持续

研究所邀请，赴美国 Knoxville 参加中美气候-能源相互作用学术研讨会。会议由

美国能源部和自然基金委员会主办，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田纳西州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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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会议邀请了 100 名中美在气候、生态、能源及绿色技术顶级科学家交流研

究成果、寻找机会推荐研究合作计划等。 

12 月 5-15 日，索有瑞研究员、丁晨旭副研究员受香港科技大学邀请，参加

香港科技大学中药研发中心、京港国际培训中心等协办的“中国西北部中药资源

开发国际研讨会”，与国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交流，提高了科研水平，提升了我

所的知名度。 

12 月 6-11 日，汪诗平研究员应邀参加在奥地利罗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主办的“草地碳汇项目方法学研讨会”，汪诗平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为

“草地碳汇潜力及其碳基线估算方法学”报告。 

12 月 11-16 日，汪诗平研究员应邀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了由联合国和丹麦

政府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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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交流及活动 

2 月 15-16 日，张怀刚研究员作为课题承担人员参加了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

和“973”项目启动会暨学术讨论会。 

4 月 25－28 日，第七届兽类学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全国野生动物生

态与资源保护学在四川省南充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中国生

态学会动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办，西华师范大学承

办。实验室张堰铭研究员、边疆晖研究员、张同作副研究员参加会议，会上张堰

铭研究员做了题为“高原鼠兔不育控制研究及进展”的大会报告，边疆晖研究员

做了题为“根田鼠种群自动调节机制的研究进展”的报告。 

6 月 1-5 日，由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生

物分中心承办、北京森林站协办的“植物鉴定与植物图片信息采集技术培训会

议”在北京中科院植物所顺利举办。李以康工程师参加了培训。 

7 月 14 日，由兰州大学主办的“中德草地管理学术专题研讨会”在甘肃兰

州召开，赵新全研究员、曹广民研究员、汪诗平研究员参加会议，汪诗平研究员

做了报告：增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影响。 

7 月 19－22 日，曹广民研究员参加了中国生态学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并做

会议交流。 

7 月 22－23 日，“现代化中药制剂发展与中药药理学研究交流会”在青海西

宁召开。丁晨旭副研究员等参加会议，并与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王亮生研究员、北

京工商大学曹学丽教授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8 月 12 日- 14 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中日青年科学家学术沙龙”在青海

西宁举办，汪诗平研究员参加并做题为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的报告。 

8 月 14-17 日，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与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

化学动力学会议”在重庆召开，刘永军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做报告：DNA 修复酶的

反应机理研究。 

8 月 17-18 日，刘登才研究员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小麦基因组学

研讨会，并做大会报告：基于远缘杂交的遗传育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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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20 日，中国科学院 2009 年百人学者论坛在西宁召开，刘登才研究

员参加会议，并做报告：基于异源多倍化过程的新型加倍单倍体群体（synDH）。 

8 月 26-30 日，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日本学术振兴会、韩国科学与工程

基金会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主办，我所和中科院地理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承办

的“China FLUX Training Course 2009 & Field Campaign of A3 Foresight Program 

Carbon East Asia”会议在青海西宁召开。汪诗平研究员参加并做题为“增温与放

牧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的报告；李以康、李英年等参加会议并

与来自韩国、日本、泰国和台湾地区等专家交流学习。 

10 月 17-23 日，曹广民研究员参加了中国生态研究网络学术年会，做了分

会交流。 

10 月 13-15 日，首届海峡两岸特色农业产业化论坛在陕西省西安举行，此

次论坛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办，

主题是“特色农业产业化与绿色生态”，我实验室陈志国研究员参加了会议，并

做大会报告“ 青海省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与种植业结构调整”。 

10 月 21-25 日，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技术与联网研究开放学术研讨会暨 CERN

第十六次工作会议在江苏南京召开，周华坤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做报告：高寒草

原的退化过程及特征。 

10 月 28-31 日，张怀刚研究员应邀参加了 2009 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基金委、

河南省、河北省等组织召开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及国家粮食安全研讨会”。 

10 月 29-30 日，陈志国研究员参加了在北京市举办的现代农业发展与国家

粮食安全暨黄淮海现代农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此次论坛由科学时报社承办，会

议主题是“黄淮海地区现代农业发展”。 

11 月 11-16，曹广民研究员参加了土壤学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并做会议交流。 

12 月 13-17 日，第五届世界华人理论与计算化学大会在厦门召开，会议由

固体表面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承办，刘永军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做题为

“Molecular dynamic simulation on the conformational changes and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Adrenergic receptor induced by agonist, partial agonist and inverse 

agonist”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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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9 年科研项目 

2009 年度共争取所外各类科研项目 21 项，落实科研经费约 1330 万元。 

2009 年开始执行科研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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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华坤主持“养分和水分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调控机理”，55 万

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 2012 年 12 月。 

•张怀刚主持“作物特殊营养成分的代谢及其调控研究”，25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 2012 年 12 月。 

2、 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 

•李来兴主持“禽流感疫情监测技术研究”，88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 2011

年 12 月。 

3、科学院项目： 

•赵新全主持“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1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6 月－2010 年 12 月。 

•陈世龙主持“虎耳草属山羊臭组的系统进化研究”，2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郭松长主持“青藏高原羊模式动物及基地建设”，15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贺金生主持“植物对青藏高原极端环境的适应：基于碳、氮经济学的机制”，20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曹广民主持“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固碳潜力及其增汇措施”，80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边疆晖主持“高原鼠兔无公害新型生物控制技术的研究”，40 万元，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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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张同作主持“利用适宜树种和林草间作模式抑制退耕还林地鼠害”，23 万元，

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郭松长主持“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高原鼠兔低氧适应中的作用”，

21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汪诗平主持“放牧家畜及其排泄物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3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国英主持“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重大工程迹地植被自然恢复的生态学过程与

冻土演变的关系研究”，23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索有瑞主持“天然香豆素类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筛选及抑制机理研究”，30 万

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李玉林主持 “基于 HPLC/MS 分析技术化学筛选‘藏茵陈’的抗 HBV 活性部

位”，3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王海庆主持“拟南芥动蛋白 AtOvKLP 参与胚珠发育调控的机制”，30 万元。起

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赵亮主持“青海果洛退化草甸草原生态系统通量观测”，20 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5、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 

•索有瑞主持“沙棘和白刺利用共性关键技术开发、集成与转化”，189 万元，起

止年限：2009 年 09 月－2012 年 12 月。 

•赵新全主持“青海省种草养畜技术集成与示范”，132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华坤主持“三江源区人工草地的稳定性维持机理、调控策略及可持续利用研

究”，15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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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委托或合作： 

•徐世晓主持“藏系绵羊健康育肥技术研究与示范”，2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9 月－2012 年 12 月。 

7、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杨慧玲主持“藏药麻花艽有效成分随生长环境的变化”，10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张同作主持“落叶树抑制高原鼢鼠咬食的化学机制”，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党卫主持“高山植物穴丝草 COR15 基因复制后功能分化研究”，10 万元。起

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丁晨旭主持“白刺花色苷精制工艺及药效学研究”，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王环主持“大戟属两种藏药植物化学成分及抗肿瘤活性研究”，10 万元。起止

