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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 

《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管理办法》的通知 

 

林科发〔2014〕9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

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

业局有关直属单位： 

为加强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以下简称“生

态站网”）及其所属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生

态站”）的建设和管理，保障生态站网高效规范运行，我局组织编

制了《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我局已建立的 140 个生态站作为生态站网成

员（详见附件）一并纳入管理，后续新入网的生态站将依本办法

定期予以公布。 

附件：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成员名单 

 

 

国家林业局 

2014 年 7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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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以下简

称生态站网）的建设与管理，保障科学持续发展和规范高效运行，

结合相关发展规划，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站网是以森林、湿地、荒漠三类陆地

生态系统为主要观测研究对象，由分布在全国典型生态区的若干陆

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生态站）构成的生态观

测网络体系。 

生态站是指按照国家林业局规划布局，符合建站要求，按照相

关程序加入生态站网的站点。 

第三条  生态站网是准确掌握国家生态状况、开展生态效益评

价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科学与数据平台，主

要承担数据积累、监测评估、科学研究等任务。 

（一）数据积累。对生态系统的基本生态要素进行长期连续观

测，收集、保存并定期提供数据信息。同时，根据业务需求，开展

专项数据观测。 

（二）监测评估。基于生态站观测数据，依据相关技术标准，

开展生态效益评价和生态服务功能量化评估；根据业务需要，监测、

评价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生态效益，科学反映林业生态建设成效。 

（三）科学研究。开展生态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支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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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程建设；分析研究观测数据，形成专项研究报告，为国家在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及参与国际谈判与履约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章 管理体系 

第四条  国家林业局负责生态站网的建设管理。具体工作由国

家林业局科技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开展。 

第五条  国家林业局生态定位观测网络中心（以下简称网络中

心）具体负责组织开展生态站网规划建设、运行管理、观测研究、

培训交流、标准制定等工作。 

第六条  根据所在区域、隶属关系及建设运行实际，生态站业

务管理由相关单位的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有关单位应加强监督管理，

在生态站基本建设、经费保障、组织机构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七条  生态站依托相关法人单位开展建设运行和观测研究。

依托单位根据职责不同，分为技术依托单位和建设依托单位。技术

依托单位负责生态站的规划布局、观测研究和管理运行；建设依托

单位负责具体基本建设和观测研究场所的保障。 

第三章 站网建设 

第八条  生态站网建设遵循“统筹规划，科学布局；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统一标准，规范运行；整合资源，开放共享”的原则。 

第九条  申请加入生态站网的站点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林业局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中长期发

展规划（2008—2020 年）》的重点和方向，在规划布局范围内。 

（二）具备基本运行条件和观测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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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单位的科技主管部门同意并支持建站。 

（四）具有固定的依托单位。技术依托单位须为省级以上或具

有相应水平的科研或教学单位。生态站技术依托、建设、土地使用

等涉及多个单位的，须有共建或合作协议。 

（五）具有相对稳定的观测研究团队和专职管理人员，生态站

固定工作人员一般不少于 10 人。 

（六）建设用地应为国有土地，可供生态站长期使用。 

第十条  拟加入生态站网的站点，由依托单位提出申请并编制

建站申请书，经相关单位的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网络中心。网

络中心汇总并初步审核后报国家林业局。 

第十一条  国家林业局指导网络中心组织开展初审、现场考察、

论证咨询等工作，论证通过后，由国家林业局公布加入生态站网的

成员名录。 

第十二条  生态站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命名和标识。生态站名称

由省级行政区、生态区域、生态类型等要素构成。 

第十三条  加入生态站网的生态站，可申请国家林业局基本建

设投资，其立项、投资计划安排及项目验收等按基本建设管理程序

管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须依据建站申请书编制。地方单位申请

国家建设资金时应提供配套资金支持。 

第十四条  国家林业局对生态站网在条件建设、日常运行等方

面给予长期稳定支持。生态站建设相关单位的科技主管部门及依托

单位应多渠道争取建设和运行经费，并在人才队伍的职级、职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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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 

第十五条  国家林业局根据区位重要性、能力水平等条件，在

典型生态区依托现有站筛选建设若干重点站，发挥辐射带动和标准

示范作用。 

第十六条  自筹资金建设或通过其他方式已建成的生态站，可

申请加入生态站网，网络中心根据规划布局和相关标准组织评估，

符合条件的，由国家林业局纳入生态站网统一管理。 

第十七条  网络中心根据区域布局和需要，逐步建立专业分网；

鼓励地方参照规划布局和相关标准，建立省级生态站及其网络，条

件具备的可申请作为分网加入生态站网体系。 

第四章  站网运行 

第十八条  生态站网依据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开展联网观测研究

工作，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生态站网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水

平。 

第十九条  生态站应保证观测场所长期稳定，制定仪器设备管

理、观测研究、档案管理等管理制度，加强人员技术培训，不断提

高观测水平，保证生态站科学规范运行。 

第二十条  生态站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完成观测任务，对观

测数据进行规范化整理、保存和上报。各站须于每年 1 月底向网络

中心及时报送上年度观测数据，必要时上报阶段观测数据。网络中

心应完善数据共享体系，推进数据共享规范、有序进行。生态站网

观测数据归国家所有，各站不得擅自发布数据成果或相关报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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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发布的，须报网络中心按有关规定批准。数据使用管理办法另行

