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

研究方向 2 高效灌排对农业水土环境的影响及调控

研究方向 3 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与技术

研究方向 4 /

研究方向 5 /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邵孝侯 研究方向 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

出生日期 1963.12.16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3年至

今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康绍忠 研究方向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

出生日期 1962.11.16 职称 院士 任职时间
2013年至

今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36篇 EI 12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1部 国外出版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

一等奖 0.14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942.5万元 纵向经费 286.4万元 横向经费 656.1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34项 授权数 10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35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7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人

短期 2人



长江学者
特聘人

讲座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人

青年千人计划 2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5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辛沛
期刊“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SCI）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32人 国外 20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3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农业水土工程 学科 2 农业生物环境

与能源工程
学科 3 土壤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53人 在读硕士生 196人

承担本科课程 600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720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1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项

实验室面积 5400M2 实验室网址 http://eidaswe.hh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0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
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2016年实验室在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高效灌排对农业水土环境
的影响及调控、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系列高水平
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共发表 SCI论文 36篇（数
据来源：河海大学科技处），EI论文 12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0项，国际国内
邀请报告共约 50人次。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以
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首个关于水利的综合性政策文件，
向全社会发出了大兴水利的明确信号，就是要抓住当前水利这个薄弱环节，解除
水利这个瓶颈制约，夯实农业水利这个重要基础，尽快扭转水利建设滞后的局面。

因此，实验室以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农业水利的需求为导向，积极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2016年度，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获得 2项国家和省部级
奖励，其中，徐俊增，杨士红两位教授等参与的项目《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
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徐俊增、缴锡云、杨士红三位教授等
参与的项目《高效节水灌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荣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上述重要成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创新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社会反响较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实验室在各个研究方向取得的工作进展简介如下：
（1）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方向：
2016年度发表 SCI论文 12篇，EI论文 4篇，出版专著 1部，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3项，新增专利申请 13项。
1）分析了植物修复、功能微生物和电动联合修复受污染农业水土的修复效

率，揭示了联合修复技术条件下，土壤重金属的迁移转化规律及机理。
2）深入研究了变化条件下土壤—地表水—地下水连续系统中农田特征污染

物迁移转化规律，确立了农业水土环境的安全指标及评价体系。
3）完善了南方灌区沟渠（河）边坡水土流失治理的综合防治模式与技术体



系。
（2）高效灌排对农业水土环境的影响及调控方向：
2015年度发表 SCI论文 11篇，EI论文 4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4项，新增

专利申请 11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1）深入研究了节水灌溉—控制排水—农田水土环境—区域水土环境的响应

过程与规律。
2）优化了基于水资源高效利用和农田生态环境效应改善为目标的灌排优化

模型及最优灌排模式；完善了高效灌排对农田生态风险的定量评价模型，优化了
节水灌溉－控制排水－沟网湿地系统的协同运行模式。

3）探索了设施次生盐渍化土壤的形成机理，提出了灌排与微生物联合修复
的技术方案。

（3）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与技术方向：
2015年度发表 SCI论文 13篇，EI论文 4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项，新增

专利申请 10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1）分析了农村缓流水体水质劣化的成因及控制对策；形成了微生物生态净

化剂的制备工艺并明确其在农村水产养殖水塘等缓流水体净化水质和生态清淤
的效应和机理。

2）完善了农业水权的制度设计及其转让理论与方法。
3）优化了节水灌溉条件下土壤水肥盐迁移模型，确立了不同尺度作物需水

信息指标的获取方法及尺度转化技术。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6年度实验室新增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等共计 65项，到位科研项目经费约 942.5

万元。其中，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青
年科学基金 2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江苏省水利计划项目等 12项，其
他横向项目 48项。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

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基于田间地下

水位调控的水

稻节水灌溉技

术研究

20165039912 徐俊增 2016/07-2020/1 50 国 家 重 点

研发计划

2

海涂盐碱地灌

排工程边坡水

盐运移及其对

浅层坡体失稳

的作用机制

20165033011 佘冬立 2017/01-2020/12 62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上）

