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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哀牢山站一个研究项目喜获云南省基金资助 

在云南省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评审中，哀牢山站有 1个项目喜获 2005年度云南省基
金资助。获资助的云南省基金项目是我园邹晓明研究员主持的项目《哀牢山常绿阔叶

林土壤生态过程对二氧化碳释放的影响》。 
邹晓明博士系美国波多黎各大学热带生态系统研究所教授，同时被我园聘为研究员、创

新研究组组长和博士生导师，邹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哀牢山站承担着我园的“百人计

划”项目和版纳植物园哀牢山站研究基金等项目。 

哀牢山站示范项目的实施进展顺利 
10月 11-15日，哀牢山站示范项目组的蔡传涛副研究员到景东县检查和布置示范项目的

工作，去年在太忠乡和龙街乡种植的灯台树，今年 5月对部分死亡的种苗进行了一次补种，
现在长势良好；对于在海拔 2000米左右，布置进行核桃—野生蔬菜—药材模式的示范，具
体讲解了技术要求，并落实了土地、农户和实施时间等问题。在景东蔡传涛副研究员还考察

了哀牢山站的示范基地，对示范基地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示范项目的成员单位景东科技局、保护局、太忠乡和龙街乡与哀牢山站的科技人员参加

了本次考察工作。 

网络监测 
哀牢山站完成植物样地的监测复查工作 

经过 11-12 月的艰苦野外工作，哀牢山站圆满完成了 2005 年的植物样地的野外调查工

作，2004 年我站就对所有的植物样地进行了监测调查工作，今年是 CERN的监测大年，所
有项目都需要进行监测，所以在去年植物监测数据的基础上，今年又认真的进行了复查，取

得了较好的结果。本次植物样地的调查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重视，由哀牢山站首席科学家曹敏

研究员亲自主持，房辉、郑征副研究员到站参加野外工作，站上全体人员积极参与。 

哀牢山消息 

国家科技部批准哀牢山站为国家野外站 
12 月 14 日，科技部下发了“关于批准建设河北沽源草地生态系统等 36 个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的通知”，哀牢山站正式被批准成为国家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名称为：云南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哀牢山站于 1981 年建立，2000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创新基地，2002 年加入中国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CERN），进入国家野外站行列以后，哀牢山站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机遇
和动力，哀牢山站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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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领导关心野外台站的文体生活 
哀牢山的自然植被是保护完好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繁茂连片、林相完整更兼

结构复杂，其性质之原始、面积之广大、保存之完好、人为干扰之少实属罕见，是开展森林

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理想场所。 
由于哀牢山站建立在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即哀牢山保护区内的原始森林中，距离县城

60 公里，给职工的文化生活带来不方便，我园领导关心职工的文化生活，年内给站上配备
了“红双喜”牌子的乒乓球桌一套，卡拉 OK 机(包括功放机\DVD 机和音箱等)一套，在过
年过节与平常时间，站上的职工与到站工作的科学家和研究生可以进行联欢活动,丰富了在
站职工的文化生活。 

云南省林业专家到哀牢山站考察 
国庆节期间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大理分院副院长张正全和管亚东高级工程师等

一行到哀牢山进行林业规划与调查（云南省政府委托的项目），在工作期间到哀牢山站考察，

刘玉洪站长与客人们进行了一些工作上的交流，大家表示今后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如吸

引我站的科学家参与规划设计院的研究项目，到规划设计院讲课、培训等；规划设计院是国

家有关林业数据资料发布的权威结构，有丰富的林业基础数据与资料，可以提供给哀牢山站

为科学研究服务，以前出版的图书资料也将赠送哀牢山站收藏。 

青年科学家刘吉开研究员到哀牢山站考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青年科学家刘吉开研究员率领研究生一行 10 人，8月初

到哀牢山生态站考察。利用哀牢山丰富的高等真菌资源，通过化学成分研究、活性筛选、发

酵等，寻找具有生物活性的新的物质，为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打下良好基础。刘吉开研究员还