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沈裕琥主持“青藏高原青稞种质资源评价：SSR 和 EST-SSR 标记的应用研究”，

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刘宝龙主持“紫色籽粒小麦品种高原 115 中调控花青素合成的 bHLH 转录因子

克隆及功能验证”，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高庆波主持“基于核 DNA ITS 序列对西川红景天进行历史进化研究”，10 万元。

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玉碧主持“西部地区锁阳资源品质评价研究”，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正在执行尚未完成的课题： 

1、国家部委项目： 

•赵新全主持“高寒草地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和模式”，620 万元，起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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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06 年 10 月－2010 年 12 月。 

•赵新全主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70 万元，起止年限：2005

年 12 月－2010 年 12 月。 

•陈桂琛主持“高原天然草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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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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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立新主持“藏药佐太、寒水石和诃子传统炮制技术及其安全性评价研究”， 450

万元，起止年限：2007 年 10 月－2010 年 12 月。 

•李来兴主持“迁徙鸟禽流感暴发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经费 30 万元，起止年

限：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李毅主持“亚麻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经费 219 万元，起止年限：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2 月。 

2、科学院项目： 

•张怀刚主持“小麦重要农艺性状分子设计和改良”，75 万元，起止年限：2007

年 10 月－2010 年 12 月。 

•张怀刚主持“西部地区小麦资源的利用与分子辅助育种”，110 万元，起止年限：

2007 年 10 月－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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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诗平主持“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关键技术研究”，100 万元，起止年限：2007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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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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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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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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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企业委托或合作： 

•索有瑞主持“高活性白刺果粉的制备关键技术研究”，2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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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引进和岗位变动 

实验室引入中科院“百人计划”2 人：刘登才研究员、贺金生研究员。 

边疆晖、李英年、魏立新获研究员资格，周党卫、张同作、王环、徐文华、

王莉、丁晨旭、孙菁获副研究员资格。 

刘宝龙、高庆波和周玉碧博士应聘到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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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培养 

1、概况 

2009 年，实验室共招收研究生 39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4 人，硕士研究生

25 人）。毕业博士生 11 人、硕士生 22 人。目前在站博士后 3 人、在读研究生 117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50 人, 硕士研究生 67 人）。 

2、荣誉 

地奥二等奖学金：杨芳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王小艳、王留阳、王志国、慈海鑫 

院长优秀奖学金：林恭华 

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张波、段吉闯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常小峰、朱筱佳、王凌云、杨芳、王增礼、杨红

霞、史俊友、夏振江、任飞、薛晓娟、王东平、晁增国、王萍萍、冯超、尚洪磊、

杨晓林、李春婷 

3、博士研究生毕业（11 人） 

3 月，初红军（导师：蒋志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卡拉麦里山有蹄

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和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食性、种

群和栖息地研究。 

3 月，李红阁（导师：赵新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兔 HIF-1α

和 VEGFs 的表达特征及其在低氧适应中的作用。 

3 月，刘宝龙（导师：张怀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小麦品种高原 115

紫色籽粒中花青素合成调控机理研究。 

6 月，高庆波（导师：陈世龙）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人西川红景天分

子系统地理学研究。 

6 月，王留阳（导师：刘建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藏高原银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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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谱系地理结构研究。 

6 月，郑伟（导师：刘建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山莨菪的保护遗传

学研究。 

6 月，赵先恩（导师：索有瑞）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药材波棱瓜子

化学成分与保肝作用研究。 

6 月，王凌云（导师：索有瑞）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柴达木唐古特白

刺活性多糖的研究。 

6 月，慈海鑫（导师：苏建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藏高原高原鼠

兔的进化研究。 

6 月，唐利洲（导师：苏建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鼢鼠（Myospalax 

baileyi）分子系统地理学与形态变异研究。 

6 月，谢小龙（导师：彭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唐古特大黄种子检

验规程和质量分级标准研究。 

4、硕士研究生毕业（22 人） 

6 月，张海涛（导师：纪兰菊）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黄花獐牙菜化学

成分研究。 

6 月，李春婷（导师：索有瑞）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天然植物染料的

提取及对藏毯染色性能的研究。 

6 月，杨芳（导师：索有瑞）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药材白花龙胆花

化学成分及抗炎活性研究。 

6 月，陈现明（导师：魏立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药佐太的成分

分析及初步安全性研究。 

6 月，王萍萍（导师：魏立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印度獐牙菜化学

成分及其抗肝损伤活性部位初步研究。 

6 月，相微微（导师：张怀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小麦 HMW-GS

基因克隆及转基因沉默 HMW-GS 基因的遗传表达。 

6 月，杨建（导师：李毅）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唐古特大黄蒽醌类成

分变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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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谌平（导师：刘建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麻花艽的遗传结构

与谱系地理分析。 

6 月，王建武（导师：王海庆）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截形苜蓿液泡膜

H+-Ppase 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研究。 

6 月，张淑玲（导师：陈桂琛）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施肥对川西獐牙

菜生理抗逆性及活性成分的影响。 

6 月，晁增国（导师：汪诗平）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放牧对高寒草甸

群落结构及生产力的影响。 

6 月，薛晓娟（导师：李英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不同海拔梯度高

寒草甸土壤、植物碳氮变化特征及对模拟气候变化的响应。 

6 月，冯承彬（导师：张耀生）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三江源区土壤水

分特征的研究。 

6 月，吴力博（导师：古松）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三江源地区人工草

地的生态系统 CO2 净交换、总初级生产力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 

6 月，张波（导师：师生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UV-B 辐射对海北

高寒草甸几种高山植物光合色素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6 月，包苏科（导师：韩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白粉病对锡金微孔

草生理生化特性影响的研究。 

6 月，张长现（导师：彭敏）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不同生态条件下五

脉绿绒蒿生物碱与黄酮成分研究。 

6 月，邓治莲（导师：赵新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兔 leptin

的原核表达、纯化及真核表达载体构建。 

6 月，朱筱佳（导师：李来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湖斑头雁

H5N1 亚型禽流感病毒母源抗体检测与免疫力评估。 

6 月，杨敏（导师：张堰铭）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不育剂对高原鼠兔

繁殖的作用格局。 

6 月，王增礼（导师：张堰铭）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兔不育控

制措施对高寒草甸植被特征的作用格局。 

6 月，葛艳丽（导师：苏建平）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ISSR 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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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高原鼠兔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析。 

5、实验室在站博士后、研究生目录 

在站博士后（3 人） 

2006 年： 王文强（合作导师：印象初）； 

2008 年： 郭志林（合作导师：赵新全）； 

2009 年： 赵云峰（合作导师：索有瑞）。 

在读博士研究生（50 人） 

2004 年： 魏  乐（导师：张怀刚）； 

周国英（导师：陈桂琛）； 韩友吉（导师：陈桂琛）； 2005 年： 

张  波（导师：张怀刚）； 

李锦萍（导师：陈桂琛）； 许广平（导师：汪诗平）； 2006 年： 

丁学智（导师：龙瑞军）； 杨仕兵（导师：彭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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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维新（导师：古  松）； 杨路存（导师：陈桂琛）； 

侯勤正（导师：刘建全）； 张凤枰（导师：索有瑞）； 

曹  越（导师：索有瑞）； 王小艳（导师：索有瑞）； 

2007 年： 

吕  坪（导师：彭  敏）； 岳鹏鹏（导师：彭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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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瑞涛（导师：张怀刚）； 柳  觐（导师：张怀刚）； 

