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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

院 刊 ３０７２００３牗４牘

编者按 为加强中国科学院科研基地建设，促进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探索工作持续稳定发展，

最近，我院又批准成立了
''

个重点实验室。本刊将分期予以介绍。

中国科学院
新组建的重点实验室(一)

!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机械化重点实验室

""""""""

研究方向和内容 在理论方面，重点研究构造

性代数几何、构造性微分代数几何、构造性实代数

几何、符号计算、代数方程求解的混合算法、自动推

理、与理论物理中的机械化方法；在应用方面，侧重

研究信息安全与可靠性、计算机图形学与视觉中的

机械化算法及机器人中的机械化算法；在软件方

面，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智能软件。

发展目标 继续围绕“数学机械化”这一中心开

展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开拓新的

研究方向；力争对若干高科技研究的关键理论问题

取得突破；在学术交流方面继续与国外众多学术机

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方面，继续努力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脱颖而出，尽快成为学科带头

人。将实验室建设成为国际数学机械化研究、交流、

与人才培养的知名中心。

近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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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论著
''

部，其

中国外
%

部；论文
'*$

篇，其中国外
+$

篇；吴文俊

院士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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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项。

人员规模及组成 实验室固定人员
',

人，包括

院士
%

人，研究员
-

人，副研究员
*

人。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

人，“百人计划”
'

人。具有博士学位

的
'#

人。

实验室主任 高小山

学术委员会主任 万哲先

大气物理研究所东亚区域气候
.

环境重点实验室

""""""""

研究方向与内容 认识东亚区域季风环境系统

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和机理，发展未来
#$

—
/$

年区域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人类

有序适应的科学途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全球变化影响下东亚季风环

境系统整体异常的集成分析；人类有序活动的生态

环境效应的综合观测实验研究；区域环境系统突变

和极端事件发生规律研究。近期工作重点：以北方

干旱化这样国家需求的重大问题为对象，开展区域

环境系统集成研究；发展新一代区域环境系统集成

模式，提高模式对水土气生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

用的模拟能力；提出未来北方干旱化可能发展趋势

的定量估计。

发展目标 建成亚洲一流的全球变化区域环境



系统动力学研究实验室，保持在东亚区域环境系统

集成模拟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开拓人类有序

适应研究的新领域。

近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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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论文
!!$

篇，国

际会议特邀报告
!!

次。

人员规模及组成 实验室固定人员
%&

人，包括

院士
'

人，研究员
"

人，副研究员
(

人。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

人，“百人计划”
!

人。具有博士学位

的
%!

人。

实验室主任 延晓东

学术委员会主任 巢纪平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

*******

研究方向和内容 研究风沙运动规律、沙漠环境

及其演变、沙漠化（含沙尘暴）过程和防治。研究内

容
+*

风沙物理、沙漠环境、沙漠化过程、防沙工程原

理与技术。

发展目标 以我国沙漠和沙漠化地区为主要区

域，凝聚一批扎根西部、献身沙漠科学的科技人员，

开展研究和实践，为沙漠与沙漠化地区生态环境、

重大工程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原理。同时，广

泛开展国内国际合作，做出有特色和有国际影响的

研究成果；创建更好的学术气氛、研究实验条件、管

理和保障系统，努力建设成为一个从事沙漠与沙漠

化研究的世界一流实验室。

近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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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论文
,$$

余篇，

其中ＳＣＩ收录论文 -.

篇；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

项，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项。

人员规模及组成 实验室固定人员
%,

人，研究员

),

人，副研究员
/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

人，“百人计划”
&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

人。

实验室主任 王 涛

学术委员会主任 郑 度

电工研究所应用超导重点实验室

********

研究方向与内容 主要从事非理想第Ⅱ类超导

体在强电和强磁场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包括超导

电力科学技术和超导强磁场科学技术。主要研究内

容：实用超导材料的电磁物理基础；超导磁体物理

基础；超导电力技术的应用基础；超导强磁场应用

基础。

发展目标 将实验室建设成为我国超导强电应

用研究基地，在超导强电应用研究方面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能代表我国参与超导强电应用技术的国际

合作与竞争。实验室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水平要与国

际接轨。通过加强超导电力科学技术的研究，为实

现我国电力工业的长远发展战略提供技术基础。在

基于超导强磁场技术及其应用方面取得一系列有

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争取发展成为以发展超导电

力科学技术和探索超导强磁场新的应用为主的国

家实验室。

近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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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论文近
($

篇，

其中ＳＣＩ／ＥＩ收录 #(

篇，出版学术专著
)

本；获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项。

人员规模及组成 实验室固定人员
#)

人，包括

院士
)

人，研究员
"

人，博导
.

人，副研究员
/

人。

“百人计划”
)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

人。

实验室主任 肖立业

学术委员会主任 严陆光

（侯宏飞 供稿）

（相关图片请见彩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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