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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与适应性生态系统调控课题负责人会议召开 

地球化学研究所      

    4月27日，国家973计划“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与适应性生态系统调控”

项目课题负责人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由项目首席科学家刘丛强主持，项目课

题负责人王世杰、张信宝、郭珂、王克林、陈训研究员和杨瑞东、陈喜教授及

项目管理办公室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是在项目执行近两年，并通过中期评估之后召开的。会议主要内

容为：通报项目中期评估的总体情况；介绍专家们的评估意见和建议；研究各

课题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重点；讨论组织管理中的问题，以及落实科技部

关于项目和课题数据汇交任务等。 

    会上，项目首席科学家刘丛强在首先通报了项目中期评估的总体情况后，

详细地介绍了专家组评估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在自评阶段，专家组针对项目

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对项目未来的工作提出了以下建议：有关课题需要加强水

文地质研究；项目名称中有“调控”二字，应考虑选取1－2个示范区，为将来

成果推广奠定基础；对准与植物个体和斑块有关尺度的基质(土壤)水份和养分

的时空异质性定量研究，用以研究适应性；针对不同石漠化程度(阶段)的喀斯

特生态系统开展研究。在中期评估中，专家组原则上同意项目计划的调整方

案，并建议加强石漠化时空演化规律、石漠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生态适应性调

控模式的研究。各课题负责人一致认为：专家组对项目的总体评估意见客观、

公正、准确，切中要害，提出的建议中肯、可行，对项目今后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在研究各课题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重点时，各课题负责人在汇报前一

阶段工作进展的基础上，围绕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彼

此交换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同时也了解到其它课题与本课题间的关系，

大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作为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应努力向国

家目标靠拢，为国家和地方开展石漠化治理和修复提供咨询服务；加强对项目

研究成果的宣传以及与政府石漠化治理工作的沟通；应重视对前人在石漠化治

理和修复中经验、教训的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喀斯特山地树种

和物种优化配置方案，以及适应性生态系统调控方案应充分考虑具有经济、社

会、环境和生态效益；适应性调控研究应由六、七、八课题协同完成，研究区

域应重点放在贵州等。对一些难点问题，如石漠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碳酸



盐风化成土过程、速率和土粒来源的确定；土壤地下流失量的评估；五水循环

与石漠化关系的确定；养分变化过程及其与水、气和气候关系的确定；喀斯特

森林地下生物量的测定等，需要在研究方法或测定方法上有所突破。 

    刘丛强还传达了科技部关于国家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的通知

及暂行办法。刘丛强指出，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数据既是项目研究成

果的组成部分，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开展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与

分享，对促进科学数据的整合集成，增进国家科技投入的效益，提高我国科技

计划项目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课题组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此项工作，

要仔细阅读和研究暂行办法，积极支持和配合项目办公室完成本课题的数据汇

交工作。 

    会议还听取了各课题负责人对本课题组织管理情况的汇报。总的看来，各

课题组均在有序、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绝大多数课题组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

条例，与研究骨干签订了协议。但个别课题组还存在比较分散的现象。针对这

种情况，项目首席科学家将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条例，确保项目研究任务能按

期、圆满地完成。 

    此次会议结合项目中期评估专家组意见，深入研究了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方案，进一步加强了课题间的工作成果交流和学

术思想沟通，对促进课题间的交叉渗透和研究成果的集成整合、实现项目总体

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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