段义忠（导师：陈世龙）； 李克欣（导师：刘建全）； 

夏  莲（导师：尤进茂）； 刘永安（导师：陈世龙）； 

星玉秀（导师：彭  敏）； 孙志伟（导师：尤进茂）； 

2008 年： 

史俊友（导师：刘永军）； 罗彩云（导师：汪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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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梅（导师：陈桂琛）； 李红琴（导师：张怀刚）； 

利毛才让（导师：索有瑞）； 杨  敏（导师：赵新全）； 

杨晓霞（导师：汪诗平）； 苏爱玲（导师：汪诗平）； 

段吉闯（导师：汪诗平）； 张振华（导师：汪诗平）； 

张发起（导师：陈世龙）； 常小峰（导师：汪诗平）； 

曹  惠（导师：赵新全）； 邓  黎（导师：韩  发）； 

2009 年： 

赵健中（导师：彭  敏）； 董丽华（导师：刘永军）。 

在读硕士研究生（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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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爱玲（导师：汪诗平）； 

冯  超（导师：古  松）； 常小峰（导师：汪诗平）； 

陈千权（导师：张堰铭）； 张振华（导师：汪诗平）； 

王建雷（导师：李英年）； 赵德勇（导师：陈志国）； 

王东平（导师：魏立新）； 孙建文（导师：李来兴）； 

杨红霞（导师：魏立新）； 夏振江（导师：魏立新）； 

滕  旭（导师：刘永军）； 米兆荣（导师：张耀生）； 

2007 年： 

李国梁（导师：刘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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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艳霞（导师：师生波）； 连利叶（导师：窦全文）； 

宋成刚（导师：李英年）； 王文娟（导师：王海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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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李春丽（导师：周国英）； 张  莉（导师：王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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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鑫（导师：周华坤）； 李  岑（导师：魏立新）； 

 周曙光（导师：张耀生）；  

强  伟（导师：索有瑞）； 朱利娜（导师：索有瑞）； 

景年华（导师：尤进茂）； 陈  涛（导师：李玉林）； 

张国英（导师：魏立新）； 全正香（导师：魏立新）； 

朱洪梅（导师：魏立新）； 雷云霆（导师：窦全文）； 

纪  托（导师：李来兴）； 庞  礡（导师：郭松长）； 

杜  寅（导师：边疆晖）； 蔡  海（导师：赵  亮）； 

李生庆（导师：张堰铭）； 姜建峰（导师：魏立新）； 

李  里（导师：刘  伟）； 刘卫根（导师：周国英）； 

党  军（导师：王长庭）； 韩道瑞（导师：古  松）； 

温  军（导师：周华坤）； 周同永（导师：韩  发）； 

布仁巴音（导师：汪诗平）； 朱鹏锦（导师：师生波）； 

2009 年： 

王基恒（导师：徐世晓）； 郭小伟（导师：曹广民）； 

 邹庆春（导师：张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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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表论著 

2009 年，重点实验室共发表论文 110 篇，出版专著 3 本。论文中 SCI 核心

刊物论文 25 篇；SCIE 刊物 12 篇；CSCD 期刊 64 篇；参加会议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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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9 25 

SCIE 刊物 7 5 12 

核心刊物 49 15 64 

其它刊物 3 4 7 

会议论文 2 ― 2 

总计 77 33 1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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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HG, Ren YM, Guo SC, Cheng L, Wang DP, Yang J, Chang ZJ*, Zhao XQ*. The Protein 

Level of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is increased in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Inhabiting High Al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 Part A, Ecological genetics and 

physiology. 2009, 311(2):134-141. 

2.  Lin XW, Wang SP*, Ma XZ, Xu GP, Luo CY, Li YN, Jiang GM, Xie ZB. Fluxes of CO2, 

CH4 and N2O in an alpine meadow affected by yak excreta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ring summer grazing periods. Soil Bioloy and Biochemistry.2009, 41(4):718-725. 

3.  Zhou YB, Ye RR, Lu XF, Lin PC, Yang SB, Yue PP, Zhang CX, Peng M*. GC-MS analysis 

of liposoluble constituents from the stems of Cynomorium songaricum.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2009, 49(4):1097-1100. 

4.  Wang CT*, Long RJ, Wang QL, Jing ZC, Shi JJ. Changes in plant deversity, biomass and 

soil C, in alpine meadows at different degratation stages in the headwater region of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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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s, China.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09, 20(2):187-198. 

5.  You JM*, Zhao HX, Sun ZW, Xia L, Yan T, Suo YR, Li YL. Application of 

10-ethyl-acridine-3-sulfonyl chloride for HPLC determination of aliphatic amines in 

environmental water using fluorescence and APCI-MS.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09, 

32(9):1351-1362. 

6.  Cao YB, Chen XQ*, Wang S, Chen XC, Wang XY, Chang JP, Du JZ. Growth hormone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naked carp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in Lake Qinghai.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2009, 161(3):400-406. 

7.  Wang XY, Wang HL, Liu YJ, You JM, Suo YR*. Extraction of pollen lipids by SFE-CO2 and 

determination of free fatty acids by HPLC. European Journal of Lipi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111(2):155-163. 

8.  You JM*, Yan T, Zhao HX, Sun ZW, Xia L, Suo YR, Li YL. A sensitive fluorescence reage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ldehydes from alcoholic beverage using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09, 636(1):95-104. 

9.  You JM*, Zhao HX, Sun ZW, Suo YR, Chen GG. 10-Ethyl-acridine-2-sulfonyl Chloride: A 

New Derivatization Agent for Enhancement of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of Estrogens in Urine. Chromatographia. 2009, 70(1-2):45-55. 

10.  Hu ZM, Yu GR*, Zhou YL, Sun XM, Li YN, et al. Partitioning of evapotranspiration and its 

controls in four grasland ecosystems: Application of a two-source model.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09, 149(9):1410-1420. 

11.  Ling BP, Wang ZG, Zhang R, Meng XH, Liu YJ*, et al.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modified pyrimidines and purines with purine riboswitch.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09, 28(1):37-45. 

12*.  Zhou DW, Zhou J, Meng LH, Wang QB, Xie H, Guan YC, Ma ZY, Zhong Y, Chen F*, Liu 

JQ*. Duplic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COR15 genes within the highly cold-toletant 

Draba lineage (Brassicaceae). Gene. 2009, 441(1-2):36-44. 

13*. Gao DH, Gao Q, Xu HY, Ma F, Zhao CM, Liu JQ*.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grandual 

drought stress in the diploid hybrid Pinus densata and its two parental species. Trees. 2009, 

23(4):717-728. 

14.  Wang YJ, Susanna A, RAAB-STRAUBE EV, Milne R, Liu JQ*. Island-like rad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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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surea (Asteraceae: Cardueae) triggered by uplifts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09, 97:893-903. 

15.  Wang LY, Abbott RJ, Zheng w, Chen P, Wang YJ*, Liu JQ*.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alpine 

plants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conitum gymnandrum (Ranunculaceae). 

Molecular Ecology. 2009, 18(4):709-721. 