把他们研究团组 2005 年发表的有关哀牢山的研究成果（4 篇 SCI 论文）及他的专著《高等

真菌化学》赠送哀牢山站资料室收藏。  

刘吉开研究员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博士，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已发表论文 100 余篇（SCI 收录 80 篇），申请国内外专利 9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

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等。 

我园青年科学家李庆军研究员到哀牢山站考察 

我园青年科学家李庆军研究员，10月 22—29日率领其研究组及研究生一行 8人到哀牢山站
考察，在站期间研究组进行了学习与休整，对哀牢山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表示明年将吸引

国内外科学家到哀牢山站开展联合研究工作，今后每年都组织研究组及研究生到哀牢山站进

行休整，研讨研究组的工作，在站讨论、修改和撰写研究论文等。李庆军研究员在哀牢山期

间，为站上的工作人员与研究生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研究组与站全体人员进行了联欢活动，

并且还受到景东县政府李启荣副县长和景东保护局李颜勇局长、李江林副局长等地方领导的

欢迎。 
青年科学家李庆军系我园创新基地“植物繁殖生物学研究组”组长、首席研究员、博士、

博士生导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研究方向是繁殖生物学：传粉生物学、植物交配

系统及其演化，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在世界上首次系统研究和命名了一种新的植物远交机制

—卷曲花柱性(Flexistyly)，研究成果已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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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学院韩联宪教授向哀牢山站赠书 

西南林学院韩联宪教授近期将他编写的科普图书《和鸟类学家韩联宪一起观鸟》和他参

与编写的科技书籍《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定位监测》、《菜阳河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国家自

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探索与实践》赠送给哀牢山站资料室收藏。韩联宪教授

曾经多次到哀牢山站考察，一直特别关心哀牢山站的研究工作与建设，现在韩教授被哀牢山

站聘请为鸟类监测的专家，承担哀牢山站的动物监测和研究工作。 

韩联宪，西南林学院动物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聪明雉科专家

组成员，云南省动物学会理事，昆明鸟类协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鸟类为主的野生动物保护

教学和研究。先后发表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五十多篇。参与编写出版学术专著 8本。业余时

间从事科普写作，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约三百篇科普文章和五百多幅照片。长期在阿

尔金山、祁连山、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横断山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事动物学研究。 

哀牢山站和哀牢山保护局联合考察科普旅游线路 

哀牢山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全长 500余公里，在景东县境内长 87公里，从
山麓到山顶部的相对海拔高度在 1000多米，具有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气候资源丰富，所
以导致生物资源也十分丰富，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旅游资源。 
哀牢山杜鹃湖的自然风光、奇特的森林景观，是罕见和宝贵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吸引了

不少自发到此游览的人，急需对到哀牢山的旅游者进行旅游线路的规范和科学的引导，增加

科普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的内涵，减轻人类对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的压力。 
科普旅游示范的内容：哀牢山杜鹃湖科普旅游示范区、人工植物园示范景区、科学研究

区的规划与具体实施和科普知识的展示及科普书籍的编写与出版。 
9月中旬，哀牢山站和哀牢山保护局先期进行了科普旅游线路的考察，为哀牢山杜鹃湖

科普旅游示范项目的立项进行准备工作。参加考察的人员有哀牢山站的罗成昌、杨文争、刘

玉洪站长及哀牢山保护局李江林副局长、肖德兵工程师和鲁成荣工程师等。 

西双版纳水文水资源分局的科技人员到哀牢山站考察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西双版纳分局杨翠元局长、卢海工程师、王亿春工程师等一行，于

11月 22日，专程从西双版纳到哀牢山生态站考察。 
哀牢山站的水质监测项目，从 2003年以来就一直委托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西双版纳分

局协助分析。在哀牢山站期间，刘玉洪站长陪同客人考察了监测样地，特别参观了水分观测

场，回答了客人们的询问。通过考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加强合作，

特别是监测数据的共享及科研项目的合作等。 

哀牢山站积极参与哀牢山保护局黑长臂猿野外调查 

在 “世界黑冠长臂猿之乡．银生古城 — 景东彝族自治县”成立 20周年前夕，景东保
护局在哀牢山和无量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组织了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黑长臂