制定。 

第二十一条  生态站应积极开展和参与科学研究、示范推广及

科普工作，加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第二十二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托生态站完成的研究成果

均应明确标注，专利申请、技术成果转让、申报奖励等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 

第五章 考  核 

第二十三条  网络中心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现场检查与集

中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对生态站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优秀的，

国家林业局在基建及科技项目、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第二十四条  对于考核不合格或长期管理混乱、未按要求报送

观测数据、不能保证数据质量且整改不力，或有重大弄虚作假、伪

造或瞒报行为的，取消其生态站网成员资格，并视情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追究依托单位及站长本人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9

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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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成员名单 

 

序号 名    称 业务管理单位 

1 北京燕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 

2 河北丰宁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河北省林业厅 

3 河北太行山东坡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 河北小五台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 河北塞罕坝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 山西太行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山西省林业厅 

7 内蒙古包头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内蒙古自治区 

林业厅 

8 内蒙古达拉特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9 内蒙古大青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 内蒙古多伦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 内蒙古鄂尔多斯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3 内蒙古呼伦贝尔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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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业务管理单位 

14 内蒙古吉兰泰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5 内蒙古赛罕乌拉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内蒙古自治区 

林业厅 
16 内蒙古特金罕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7 内蒙古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8 辽宁白石砬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辽宁省林业厅 

19 辽宁冰砬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0 辽宁辽东半岛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1 辽宁辽河平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2 辽宁双台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3 辽宁章古台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4 吉林查干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吉林省林业厅 

25 吉林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6 吉林莫莫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7 吉林松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8 吉林长白山西坡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29 黑龙江七台河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黑龙江省 

林业厅 30 黑龙江扎龙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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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业务管理单位 

31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上海市林业局 

32 上海崇明东滩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上海市林业局 

33 江苏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江苏省林业局 
34 江苏盐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35 浙江凤阳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浙江省林业厅 36 浙江天目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37 浙江西溪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38 安徽大别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安徽省林业厅 
39 安徽黄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0 福建长汀红壤丘陵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福建省林业厅 

41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2 福建泉州湾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3 福建武夷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4 江西九连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江西省林业厅 45 江西庐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6 江西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7 山东黄河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山东省林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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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业务管理单位 

48 山东青岛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49 山东泰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山东省林业厅 

50 河南黄淮海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河南省林业厅 

51 河南鸡公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2 河南禹州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3 河南原阳黄河故道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4 湖北大巴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湖北省林业厅 

55 湖北恩施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6 湖北洪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7 湖北神农架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58 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湖南省林业厅 59 湖南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0 湖南衡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1 广东东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广东省林业厅 

62 广东海丰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3 广东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4 广东汕头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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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业务管理单位 

65 广西北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广西壮族 

自治区林业厅 

66 广西大瑶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广西壮族 

自治区林业厅 
67 广西漓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8 广西友谊关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69 海南文昌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海南省林业厅 

70 重庆三峡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重庆市林业局 
71 重庆武陵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72 四川峨眉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四川省林业厅 
73 四川卧龙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74 贵州草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贵州省林业厅 75 贵州荔波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76 贵州黎平石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77 云南滇中高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云南省林业厅 

78 云南高黎贡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79 西藏林芝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西藏自治区 

林业厅 

80 陕西黄龙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陕西省林业厅 



 

— 12 — 

序号 名    称 业务管理单位 

81 陕西榆林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82 甘肃白龙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甘肃省林业厅 

83 甘肃敦煌西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甘肃省林业厅 

84 甘肃河西走廊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85 甘肃黑河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86 甘肃临泽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87 甘肃祁连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88 甘肃小陇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89 甘肃兴隆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90 青海大渡河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青海省林业厅 91 青海贵南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92 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93 宁夏贺兰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宁夏回族 

自治区林业厅 

94 新疆阿尔泰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林业厅 

95 新疆精河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96 新疆塔里木河胡杨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97 新疆天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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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业管理局 

99 黑龙江牡丹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黑龙江省 

森林工业总局 
100 黑龙江小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1 黑龙江雪乡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2 黑龙江嫩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大兴安岭 

林业集团公司 

103 北京汉石桥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 

104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5 广东湛江桉树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6 广东珠江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7 贵州普定石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8 海南霸王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09 海南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0 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1 河南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2 河南黄河小浪底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3 湖北秭归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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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华东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5 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6 库姆塔格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 

117 内蒙古磴口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8 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19 青海共和荒漠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0 青海三江源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1 山东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2 四川若尔盖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3 云南普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4 云南元谋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5 浙江杭州湾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6 浙江钱江源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7 重庆缙云山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北京林业大学 

128 宁夏盐池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29 山西吉县黄土高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30 山西太岳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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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首都圈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32 黑龙江凉水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东北林业大学 

133 黑龙江帽儿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东北林业大学 134 黑龙江漠河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35 黑龙江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36 江苏长江三角洲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南京林业大学 

137 湖南会同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 

138 云南玉溪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西南林业大学 
139 云南滇池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140 陕西秦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