16*. Luo CY, Xu GP, Wang TF, Wang SP*, Lin XW, et al. Effects of grazing and experimental 

warming on DOC concentrations in the soil solu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09, 41(12):2493-2500. 

17*. Cao YF, Ye RR, Wu JH, Bian JH*, Duszynski DW. Eimeria Spp. (Apicomplexa: Eimeriidae) 

from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from Haibei Area,Qinghai Province,China,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wo New Species.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2009, 95(5):1192-1196. 

18*. Ci HX, Lin GH, Cai ZY, Tang LZ, Su JP*, Liu JQ*.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plateau pika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mtDNA sequence data. Journal of 

Zoology. 2009, 279(4):396-403. 

19.  Wang CJ, Wang SP*, Zhou H. Influences of flavomycin, ropadiar and saponin on nutrent 

digestibility, rumen fermentation and methane emission from sheep. 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148(2-4):157-166. 

20.  Sun J, Li FQ, Xu WH, Chen GC*, et al. LC-ESI-MS Determination of 20 Free Amino Acids 

in Tibetan Medicine Gentiana dahurica with Pre-Column Fluorescence Derivatization. 

Chromatographia. 2009, 70:1627-1633. 

21*. Zhao K, Duan ZY, Guo SC, Zhao XQ*. The youngest split in sympatric schizothoracine fish 

(Cyprinidae) is shaped by ecological adaptations in a Tibetan Plateau glacier lake. 

Molecular Ecology. 2009, 18(17):3616-3628. 

22*. Gao QB, Zhang DJ, Chen SY, Duan YZ, ZhangFQ, Chen SL*, et al. Chloroplast DNA 

Phylogeography of Rhodiola alsia (Crassulaceae)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Botany. 

2009, 87(11):1077-1088. 

23.  Zhang R, Wang ZG, Liu YJ*, et al.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imidazoline derivatives with potassium ion channel (Kir6.2). Molecular 

Simulation, 2009, 23:1-9. 

24.  Wang ZG, Ling BP, Liu YJ*, et al.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tudies to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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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 of new natural phenolic marine inhibitors and aldose reductase.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09, 28 (2009) 162–169. 

25*. Duan Ziyuan, Zhao Kai, Peng Zuogang, Li Junbing, Diogo Rui, Zhao Xinquan*, He 

Shunping*.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of the Yellow River schizothoracine fishes 

(Cyprinidae): vicariance, expansion, and recent coalescence in response to the Quaternary 

environmental upheaval in the Tibetan Plateau.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2009, 53: 1025-1031. 

SCIE 刊物 

1*. Hu YP, Xie XL, Wang L, Yang J, Zhang HG*, Li Y*. An effective and low-cost method for 

DNA extraction from herbal drugs of Rheum tanguticum (polygonaceae).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2009, 8(12):2691-2694. 

2*. Wang L, An LZ, HU YP, Wei LX, Li Y*. Influence of phytohormones and medium on the 

shoot regeneration from leaf of Swertia chirata Buch.-Ham.Exwall.in vitro.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2009, 11(8):2513-2517. 

3.  Li WJ*, Zhang YM, Wang YS. Invasion of Descurainia sophia (L.)(cruciferae)in alpine 

meadow is enhanced by ground disturbance made by myospalax fontanier Ⅱ

(milne-edwards).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2009, 57(2):389-393. 

4*. Wang SP*, Yang XX, Lin XW, et al. Methane emission by plant communities in an alpine 

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 new experimental study of alpine meadows and 

oat pasture. Biology Letters. 2009, 5(4):535-538. 

5.  Zhao HX, Sun XJ, Sun ZW, Hu BJ, Liu QZ, Suo YR, You JM*. Enhancing Sensitivity for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with a Novel Labeling 

Reagent: Applic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Estrogens. Chinese 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9, 37(2):187-193. 

6.  Yan T, Sun XJ, Zhao HX, Sun ZW, Liu QZ, Suo YR, You JM*. Mass Spectro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Aliphatic Amines Using 2-［2-(7H-dibenzo［a,g］-carbazol-7-yl)-ethoxy］

Ethyl Chloroformate as Novel Fluorescence Labeling. CHINESE 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9, 37(6):788-794. 



 31

7*. Wang LY, Hiroshi Ikeda, Liu TL, Wang YJ, Liu JQ*. Repeated Range Expansion and Glacial 

Endurance of Potentilla glabra (Rosaceae)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2009, 51(7):698-706. 

8*. Xie XL, Hu YP, Wang L, Yang J, Li Y*, Peng M*. Genetic diversity in three morphological 

types of Astr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 as revealed 

by inter simple sequence repeat markers.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2009, 18(8): 

4490-4494. 

9.  Yang WY, Liu DC*, Li LQ, et al. Synthetic hexaploid wheat and its utilization fr wheat 

genetic improv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2009, 36(2009):539-546. 

10*.Dou QW*, Chen ZG, Liu YA, et al. High frequency of karyotype variation revealed by 

sequential FISH and GISH in plateau perennial grass forage Elymus nutans. Breeding 

Science. 2009, 59:651-656. 

11.  Ning SZ, Chen QJ, Liu DC*,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WAP2 gene in Aegilops tauschii and 

comparison with homoeologous loci in wheat.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09, 

47(6):543-551. 

12.  张蕊，凌宝凭，刘永军*等。咪唑啉类药物与钾离子通道 Kir6.2 相互作用的分子对接

研究。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30(11):2268-2273。 

 核心刊物 

1*. 赵双喜，张耀生*，赵新全，冯承彬，2009，三江源温性草原蒸散量计算方法的比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7（1）：79-83。 

2.  徐文华，陈桂琛*，周国英，孙菁，卢学峰，2009，藏药马尿泡离体快繁技术研究。中

草药 40（2）：297-300。 

3.  段吉闯，周华坤*，汪诗平，赵新全等，2009，高寒草地土壤种子库研究进展及展望。

草业科学 26（2）：39-46。 

4*. 唐利洲，张同作，苏建平*，2009，高原鼢鼠（Myospalax baileyi）不同地理种群的形态

变异。兽类学报 29（2）：178-184。 

5.  赵先恩，刘永军，王洪伦，索有瑞*，2009，藏药波棱瓜子籽油脂中脂肪酸的 HPLC 与

GC-MS 分析。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1（1）：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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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于鸿浩，赵新全，孙平*，2009，雌性根田鼠对血液气味的行为识别。四川动物 28（1）：

55-58。 

7.  于鸿浩，尤进茂，孙志伟，孙平，邓志莲，赵新全*，2009，藏羚粪便中雌激素的提取

及高效液相色谱含量测定。分析实验室 28（supp1）：209-211。 

8.  杨建，谢小龙，胡延萍，王莉，李毅*，2009，唐古特大黄药材提取物对小麦和垂穗批

碱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植物研究 29（3）：320-324。 

9.  王文娟，臧岳铭，李英年，席博，郭华，朱志红*，2009，放牧格局和生境资源对矮嵩

草（Kobresia humilis）分株生物量分配和补偿性生长地影响。生态学报 29（5）：

2186-2194。 

10.  臧岳铭，朱志红*，李英年等，2009，高寒矮嵩草草甸物种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对初级

