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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生态系统监测技术与优化管理模式培训班介绍 

一、培训的目的和作用 

生态监测是揭示自然现象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基本途径，能为评价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恢复重建生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依据。科技部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中对

野外生态监测研究站的战略定位、建设运行、发展规划、监测指标、技术规范、人才配备、考核评

估等都做了十分明确的规定。 

野外生态监测研究站是获取第一手长期定位观测数据、开展跨区域对比实验以及野外控制实验

与成果示范的核心基地；是开展多点协同观测与实验的有效组织模式；是支撑跨区域重大问题研究

的基础平台，是实现原创性突破并有效推动地学及生命科学等领域（学科）持续快速发展的可靠力

量；是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可靠手段，是拓展我国发展战略空间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前沿基地，

是开展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锻炼科技工作者开拓奉献与求真务实精神的坚实

熔炉，是弘扬科学道德的重要平台。合理布局野外生态监测研究站开展对生态环境长期定位观测和

研究，可以认识和预测区域范围内生态现象及其变化趋势，能为实施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开展流域

水环境和区域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典型生态功能退化区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发生态和

环境监测与预警技术提供重要有力的保障，并在评估和解决复杂环境问题上及生态预警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于生态监测具有应用的方法和技术的复杂性，涉及学科面的广泛性和专业性，监测的长期性

和连续性，监测指标、技术以及数据集成与共享的统一规范性等特点，所以就要求参与监测的人员

和数据管理人员必须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操作技术，掌握科学的试验方法，熟悉有关监测

法规、标准等技术文件。同时还要以极其负责任的态度保证监测数据的清晰、完整、准确，才能确

保监测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目前各野外生态监测站监测人员数量庞大且监测人员和数据管理人

员水平参差不齐。因而急需举办一个《生态系统监测技术与优化管理模式培训》精品培训项目来大

幅度全面系统的提高广大监测人员和数据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监测能力、研究能力和服务能力。

借此次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资助之机会来完成此重要之举，以期完成国家要求、

满足各级野外站的需求。 

二、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具有前瞻性、实用性和针对性，能在本领域内推广与持续应用。主要分五个单元： 

第一单元：国际生态系统监测最新进展 

系统全面地讲授国内外生态系统监测的最新进展。生态系统监测的发展历程、基本专业术

语、生态监测的重要意义、生态监测的特点与基本要求、生态监测的分类，生态连网监测的作

用、国际生态监测网络概况（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家级网络）、中国生态系统监测研究网络（中

国生物圈保护网络、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各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民间自然保护组织等）。 

第二单元：各级野外生态监测研究站概况 

阐述各级野外生态监测研究站的战略地位、发展思路、总体目标、建设布局和重点任务。

各级野外站的站点建设标准、监测场地、仪器设备、实验室建设、人员配备、监测指标体系、

数据质量控制和管理与共享等。野外站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保障措施、人才培养与团队建

设、考核评估和绩效激励、国际合作与开放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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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单元：各类生态系统的监测技术与规范 

重点讲授各生态要素（水分因子、土壤因子、大气因子、生物因子、水体因子）与各类生

态系统（农田生态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沼泽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的监测指标体系与技术规范。例如监测场地的

选取与建设、监测指标的遴选、监测仪器设备的配备、实时动态监测技术的集成、样品的采集

与保存技术、样品的分析技术、数据质量控制的方法和数据管理关键技术等。 

第四单元：生态监测仪器的操作演练 

讲授介绍各生态要素与各生态系统所使用的监测仪器的采购、管理、使用、维护、维修、

更新以及报废处理等相关规范。重点介绍实验室大型生态仪器以及野外监测仪器的使用方法和

操作规范。会分批分组将学员带到实验室参观仪器设备并实际操作演练、也会将部分仪器带到

野外，演示并让学员实际操作野外监测仪器，互动交流仪器使用过程中的各类具体问题。 

第五单元：生态系统监测数据的管理与共享 

重点讲授监测所获得的生态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例如数据的保存格式、数据编码、储存介

质、存储周期、传输方式、集成处理、使用权限、数据挖掘分析与共享应用、识产权保护和保

密规范管理等技术与规范。 

三、 培训主题 

1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创建及观测研究与示范  

2 国际生态系统监测研究网络新进展  

3 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和水通量观测技术 

4 生态系统水分、土壤、大气和生物监测技术与规范  

5 生态监测数据的管理、储存与共享 

6 农田、草原和湿地生态监测指标与技术集成  

7 无人机图像获取与处理技术  

四、 培训方式 

第一种方式：测评评估式 

本次培训展开之前会邀请相关专家遴选一些有关生态监测和生态站建设管理的试题，培训

前进行摸底测试和培训结束进行结业过关测试。 

第二种方式：重点内容讲授式 

培训中邀请国内外著名生态监测方面的专家、野外生态站站长、监测骨干人员、生态仪器

管理与操作人员、数据处理与共享专家，以课程的形式向学员讲授相关知识。 

第三种方式：小组研讨式 

以生态要素或生态系统类型为标准，分组研讨生态监测相关知识，交流生态监测经验。 

第四种方式：实验室观摩演练式 

将学员分组分批，带到各个实验室，由各个实验室仪器负责人带队观摩各种室内分析仪器

的操作，学员可以亲自动手掌握一些仪器的操作方法。 

第五种方式：野外实战演练式 

由相关专家带队到野外各种生态系统类型中实地考察，演练各类生态要素的监测技术与规

范，亲自动手学会一些生态监测仪器的操作。例如无人机技术、鸟类跟踪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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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承办单位简介 

1.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开始在资源与环境科学领域筹建野外观测与研究站，以期在全

国各地开展相关监测、实验和示范推广等科学研究工作。在前期野外观测研究站的基础上，1988 年

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简称 CERN）。 

CERN 的建立是我国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工作的一次飞跃，它克服了单个生态站监测与研究的

局限，使从单个站点到区域乃至国家尺度开展长期生态学监测与综合研究成为可能，为国家宏观决

策的制定提供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数据支撑。CERN 重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为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平台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成功范例。 

CERN 现有 1 个综合研究中心、5 个学科分中心（水分、土壤、大气、生物、水体）和 44 个野

外生态站。44 个生态站涵盖了我国所有生态系统类型，包括 16 个农田生态站、12 个森林生态站、2

个草原生态站、5 个荒漠生态站、4 个湖泊生态站、1 个沼泽生态站、3 个海湾生态站、1 个城市生

态站。 

2. 中国生态大讲堂(China Ecological Forum) 

中国生态大讲堂是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知名学术交流品牌，在国内外生态学界享有盛誉。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等主办，以“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想、展示新成果”

为宗旨，自 2005 年启动以来，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共邀请 500 多位中外知名学者做了学术报告。截

止到 2019 年 3 月，中国生态大讲堂已成功举办了 184 次学术报告、20 次学术研讨会和 3 次高级研

讨班，2 次国际培训班，4 次焦点论坛。累计参加人员 12000 人次。中国生态大讲堂出版了 5 本系列

丛书。目前，中国生态大讲堂已形成月度学术报告、春冬季学术专题研讨会、绿色培训计划和科普

讲座四个系列，促进了科学决策，为决策者、媒体、社会团体搭建与生态学界交流的沟通桥梁。2013

年 6 月，中国生态大讲堂被人事与社会保障部列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培训点，增

强了中国生态大讲堂培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