猿种群数量与分布调查”，在哀牢山站附近的野外调查工作，哀牢山站积极参与，派出站上

最有经验的罗成昌作为向导参与考察的全过程。考察结果在哀牢山站附近，听到有 3群黑长
臂猿活动；在本次考察中听到有 9群黑长臂猿在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内活动。 
由于近年来哀牢山保护局的优异工作，哀牢山保护区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做得较好，哀牢

山站也主动参与到保护的行列中，所以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数量在增加，哀牢山站附近经常

能见到马鹿、麂子等大动物，最近站上职工还见到黑熊等。这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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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科技处领导到哀牢山站考察示范项目 

在哀牢山站所在地“世界黑冠长臂猿之乡．银生古城 — 景东彝族自治县”成立 20周
年的庆祝之日，科技处施捍副处长和哀牢山站刘玉洪站长代表我园参加了景东的县庆活动，

与景东县的有关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祝贺景东 2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感谢景东县
长期对哀牢山站的支持。 
在活动期间施捍副处长还到哀牢山站在景东的试验示范基地考察，详细了解示范项目的

执行情况。陪同施捍副处长考察的有刘玉洪站长和景东保护局李江林副局长等有关人员。 

移动手机信号开通到了哀牢山上 
哀牢山生态站建立在远离城市、远离人群，接近自然,即哀牢山保护区内的原始森林中，

距离县城 60 公里，由于是在原始森林中,给生活带来不方便，没有了城市里应该有的现代文

明,曾经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公路,昨天还没有手机信号.  

由于哀牢山站的发展，移动公司专门为哀牢山站修建了移动基站,在景东彝族自治县成

立 20 周年前夕，移动手机信号终于开通到了哀牢山站，移动基站的建设得到了景东县政府

周生志副县长、太忠乡冯周斌书记、杨闯乡长和移动公司朱勇经理等领导的支持。 

我们在发展，我们在进步，但是我们还希望这里不要变化,或者少变化,尽量的少受人为

的干扰,保持着这一片真正自然的净土。 

哀牢山保护局领导到哀牢山站与科技人员联欢 

12月 28日哀牢山保护局的李颜勇局长和李江林副局长带领保护局中层干部与科技人员
一行 10余人到哀牢山站与在站的科技人员联欢，辞旧迎新。哀牢山保护局多年来给哀牢山
站很多支持，在监测、研究和试验示范工作有较多的合作，近期还帮助维修到站的公路，在

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大家表示今后将加强合作，保护好哀牢山这一片真正自然的净土。 

CFERN 管理中心首席专家王兵研究员到哀牢山站考察 

CFERN管理中心首席专家、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站站长王兵研究员于 12月 26-27日专
程到哀牢山站考察，王兵研究员在哀牢山上考察了哀牢山站的监测样地，与站上的科技人员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哀牢山站的工作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并表示今后将加强站与

站之间的科研合作。王兵研究员在景东受到哀牢山保护局和景东林业局等领导的欢迎。 

美国科学家到哀牢山生态站考察 
来自美国波多黎各（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大学和犹他州立大学的教授和研究

生一行 9人于 2005 年 7 月 18 日到哀牢山生态站考察，考察期间由我园研究员邹晓明博士和

刘玉洪站长陪同。通过在哀牢山的考察，美国科学家对哀牢山生态站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

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今后将努力寻求国际和国内资

助到哀牢山生态站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通过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有助于促进今后哀

牢山生态站的国际合作，提高生态学的研究水平，把哀牢山生态站建成为国际亚热带研究的

重要台站之一。 

与美国科学家同行到哀牢山生态站考察的还有CERN鹤山站的站长傅声雷博士，傅声雷站

长表示今后将加强与哀牢山生态站之间的合作研究。 

美国科学家到哀牢山生态站考察期间，在景东县城受到景东县政府毕廷村县长等的欢

迎，宾主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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