生产力的影响。生态学杂志 28（6）：999-1005。 

11.  陈晓澄，李文靖*，2009，西藏东南部颈鼠兔（Ochotona forresti）一新亚种。兽类学报

29（1）：101-105。 

12.  李国梁，刘永军，史俊友，索有瑞*，2009，柴达木枸杞几种活性成分分析。分析实验

室 28（supp1）：286-287。 

13.  张小龙，张海涛，纪兰菊*，2009，青藏高原龙胆属中 10 种野生药材的 4 种主要活性

成分的测定分析。分析实验室 28（supp1）：180-182。 

14.  吴玉虎*，2009，澜沧江源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武汉植物学研究 27（3）：277-289。 

15.  柳觐，相微微，刘宝龙，张怀刚*，王道文，2009，小麦 HMW-GS 转基因沉默效应的

遗传分析。西北植物学报 29（3）：0452-0457。 

16.  李文靖，何顺福，陈晓澄*，2009，哺乳动物标本制作中皮张的鞣质。四川动物 28（4）：

593-594。 

17*. 赵雪艳，汪诗平*，2009，不同放牧率对内蒙古典型草原植物叶片解剖结构的影响。生

态学报 29（6）：2906-2918。 

18.  张法伟，李红琴，李英年*等，2009，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气温、降水和地上净初级生产

力变化的周期特征。应用生态学报 20（3）：525-530。 

19*. 柳觐，相微微，张怀刚*，2009，RNA 干扰技术在小麦遗传育种中的研究进展。麦类

作物学报 29（4）：725-729。 

20.  林丽，赵成章*，龙瑞军等，2009，石羊河上游退化草地植物功能群生态位分异特征—

—以阿尔泰狗哇花型草地为例。草业科学 26（5）：50-54。 



 33

21.  林丽，龙瑞军，赵成章*等，2009，阿尔泰狗哇花型退化草地植物功能群特征初探。草

业科学 26（6）：35-40。 

22*. 牛海山，崔骁勇，汪诗平*，王艳芬，2009，生态学试验设计与解释中的常见问题。生

态学报 29（7）：3902-3910。 

23*. 朱筱佳，李来兴*，杨乐，王贵华，2009，青海湖鸟岛斑头雁种群对 H5N1 亚型禽流感

病毒的免疫状况。动物学研究 30（4）：406-410。 

24.  孙菁，陈桂琛*，徐文华，韩友吉，2009，达乌里秦艽化学元素特征及其与环境关系。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16（3）：55-61。 

25.  孙菁，王延花，徐文华，陈桂琛*，2009，小秦艽根部脂肪酸成分的主成分分析及其与

生态因子的相关性。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18（2）：49-52。 

26.  薛晓娟，李英年*，杜远明等，2009，祁连山东段南麓不同海拔土壤有机质及全氮的分

布状况。冰川冻土 31（4）：642-649。 

27.  李英年*，赵亮，赵新全等，2009，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植被反射率特征。山地学报 27

（3）：265-269。 

28.  张法伟，李英年*，汪诗平，赵新全，2009，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有机质、全氮和全

磷含量对不同土地利用格局的响应。中国农业气象 30（3）：323-326。 

29.  王慧春*，周华坤，王文颖，赵新全，2009，三江源区高寒草甸 43 种植物繁殖体质量

和形状的比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7（8）：195-203。 

30.  刘伟*，张毓，王溪等，2009，高原鼠兔刈割行为与栖息地植物群落的关系。兽类学报

29（1）：40-49。 

31.  刘伟*，张毓，王溪等，2009，高原鼠兔冬季的食物选择。兽类学报 29（1）：12-19。 

32.  刘伟*，张毓，王溪等，2009，高原鼠兔贮草选择及其生物学意义。兽类学报 29（2）：

152-159。 

33*. 曹伊凡，张同作，苏建平*等，2009，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几种有蹄类动物的食物重叠

初步分析。四川动物 28（1）：49-54。 

34*. 曹伊凡，林恭华，卢学峰，苏建平*，2009，柯氏鼠兔的食性分析。动物学杂志 44（1）：

58-62。 

35*. 葛艳丽，林恭华，苏建平*等，基于 ISSR 标记和线粒体 Cyt b 基因分析高原鼠兔的遗

传多样性及其遗传分化。动物学杂志 44（4）：34-40。 

36.  李春婷，杨芳，索有瑞*，2009，复方螺旋藻胶囊对小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中药



 34 

材 32（3）：416-418。 

37.  赵怀鑫，孙学军，尤进茂*等，2009，EASC 荧光标记和 LC-APC I-MS 检测环境水样中

游离脂肪胺。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30（4）：675-681。 

38.  王纪元，孙学军，尤进茂*等，2009，Ullmann 法合成氧杂蒽酮的研究。化学世界 7：

427-429。 

39.  赵怀鑫，孙志伟，尤进茂*等，2009，新型荧光衍生试剂用于尿样中痕量游离雌二醇和

雌三醇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和质谱定性。色谱 27（2）：164-168。 

40.  赵怀鑫，孙学军，尤进茂*等，2009，新型衍生化试剂雌激素衍生物的大气压化学电离

质谱增敏研究。分析化学 37（2）：187-193。 

41.  户宝军，孙志伟，高平，尤进茂*，2009，荧光衍生-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及质谱鉴定芳

香胺。分析实验室 28（2）：34-37。 

41.  闫涛，孙学军，尤进茂*等，2009，2-[2-(7H-二苯并[a,g]咔唑)-乙氧基]-乙基氯甲酸酯对

脂肪胺类化合物的荧光标记及质谱鉴定。分析化学 37（6）：788-794。 

42.  李春婷，索有瑞*，2009，天然染料研究进展。天然产物研究 增（2009）：298-303。 

43*. 邓治莲，杨洁*，赵新全*，2009，重组高原鼠兔瘦素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蛋白表达

及纯化。兽类学报 29（3）：316-320。 

44*. 李红阁，赵新全*，常智杰*等，2009，高原鼠兔低氧诱导因子-1α蛋白的原核表达及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兽类学报 29（2）：198-203。 

45.  王建武，沈裕琥，王沛，王海庆*，截形苜蓿液泡膜 H+ -Ppase 基因克隆与序列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 29（3）：0435-0442。 

46.  刘念，朱勇，钟扬*等，2009，利用 8 个基因的 DNA 序列探讨南洋杉科的系统发育关

系和起源时间。科学通报 54（14）：2089-2095。 

47*. 张波，王海庆，张怀刚*，2009，马铃薯 NOA 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西北植物学报

29（9）：1742-1746。 

48.  李文靖，曲家鹏，陈晓澄*，2009，青海省翼手目类一新纪录——东方蝙蝠。四川动物

28（5）：738。 

49.  张兴玲，胡夏嵩*，陈桂琛，2009，寒旱环境草本植物根系护坡的时间尺度效应。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 2009（4）：117-120。 