3

基于蓝绿水视

角的稻田水资

源利用效率评

价方法研究

20165030511 操信春 2017/01-2019/12 2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年）

4

微咸水隔沟交

替灌溉的水盐

分布规律及作

物响应机理

20165030411 郭维华 2017/01-2019/12 19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年）

5

农村水产养殖

水体环境修复

的微生态制剂

研发与应用

BE2015705 邵孝侯 2015/01-2018/12 50
江 苏 省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6

灌区水资源配

置与水环境修

复关键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20155042112 邵孝侯 2015/01-2016/12 20
江 苏 省 水

利 科 技 项

目

7

EM 技术在蟹

糖养殖污水处

理及生态清淤

中的技术及推

广

20155042212 邵孝侯 2015/01-2016/12 20
江 苏 省 水

利 科 技 项

目



8

基于水生态文

明理论的农业

水资源高效利

用模式研究

514051912 张展羽 2014/11-2016/12 50 省 部 科 技

计划

9

农业汇水区周

丛生物反硝化

脱氮特征与面

源氮调控潜力

20165024811 佘冬立 2016/07-2019/12 10
江 苏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面上）

10

城镇化推进过

程中水问题及

对策研究与应

用

514044912 陈菁 2014/09-2016/09 50
公 益 性 行

业 科 研 专

项*

11
泵站测流关键

技术研究与设

备开发

515027212 郭相平 2015/09-2016/12 10
江 苏 省 水

利 科 技 项

目

12
滨海湿地生态

水文因子相互

作用

/ 辛沛 2014/01-2016/12 300
中组部“青

年 千 人 计

划”

13 海水入侵 / 鲁春辉 2015/01-2017/12 200
中组部“青

年 千 人 计

划”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
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
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 邵孝侯
鲁春辉，佘冬立，夏继
红，陈立华，常婷婷

2 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与
技术

张展羽
陈菁，缴锡云，徐俊增，

于永海，陈丹

3 高效灌排对农业水土环境的影响
及调控

俞双恩
郭相平，辛沛，邵光成，

杨士红，毛欣宇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邵孝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54 6

2 张展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60 6

3 俞双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56 6

4 陈 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 授 53 6

5 郭相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9 6

6 徐俊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0 6

7 缴锡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54 6

8 方部玲 研究人员 女 学士 研究员 60 6

9 佘冬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36 6

10 于永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8 6

11 夏继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7 6

12 辛 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6

13 鲁春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5 6

14 杨士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3 6

15 陈毓陵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副教授 53 6

16 朱成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6

17 殷国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4 6

18 王为木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9 邢文刚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副研究员 54 6

20 张 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6

21 刘 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3 6

22 陈 丹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6

23 周春天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副教授 59 6

24 冯宝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6

25 邵光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6

26 冯建刚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40 6

27 王振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5 6

28 翟亚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6

29 廖林仙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7 6

30 蒋元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7 5

31 陈立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6

32 郭维华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1 6

33 张 睿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1 6

34 王晓升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讲师 33 6

35 丁继辉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讲师 33 6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常婷婷
博士
后研
究人
员

