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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举行重点实验室启动仪式 
 

2009 年 3月 6日，“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

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和“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

重点实验室”（以下统称“重点实验室”）在成都生物所正

式揭牌，标志着这

两个重点实验室的

启动实施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启动仪式由成都生物所副所长张国林主持。中国科学院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副局长苏荣辉、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

罗治平共同为重点实验室揭牌。罗治平副厅长和苏荣辉副局

长分别代表四川省科技厅和中科院生物局致辞，对重点实验

室的正式挂牌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重点实验室在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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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的大力支持下，

加快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

设，树立更高的发展目标，

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重点实验室主任、成都生物所所长吴宁研究员代表研究

所和重点实验室感谢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科技厅长期以来

的大力支持，对各位嘉宾和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们远道而

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成都生物所将以重点实验室的挂

牌为契机，树立更高更远的目标，不断开拓进取，为国家的

西部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山地

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

用重点实验室”和“生

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

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是分别经中国科学院和

四川科技厅批准建立的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

省重点实验室”于 2008 年 1 月正式批准成立，运行一年多

来，在成果产出、项目争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国际合

作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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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于 2008 年 12 月正式批准成

立。这两个重点实验室紧密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重点瞄准横断山区和

长江上游山地生态退化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退化生态系

统恢复与重建的过程与机理研究；以西南山区丰富的生物资

源为基础，在发展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的同时，开展特

色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为我国山区生态建设与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重点实验室现拥有 10 个研究团

组，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科技队伍，长期奋斗在我国

西部山区，致力于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控制技

术，以及西部山区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在恢复生态学、

山地生态系统格局和动态对人为干扰响应以及全球变化生

态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成都生物所党委书记汪光泽、副所长叶彦，来自所内外

的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成都生物所职能部门和科研

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实验室工作人员共同参加了启动仪式。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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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首次学术委员会 
在成都生物所召开 

 

2009 年 3 月 6 日，“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

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和“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

重点实验室”（以下统称“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首次学

术委员会在成都生物所召开。 

成都生物所所长吴宁研究员宣布了生态恢复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对与会的各位委员表示感谢，

希望各位委

员多为实验

室的发展献

计献策。本

届学术委员

会由来自国

内的 10 多位知名专家组成，主任由昆明动物所张亚平院士

担任，副主任由成都生物所吴宁研究员和刘庆研究员担任。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庆研究员向与

会专家介绍了实验室的学科方向、人才队伍建设等基本情况

及近年来取得的主要科技成就。 

中科院生物局苏荣辉副局长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他表示，成都生物所通过积极努力争取到院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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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体现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希望重点实验室以

此为契机，确立更长远的发展目

标，突出实验室的自身特色，为早

日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努力。

他指出，决定实验室发展速度和水

平高低的根本问题是人才问题。重点实验室必须不断加强团

队群的建设，同时争取更大的科研产出。他强调，要加强生

物资源利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

育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结合，利用地震后形成的

天然实验地做好灾后生态恢复重建模式和机理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任海研究员、版纳植物园曹敏研究

员、植物所董鸣研究员，西南大学曾波教授、四川省林科院

王金锡研究员、绵阳师范学院苏智先教授等学术委员会成员

就实验室的发展方向、研究内容和目标、管理体制、评价体

系、国内外合作等进行了踊跃发言，为实验室的发展献计献

策，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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