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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的前身系

1940 年 8 月在重庆北碚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1958 年更名为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1987 年改为现名。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

任美锷、周立三曾先后担任过所长。 

研究所是全国唯一以湖泊-流域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综合研究机构，

主导着中国湖泊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所

面向学科前沿和国家需求，长期聚焦湖泊-流域关键过程与多要素相

互作用机理、湖泊-流域系统演变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与综合管理两

大基础科学问题；围绕湖泊生态系统演化、湖泊环境治理、流域地理

与可持续发展三大学科领域，着力发展湖泊沉积与环境演变、湖泊生

物与生态、物理湖泊与水文、湖泊环境与工程、湖泊-流域过程与调控、

流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区域人文经济地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八个

研究方向，满足国家在湖泊-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区域可持续发

展规划与评估两个应用研究领域的重大需求，奠定研究所在国家科技

创新体系中引领湖泊-流域科学创新发展的地位。 



2021 年，研究所广大干部职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

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党组重大决策部署，创

新管理，激励全所职工以实际行动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 

2021 年，研究所统筹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和国重重组。在分

析当前国家发展要求、学科发展态势和总结“十三五”经验成效的基

础上，加强谋划和研讨，明确研究所“十四五”时期发展的使命定位

和发展思路，凝练主攻方向和重大科研任务、新兴前沿方向和未来技

术，高质量编制完成“十四五”规划。同时，不断凝练国重重组的学

科方向、科技布局、发展目标，初步制定完成国重重组方案。重组后，

国重名称将由 “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调整为“湖泊环境与流

域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加突出国家需求导向，突出学科

特色优势。重组后的国重将聚焦湖泊形成与环境演变、湖泊环境与生

态修复、湖泊流域过程与效应、流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四个研究方向。 

2021 年，研究所共有在研科研项目 547 项（包括新增项目 264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 项、重大

项目课题 1 项、重点项目 5 项（新增 1 项）、联合重点项目 3 项（新

增 5 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 项（新增 1 项）、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3 项、面上项目 106 项（新增 27 项）；主持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 6 项（新增 1 项）、课题 6 项；主持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1 项、课题 2 项；主持第二次青藏科考专题 1 项；主持中科院美丽中

国先导专项 1 项，专题 1 项，课题及子课题 15 项。主持院重点部署

项目 2 项，STS 区域重点项目 2 项、院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2 项、院



PIFI 人才项目 5 项、院科普项目 2 项。 

2021 年，研究所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5 项，其中“大型水库水生态

环境演变机制与水质安全保障”获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二等奖、《湖泊

科普系列丛书》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科普类）、 “湖泊蓝藻颗粒团

聚过程与消除关键技术研究”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二等奖、“浅水湖泊

鱼类资源与水环境协同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科学技术一等奖、“长江典型水域水环境与水生态监测技术创新

与应用”获长江科学技术一等奖。 

2021 年研究所以第一单位发表论文 326 篇，其中 SCI 论文收录 

234 篇，一区和二区高质量论文 133 篇；出版专著 9 部；申请专利 34

件，其中发明专利 33 件；授权专利 47 件，其中发明专利 37 件；申

请软件著作权登记 33 件。 

2021 年，研究所积极服务国家需求。太湖水专项成果“太湖流域

水污染与治理成套技术”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作为

主要技术单位编制的全国首部都市圈发展规划《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

由国家发改委同意发布实施；推进完成太湖、鄱阳湖、巢湖、滇池等

十个重要湖泊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为中国湖泊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牵头编制的《全球典型湖泊生态环境状况》正式发布并在新闻联播播

出；聚焦长江保护修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城市群洪水灾害应对防

范等，10 余篇咨询报告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采纳。 

2021 年，研究所积极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地方政府部门、

高校及相关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7 份；联合国内优势单位共建湖泊流域

科学创新联盟，发起成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合作研究联盟”，

受聘为长三角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合作智库。 



截止 2021 年底，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270 人。其中科研人员 206

人，管理人员 31 人，支撑人员 24 人，包括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师 56

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87 人。现有国家级各类人才计划

获得者 16 人。 

研究所是 198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自然地理学硕士学位

授予权单位之一，现设有地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2 个一级学科博士

研究生培养点，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环境科学等 4 个二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点，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

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环境科学等 4 个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

养点以及资源与环境类别工程硕士（环境工程、城市与区域规划 2 个

研究方向）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点，并设有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共有在学研究生 230 人，其中硕士 102 人，博士 128 人

（含留学生 5 人）。 

研究所现设有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

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湖泊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实验室、所

级公共技术中心、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心以及 7 个湖泊野外观测站

{含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国家站）、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研究站

（国家站）、抚仙湖高原深水湖泊研究站、呼伦湖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研究站、天目湖流域生态观测研究站、东非大湖与城市生态研究站、

千岛湖生态系统研究站}等科研支撑平台，其中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

研究站 2021 年入选为国家级野外台站。现有 5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

设备 130 台/套。 

2021 年，研究所完成资产管理公司南京中科地湖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设立工作；参股企业中科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中



科水治理有限公司预计年产值共 4.89 亿元，利润额 1.63 亿元。 

研究所目前是江苏省海洋湖沼学会、江苏省地理学会、江苏省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地理学会长江分会、中国地理学会湖泊

与湿地分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湖泊分会、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生

态环境演化分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沉积物环境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

主办《湖泊科学》学术期刊。图书馆馆藏图书期刊约 10 万册，各种

地形图约 3 万幅，航卫片 5 万余张；馆藏地方志 4200 余种 44000 多

册，其中善本 897 种，孤本二十余种；2021 年入选江苏省重点古籍保

护单位。 

（撰稿：孙昊 审稿：陈亚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