女 30 / 中国 河海大学 2年

2 徐会连 访问
学者 男 60 研究员 加拿大 日本自然农法国

际研究开发中心 1个月

3 韩凤祥 访问
学者 男 55 教授 美国 美国杰克逊州立

大学 1个月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实验室主要依托水利水电学院的农业水土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土壤学、农业水土资源保护 4个二级学科。实验室的良好运行支撑了农业工程和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科学研究队伍的梯队建设，培养出具有
较强创新能力和国内外具有一定著名度的高水平的学者、专家，优化了教师结构，
主要表现为学科中高级职称人数不断增加，年发表论文质量和申请发明专利数量
逐渐上升，年出国进修教师人 6位。此外，实验室研究基地促进了学生将理论知
识与生产实际有机结合，起到了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
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人员积极承担河海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其中承担本科教
学任务的人员约 20人，开设主讲课程 29门，共计 600学时，具体包括《水土资
源规划与管理》、《农田水利学》、《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概预算》、《城市供排水
工程》《生态学导论》、《农业环境学》、《水问题论坛》、《水法规及技术规范》、《现
代灌排原理与技术》、《水景观》等；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的人员约 15人，开设
主讲课程 25门，共计 720学时，具体包括《土壤水动力学》、《农业水土环境》、
《现代灌排技术》、《灌区现代化管理》、《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地下水数值模
拟》、《试验设计及统计》、《泵站节能技术》、《环境生物技术》、《水土保持工程》
等。此外，陈丹老师在 2016年第五届全国水利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中获得
农水组特等奖。

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通过积极参与课程教学，开设课程《农
业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及参与博导讲座等方式将本实验室前沿研究情况和
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
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实验室运行以来，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出台一系列政策，从总体上提高了
实验室人才力量。2016年，有 3名教师晋升为副教授，王为木、刘慧、张洁、
冯宝平、廖林仙、徐俊增等多名教师出国进修；此外，朱成立副教授作为第八批
援疆干部继续担任新疆农业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青年教师陈立华在江苏沿
海开发集团挂职，30多位博士和硕士生依托本实验室的条件完成了学位论文。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
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2016年度，实验室研究生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
文 18篇，EI论文 5篇，以海报形式/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6人次。代表
性成果如下：

[1] Mao XY, Han FX, Shao XH. The distribution and elevated solubility of
lead, arsenic and cesium in contaminated paddy soil enhanced with the
electrokinetic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13(7):1641-1652. SCI检索.

[2] Mao XY, Han FX, Shao XH. Electro-kinetic remediation coupled with
phytoremediation to remove lead, arsenic and cesium from contaminated paddy
soil.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 Safety. 2016, 125: 16-24. SCI检索.

[3] Li YY, Shao XH, Sheng ZP. Water Conservation and Nitrogen Loading
Reduction Effects with Controlled and Mid-Gathering Irrigation in a Paddy Field.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6, 25(3):1-7.SCI检索.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发表会议论文 毛欣宇 博士

International Forum on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Fertilizer，

Hohai University

邵孝侯

2 海报 毛欣宇 博士 同上 邵孝侯

3 海报 陈 胜 博士 同上 郭相平

4 海报 冯根祥 博士 同上 张展羽

5 发表会议论文 李圆圆 博士 同上 邵孝侯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2016年度，根据《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研
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专家评审，共立项开放研究基金项目 3项，总经
费 7万元。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EM作用下稻
田排水沟渠底
泥氮磷吸附特
征研究

2.5 刘力奂 讲师
湖南水利水电
职业技术学院

2016.10-2017.10

2

生态护坡对平
原沙土区河坡
稳定影响研究

2.5 金 秋 副研究员
江苏省水利科
学研究院

2016.10-2017.10

3

小流域农业面
源产汇流过程
模拟及其控制
措施研究

3.0 谈俊益
高 级 工 程
师

江苏省工程咨
询中心

2016.10-2017.10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首届中国土壤·水生态环
境修护与环境友好型肥
料国际论坛

河海大学 / 2016 200 全球性

2
数字信息化灌溉新技术
高峰论坛暨高效节水灌
溉建设项目对接会

中国水利研究中
心

/ 2016 150
全国
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
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
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2016年，实验室举办 1个国际学术会议，参加 13个国内外会议。
实验室与中国绿色生态环境修护联盟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土壤·水生态环境

修护与环境友好型肥料国际论坛”。大会邀请了中国绿色生态环境修护联盟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欧阳平凯教授、中国绿色生态环境修
护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宋国成先生、秘书长李霞女士、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林先
贵研究员、杨劲松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江苏省土壤
学会理事长徐国华教授、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区划所所长王道龙研究员、江苏
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站长管永祥研究员、首席专家殷广德研究院、中国
绿色农业联盟主席刘连馥先生、农业部原种植司副司长段继贤研究员、美国杰克
逊州立大学博导韩凤祥教授等 200余人汇聚一堂。论坛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农业水
土环境保护、生态水利、生态农业、农业节水减排控污技术、农田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土壤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标准等领域的学术问题。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极
大地提升了河海大学在国内外水土环境保护和生态水利、农业领域的学术影响
力。