50.  朱海丽，胡夏嵩*，陈桂琛等，2009，护坡植物根系力学特性与其解剖结构关系。农业

工程学报 25（5）：40-45。 



 35

51.  胡夏嵩，李国荣，陈桂琛*，2009，寒旱环境灌木植物根－土相互作用及其护坡力学效

应。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8（3）：613-620。 

52.  王建雷，李英年*，杜远明等，2009，祁连山冷龙岭南坡小气候及植被分布特征。山地

学报 27（4）：418-426。 

53.  薛晓娟，李英年*，张法伟等，2009，祁连山冷龙岭南麓垂直带植被移地试验中鹅绒委

陵菜克隆生长特征。西北植物学报 29（10）：2070-2075。 

54*. 相微微，张怀刚*，王道文等，2009，转基因小麦沉默的 HMW-GS 基因的遗传及表达。

麦类作物学报 29（2）：185-188。 

55*．柳觐，张怀刚*，刘宝龙等，2009，根部喷施 FeSO4 对春小麦籽粒组分和面粉品质的

影响。西北植物学报 29（10）：2045-2050。 

56.  盛海彦*，曹广民，李国荣等，2009，放牧干扰对祁连山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群落的影

响。生态环境学报 18（1）：235-241。 

57.  盛海彦，张春萍，曹广民*等，2009，放牧对祁连山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土壤环境的影

响。生态环境学报 18（3）：1088-1093。 

58.  冯缨*，吴玉虎，沈观冕，2009，中国昆仑山地区棱子芹属植物苞片形态及其分类学意

义。植物研究 29（6）：674-680。 

59.  王启兰*，王长庭，刘伟等，2009，江源区不同建植年限人工草地植物群落与土壤微生

物生理类群的变化。应用生态学报 20（11）：2646-2651。 

60.  边疆晖*，吴雁，2009，哺乳动物的生理应激反应及其生态适应性。兽类学报 29（4）：

352-358。 

61.  娄灯吉，杨晓艳，沈建伟，张晓峰*等，2009，红景天软胶囊抗应激作用研究。天然产

物研究与开发 21（2009）：477-479。 

62.  杨晓艳，卢启琴，张晓峰*等，2009，藏药红景天胶囊抗疲劳作用研究。天然产物研究

与开发 21（2009）：396-403。 

63.  车国冬，周昌范，王洪伦，索有瑞*，2009，四种药用香薷植物中多种微量元素分析。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16（8）：40-44。 

64.  Yin XC*, Ye BH, Yin Z. A taxonomic study of the genus Tagasta Bolivar from China 

(Orthoptera: Acridoidea: Chrotogonidae).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2009, 52(11): 

1244-1248. 



 36 

其它刊物 

1*. 柳觐，相微微，张怀刚*，2009，硫素施用量对小麦品质影响的研究进展。安徽农业科

学 37（7）：3063-3064。 

2.  马运磊，孙学军，尤进茂*等，2009，1-苄基-3-甲基-4-哌啶酮的合成工艺研究。曲阜师

范大学学报 35（3）。 

3.  闫涛，张在庆，尤进茂*等，2009，草酸二苄酯的催化合成。曲阜师范大学学报 35（3）：

61-63。 

4.  王纪元，孙学军，尤进茂*等，2009，间接法合成水杨酸苯酯的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学

报 35（1）：82-84。 

5*. 冯秉福，赵新全*，徐世晓，赵亮，2009，不同精料添加量及批碱草青贮料对藏羊的育

肥效果。中国畜牧兽医 36（10）：15-17。 

6*. 李红阁，赵新全*，常智杰等，2009，高原鼠兔 HIF-1α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细

胞表达和定位。安徽农业科学 37（10）：4386-4388。 

7.  张兴玲，胡夏嵩*，陈桂琛等，2009 植物根系固土护坡力学机理研究现状与进展。人民

黄河 31（6）：88-90。 

会议文章 

1. 韩发，程大志，李以康等，2009，青藏高原特有野生药用珍贵植物资源-微孔草的仿生

栽培技术。2009 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 

2. 韩发，程大志，石丽娜等，2009，中国冬虫夏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策略研究。2009

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 

专著 

1. 赵新全，曹广民，徐世晓，赵亮等。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2. 王立祥，王龙昌，陈志国等。中国旱区农业。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3. 韩发，李以康等。中国虫草的现代研发与应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 



 37

九、简 讯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召开工作会议 

9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召开全体工作人员

会议。西高所张怀刚所长、赵新全书记、陈世龙副所长(兼实验室主任)及科技处

钟海民处长、实验室副主任张堰铭研究员等出席会议。 

首先，钟海民处长介绍了在

南京召开的新进院重点实验室

工作会议内容，接着赵新全书记

就院重点实验室评估作了报告，

陈世龙主任介绍了国家及院重

点实验室管理办法等。会议还讨

论了《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

与进化重点实验室管理制度》

等，与会领导与专家围绕论著发表的有关规章制度、固定人员管理办法、财务管

理制度等踊跃发言，提出了多条宝贵的意见建议。 

通过实验室领导的介绍以

及大家的讨论，使大家明确了

认识，为实验室今后的建设、

管理、评估等工作理清了思路。 

后，张怀刚所长就如何

做好重点实验室的运行与管理

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实验室要

有长远规划，科研人员的自觉

奉献与奖励相结合，适当引入激励机制；二是积极申请参加院重点实验室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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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好名次；三是建立健全室务会等各项制度，明确各机构成员；四是实验室等

应尽量多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张怀刚所长特别强调我所地处西部，院重点实验

室来之不易，大家要好好珍惜爱护好这个平台，有了好的平台才能吸引人才，有

了人才才能取得一流的成果，并表示要举全所之力建好这个平台。 

张知彬局长视察重点实验室 

7 月 27 日下午，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张知彬局长在张怀刚所长、

赵新全书记等所领导的陪同下，首先视察了西北高原生物所园区、院重点实验室

和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随后与西高所的部分职工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由赵新全书记主

持，张怀刚所长从基本情况、

主要贡献、创新进展、存在问

题、发展思路等几个方面进行

了西高所工作情况的总体汇

报；之后，百人计划入选者汪

诗平、刘永军、尤进茂和彭敏

研究员、魏立新、边疆晖、沈

裕琥、马世震副研究员等分别从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持续利用、民

族药创制、鼠兔种群生态、农作物及牧草育种等研究和平台建设方面作了发言，

并提出了建议。 

张知彬局长听取西高所工

作汇报和大家的发言后讲话，

他首先肯定了西高所的发展，

尤其是近几年来取得的很好的

成绩。他说：这次来西高所也

是想调研一下，刚才大家提了

一些很好的建议，对生物局改

进工作有很好的启发，有些建议是与局里的想法不谋而合。张局长 后介绍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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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局近期的工作安排，并对西高所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和东西部研究所合作和国

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座谈会结束后，张知彬局长在张怀刚所长、陈桂琛和陈世龙副所长的陪同下，

前往青海省生物科技产业园，视察了西高所与地方共建的“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

源工程研究中心”。 

丁仲礼副院长视察重点实验室 

8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丁仲礼一行在参加“中国科

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工作会

议暨生态恢复学术研讨会”从

三江源野外考察回来后，视察

了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局长范

蔚茗、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峰、

院地合作局副局长孙殿义、兰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等陪

同视察。 

丁仲礼副院长一行在西高所领导班子的陪同下，首先视察了该所的园区环境

和建设情况以及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和青藏高原标本馆。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西高所

张怀刚所长代表所领导班子向

丁院长和其它院机关领导进行

了汇报。汇报结束后，陪同视察

的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资环

局和院地合作局的领导分别在

座谈会上对西高所的发展提出

了肯定和建议，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西高所的各项工作，努力为研究所做好

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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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完大家的汇报后，丁院长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首先对西高所广