2016年度实验室出访 12人次，其中教师 8人，研究生 5人。共接待日常来
访学者 52人次，其中境外 20人次，全年用于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经费约 20

万。
其中邵孝侯教授和常婷婷博士受邀参加了 2016年度美国农业与生物工程师

学会国际学术年会，分别做了题为“Influence of subsurface drainage on soil salinity,
soil moisture, and summer tomato yield in a low-lying greenhouse soil, China ”和
“Effects of organic fertilizer on evaporation under different saline soils”的学术论文报
告。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2016年度，实验室举办了 1次国际会议，除邀请国内外学术同行外，还邀
请了行业知名企业、基层科研单位等人员参加，实验室多位学术骨干做了学术报
告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交流讨论，促进了实验室科研成果的传播，效果显著。此外，
实验室还积极同企业联合申报项目，促进科研成果的应用和生产。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康绍忠 男 院士 54 中国农业大学 否

2 茆 智 男 院士 84 武汉大学 否

3 蔡道基 男 院士 81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否

4 吴普特 男 教授 5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否

5 段爱旺 男 研究
员

53 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否

6 胡 锋 男 教授 53 南京农业大学 否

7 李萍萍 女 教授 60 江苏大学 否

8 倪文进 男 教高 48 水利部农水司 否

9 程吉林 男 教授 53 扬州大学 否

10 郑绍建 男 教授 51 浙江大学 否

11 杨劲松 男
研究
员

58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否

12 吴吉春 男 教授 48 南京大学 否

13 Larry
Brown 男 教授 66 美国俄亥我州立大学 是

14 王 超 男 院士 58 河海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河海大学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2016年年会于 12月 21日上午 9点在河海大学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学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康绍忠院士、副主任委员茆智院士和学术委员会的吴普特教授、段
爱旺研究员、胡锋教授、李萍萍教授、倪文进教高、程吉林教授、郑绍健教授、
杨劲松研究员、吴吉春教授一同出席，重点实验室的张展羽教授、邵孝侯教授、
俞双恩教授和陈菁教授等 40余人一同参加了会议。

学术委员会听取了重点实验室主任邵孝侯教授作的“2016年度南方地区高效
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作进展”的汇报。邵孝侯教授重点就实
验室总体定位与研究方向、年度科研成果、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



作、实验室平台建设与下一年度工作规划等进行了汇报。
与会专家对实验室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2016年度实验

室在平台建设、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仪器设备条件
先进；科研团队结构合理、制度完善、运行高效；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经费
大幅增长、发表的论文质量也在逐年提高，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显著增加，国际
合作不断深入，国内外人才培养成绩卓著。

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学术委员会也对实验室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
议：实验室要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定位，在保持原有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注重十
三五期间的国家需求，加强研究和学科交叉；在标志性成果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提升实验室的核心竞争力，在人才引进和培养、经费投入、硬件条件等方面学校
要加大支持力度，支持实验室的发展，力求取得更多创新成果。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2016年度，河海大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60万元，学
校优势学科平台资助 40万元，主要用于设立 2016年度开放课题、支持实验室日
常工作的正常运行，以进行必要的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
件。经费用于 2016年度开放课题、2016年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外专家来
访费、实验室及设备维修与改造等。

学校院系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研究生培养和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均紧密
结合了实验室的发展目标，给予优先支持。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
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2016年度，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参照《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
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设施有偿使用办法》进行，在满足教学任务（含本科
生、研究生实验教学，及本科生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所需实验教学）之外的所有
实验项目为有偿开放共享，按照收费标准执行。此外，实验室对压力膜仪、光合
仪等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以满足研究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