大职工在艰苦条件下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表达了敬意。随后丁院长结合院党组夏

季扩大会议精神，在生态学领域就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生态恢复以及生态补偿

机制的建立等传达了资源环境领域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 

他说，刚刚结束的院党组夏

季扩大会议主要是研讨到 2020

年我们院部署的研究重点，生

态学无疑是我们的一项重点，

这次院党组夏季会议，我们有

三项重点，一个重点是生态系

统的长期观测与建设，我们科

学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就是野

外台站网络，我们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态系统，建立了各种指标的长期观测，

除了野外台站的观测以外，更需要的是解决几个事情，一个是我们怎样在一个小

尺度的观测中，对一个大尺度现象或事实进行科学描述，这个很关键，因为小尺

度的结论不一定能代表大尺度，我们除了进行定位、定点的观测以外，还要考虑

其它的手段，结合起来，对生态系统进行更好的认知，这个是一个可能要重点考

虑的；第二个就是怎么把不同的观测结果利用起来，在科学上得到很好的认知，

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每个野外台站特色的东西要把它凸显出来，

现在的野外台站有点趋同化，这

一点上，我们可能还有更多的文

章要做。 

第二个重点工作就是生态

系统的恢复问题。生态系统的恢

复是更加重要的一项工作，某种

程度上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标，

要为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不同生态

系统的优化，目前为止，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已经破坏了、退化了的生态系统

如何恢复，这不光是个技术问题，对我们科学院来说，我们要研究出一系列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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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并且在恢复生态过程当中要保证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有提高，我们讲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要高度统一，综合 佳。 

第三个重点工作就是生态

补偿机制的建立。我们院生态

环境基地已经布置了一个碳的

项目，固碳项目主要是谈中国

的三大生态系统固碳的潜力，

主要就是草地生态系统、农田

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固

碳潜力，多年以后的碳贸易市场可能会大于电子市场，但是你固定下来之后怎么

办？2050 年以后怎么办？要把生态补偿机制和固碳结合起来，生态补偿这个过

程当中，要研究你怎样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提高了农牧民群众的收入，国家也

不增加负担，你固定下来的碳又能卖给需要的大企业，这些工作都是和西高所的

工作有紧密联系的。 

后丁院长对西高所的发

展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就是研

究所一定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这是个大文章，这个文

章也非常难做，通过我们的研

究，让我们的成果真正能够为地

方政府满意、让老百姓满意；第

二个希望就是我们大的科学问

题从哪来？应该是从国家需求中凝练，从国家需求中凝练核心的科学问题，拿出

终的解决方案，要抓住我们的核心科学问题，这些核心科学问题是两个方面的

内容，一个是从国家需求中来的，一个是科学前沿中来，没有更多的，大家一定

要深入的去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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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春小麦区域试验会议代表到实验室

平安站观摩 

2009 年 7 月 3 日下午，全国北方春小麦区域试验会议代表近 60 人，来到西

高所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现场观摩该站承担的国家西北春麦水地组区域试验、生

产试验和青海省春小麦水地区

域试验，同时还观摩了试验站开

展的育种及其他作物试验研究

等。农业部、国家种子管理总站

领导、专家，青海省种子管理站

巩爱岐站长、拆乐民副站长、罗

新青科长等一同观摩。 

西高所农业研究中心主任

陈志国研究员介绍了该站自承担国家、青海省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以来的工作情

况及试验站建站以来取得的科研成就、软硬件基础建设概括及今后发展前景，并

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类问题。还发放了宣传农业研究中心和试验站的简介材

料。 

代表们通过实地现场观摩、

简介材料和听取陈志国主任的

介绍，对西高所农业研究中心

和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的情况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该站承

担的国家区域试验及农业研究

中心和试验站取得的科研成就

给予了充分肯定。 

通过与代表们的互动、交流，也看到了试验站的不足之处，明确了试验站今

后需加强的方向。 



 43

我实验室科研人员发现青藏高原裂腹鱼

物种形成的新证据 

我实验室博士后学者赵凯与合作导师赵新全研究员 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表

明同域的物种形成模式在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度特化裂腹鱼类物种之间很可能已

经发生。基于线粒体标记的系统地理学分析显示，青藏高原一个冰川湖泊特有的

斜口裸鲤（Gymnocypris ecklonie scoliostomu）完全具备了物种在同域条件下起源

的标准。研究推断斜口裸鲤很可能起源自同域分布在逊木措湖的花斑裸鲤（G. e. 

eckloni）种群，主要的分歧时间发生在大约 0.057 百万年。 

系统发育和种群遗传分析

显示，在花斑裸鲤物种的所有

地理种群之间，逊木措湖的花

斑裸鲤种群与同域分布的斜口

裸鲤个体保持 近的亲缘关

系，暗示它们拥有一个 近的

共同祖先，这一结果为检验正

在发生的同域物种形成机制提

供了理想的模式。斜口裸鲤表现出比花斑裸鲤更低的遗传多样性，而且更加新近

的扩张时间被检测在新起源的斜口裸鲤种群中。我们认为斜口裸鲤很可能起源自

目前同域分布在逊木措湖的花斑裸鲤种群，而不是通常假设的这个类群曾经有一

个广泛的地理分布，后来在其它地区被灭绝。由于各自生态的特有性，斜口裸鲤

和逊木措湖花斑裸鲤通过自然选择促进了同域条件下的种群分歧。该研究为进化

生物学长期争论的同域物种形成理论提供了新的分子生态学证据，论文已发表在

国际著名生态学期刊《Molecular Ecology》上。 

我实验室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荣获青海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5 月 14 日，省委、省政府在省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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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 2008 年度为我省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省委副书记、省长宋秀岩，省政协主席白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福海出

席大会，副省长吉狄马加主持

会议。强卫向李小松颁发奖励

证书和 50 万元奖金，宋秀岩、

白玛、马福海、吉狄马加为科

学技术进步奖获奖代表颁奖。 

由我所赵新全研究员课题

组完成的“青藏高原代表性土

著动物分子进化与适应研究”成果荣获 2008 年度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成果通过分析线粒体 DNA 遗传变异，对牦牛遗传多样性和驯化历史等进

行了系统研究。填补了大型有蹄家养动物驯化历史研究的空白，对追溯青藏高原

地区人类文明史、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形成等具有重要价值。野牦牛和家牦牛遗

传多样性的研究为家牦牛选种、育种提供了分子依据；裂腹鱼亚科鱼类的分类、

起源、物种分化、种群演化与青藏高原隆升、水系演化及地理隔离之间的关系研

究是裂腹鱼类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提出

的裂腹鱼亚科鱼类的演化与晚中新世以来青

藏高原的第三次隆升、以及种群的邻域扩张

与气候环境的波动和水系的演化存在着密切

联系，为进一步研究青藏高原地质构造变迁

和水系演化过程以及合理制定鱼类保护策略

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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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进化，

可能产生了新的功能或原有功能的加强”新

观点；首次报道了生活于高原的牦牛和高原

鼠兔组织中 HIF-1α mRNA 和蛋白的高表达与低氧适应的生理特征相吻合，研究

结论对揭示高原动物低氧适应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研究高原生物低氧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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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也为高原相关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的开发提供了研究基

础。该研究成果为青藏高原极端环境条件下动物的适应性进化提供了重要的分子

证据，同时也为开发和利用鼠兔 leptin 蛋白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

现实意义。 

宋秀岩在讲话中指出，青海正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省科技工作者肩

负着光荣使命。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攀科

技高峰，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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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SCI（IF>1）论文及代表性论文首页 

1. Zhao K, Duan ZY, Guo SC, Zhao XQ*. The youngest split in sympatric schizothoracine fish 

(Cyprinidae) is shaped by ecological adaptations in a Tibetan Plateau glacier lake. Molecular 

Ecology. 2009, 18(17):3616-3628.                                      (IF: 5.325) 

2. Wang LY, Abbott RJ, Zheng w, Chen P, Wang YJ*, Liu JQ*.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alpine 

plants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conitum gymnandrum (Ranunculaceae). 

Molecular Ecology. 2009, 18(4):709-721.                                (IF: 5.325) 

3. Duan Ziyuan, Zhao Kai, Peng Zuogang, Li Junbing, Diogo Rui, Zhao Xinquan*, He 

Shunping*.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of the Yellow River schizothoracine fishes 

(Cyprinidae): vicariance, expansion, and recent coalescence in response to the Quaternary 

environmental upheaval in the Tibetan Plateau.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2009, 

53: 1025-1031.                                                     (IF: 3.871) 

4. You JM*, Yan T, Zhao HX, Sun ZW, Xia L, Suo YR, Li YL. A sensitive fluorescence reage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ldehydes from alcoholic beverage using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09, 636(1):95-104. 

                                                                      (IF: 3.146) 

5. Hu ZM, Yu GR*, Zhou YL, Sun XM, Li YN, et al. Partitioning of evapotranspiration and its 

controls in four grasland ecosystems: Application of a two-source model.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09, 149(9):1410-1420.                              (IF: 3.114) 

6. Luo CY, Xu GP, Wang TF, Wang SP*, Lin XW, et al. Effects of grazing and experimental 

warming on DOC concentrations in the soil solu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9, 41(12):2493-2500.                        (IF: 2.926) 

7. Lin XW, Wang SP*, Ma XZ, Xu GP, Luo CY, Li YN, Jiang GM, Xie ZB. Fluxes of CO2, 

CH4 and N2O in an alpine meadow affected by yak excreta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uring summer grazing periods. Soil Bioloy and Biochemistry.2009, 41(4):718-725. 

                                                                      (IF: 2.926) 

8. You JM*, Zhao HX, Sun ZW, Xia L, Yan T, Suo YR, Li YL. Application of 

10-ethyl-acridine-3-sulfonyl chloride for HPLC determination of aliphatic amin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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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water using fluorescence and APCI-MS.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09, 

32(9):1351-1362.                                                    (IF: 2.746) 

9. Cao YB, Chen XQ*, Wang S, Chen XC, Wang XY, Chang JP, Du JZ. Growth hormone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naked carp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in Lake Qinghai.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2009, 161(3):400-406.                    (IF: 2.654) 

10. Zhou YB, Ye RR, Lu XF, Lin PC, Yang SB, Yue PP, Zhang CX, Peng M*. GC-MS analysis 

of liposoluble constituents from the stems of Cynomorium songaricum.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2009, 49(4):1097-1100.             (IF:2.629) 

11. Zhou DW, Zhou J, Meng LH, Wang QB, Xie H, Guan YC, Ma ZY, Zhong Y, Chen F*, Liu 

JQ*. Duplic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COR15 genes within the highly cold-toletant 

Draba lineage (Brassicaceae). Gene. 2009, 441(1-2):36-44.                  (IF: 2.578) 

12. Ling BP, Wang ZG, Zhang R, Meng XH, Liu YJ*, et al.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modified pyrimidines and purines with purine riboswitch.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09, 28(1):37-45.                                      (IF: 2.347) 

13. Wang ZG, Ling BP, Liu YJ*, et al.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tudies toward the 

binding of new natural phenolic marine inhibitors and aldose reductase.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09, 28 (2009) 162-169.                        (IF: 2.347) 

14. Wang YJ, Susanna A, RAAB-STRAUBE EV, Milne R, Liu JQ*. Island-like radiation of 

Saussurea (Asteraceae: Cardueae) triggered by uplifts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09, 97:893-903.                 (IF: 2.019) 

15. Wang CJ, Wang SP*, Zhou H. Influences of flavomycin, ropadiar and saponin on nutrent 

digestibility, rumen fermentation and methane emission from sheep. 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148(2-4):157-166.                                (IF: 1.882) 

16. Ci HX, Lin GH, Cai ZY, Tang LZ, Su JP*, Liu JQ*.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plateau pika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mtDNA sequence data. Journal of Zoology. 

2009, 279(4):396-403.                                                (IF: 1.669) 

17. Gao DH, Gao Q, Xu HY, Ma F, Zhao CM, Liu JQ*.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grandual 

drought stress in the diploid hybrid Pinus densata and its two parental species. Trees. 2009, 

23(4):717-728.                                                      (IF: 1.660) 

18. Zhang R, Wang ZG, Liu YJ*, et al.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tudi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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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of four imidazoline derivatives with potassium ion channel (Kir6.2). Molecular 

Simulation, 2009, 23:1-9.                                             (IF: 1.325) 

19. You JM*, Zhao HX, Sun ZW, Suo YR, Chen GG. 10-Ethyl-acridine-2-sulfonyl Chloride: A 

New Derivatization Agent for Enhancement of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of 

Estrogens in Urine. Chromatographia. 2009, 70(1-2):45-55.                  (IF: 1.312) 

20. Sun J, Li FQ, Xu WH, Chen GC*, et al. LC-ESI-MS Determination of 20 Free Amino Acids 

in Tibetan Medicine Gentiana dahurica with Pre-Column Fluorescence Derivatization. 

Chromatographia. 2009, 70:1627-1633.                                  (IF: 1.312) 

21. Li HG, Ren YM, Guo SC, Cheng L, Wang DP, Yang J, Chang ZJ*, Zhao XQ*. The Protein 

Level of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is increased in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Inhabiting High Al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 Part A, Ecological genetics and 

physiology. 2009, 311(2):134-141.                                      (IF:1.238) 

22. Cao YF, Ye RR, Wu JH, Bian JH*, Duszynski DW. Eimeria Spp. (Apicomplexa: Eimeriidae) 

from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from Haibei Area, Qinghai Province, China,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wo New Species.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2009, 95(5):1192-1196. 

                                                                      (IF: 1.165) 

23. Gao QB, Zhang DJ, Chen DY, Chen SL*, et al. Chloroplast DNA Phylogeography of 

Rhodiola alsia (Crassulaceae)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Botany. 2009, 87(11):1077-1088. 

                                                                       (IF: 1.07) 

24. Wang CT*, Long RJ, Wang QL, Jing ZC, Shi JJ. Changes in plant deversity, biomass and soil 

C, in alpine meadows at different degratation stages in the headwater region of three rivers, 

China.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09, 20(2):187-198.              (IF: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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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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陈世龙研究员。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70 位，其中 10 位

技术管理支撑人员。在读研究生和博士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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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 23 号 传真：0971-6143282 

邮编：810001 Email: hmzhong@nwip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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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