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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3 月 6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以下简称"环发所")由最初的一个农业气象研究组起步，经过跨越世

纪的艰难创业，发展成为现在声名远播、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非营利

科研机构，走过的是一条服务国家农业重大需求、专注科学发现和技术

创新、培育农业科技英才的自强不息的发展壮大之路，其间风雨沧桑，

所事沉浮，难以尽数。

2013 年，环发所迎来了她的 60 华诞，这是研究所发展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全面反映和梳理编整研究所 60 个春秋的变迁史和风雨路

程，以史为鉴，薪火相传，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环发所领

导班子研究决定编篡《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所志 0953-2013ìì ( 以下简称《所志 ìì) • 同时成立《所志》编篡委员

会，搜集线索，整理资料。编篡过程中，编写组成员和参编人员本着

求真务实的态度，在编排体例和内容上力求科学、系统、完整、准确，

编写形式采用语文体，以记叙为主，直陈史实。考虑到部分史实因年

事久远，无从查找档案，见证人难免出现记忆失误，故采编时，对有

旁证者则直录入书，对无旁证者只好暂付阙如。

经过参编人员及全所职工一年多的披沙拣金、集腋成袭和团结协

作，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本 70 多万字的《所志》终于付梓出版了。

在编写过程中，篇章曾数易其稿，甚至完全重写，不少老同志将他

们珍藏多年的历史资料无偿捐献出来，大大丰富了《所志》内容。如果

不是大家众志成城、配合默契，是很难完成这一部《所志》的。

《所志》的编辑出版，是对环发所 60 年发展历史和成就的一次回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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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广大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了解环发所、认识环发所提供了详实的参

考资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黄金无足赤，白玉有微瑕。尽管我们在《所志》编篡过程中力求科

学完善，但仍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O

编慕委员会

2013 年 11 月



序言

概述...................................................................................... ……………….... 1 

第一章历史沿革......…………….............….......………….........……...............…………;;

一、初j创时期 0953. ]05日年..............................................................……………… 5

二、芒部门介作时期 (]!)S7.]960 年) ………………………………… …………………….. 5 

气、原子能利用研究所代告时期( ) 川)-]963 年) ………………………·……….................. 6 

四、恢复院直属研究室时期 (1963--1970 年) ……………………………………………………… 6 

五、下放北京市时期( 1970-)978 年) …………………………………........………………. 6 

六、问归巾同农收科学院时期( ]978--1990 年) ……………………………………........………. 7 

七、更名为农业气象研究所时期( 1990--2001 年) ………………….......……………………….. 7 

八、组建为农收环境与 11[恃续发展研究所 (2002-- )…………………………………………….. 9 

第二章科学研究……………….........……·………………………………………………'ll

第一节农业气象基础研究
一、作物气象研究…………………………………………………………………………........…… 11

二、农田小气候研究……………………….. ........ ...... ... ......... ...... ......... ... ...... ......... ...... 12 

一〈、农业气象仪器研制与现测方法研究………….........................................…........…… .13

第二节农业气候研究…………………........……·…….......……... ....... .. ...... ... . .. ... 1/1 

」、农业气候资源研究……………………………………………………………………….. 14 

二、畜牧生态气候研究-

第二二节 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一、气候变化情景构哇..

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四

二、远山气候变化实践………….............................................……........……………..四

四、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控制实验研究·

五、气候变化对两藏藏北草地影响研究……………………………………………………………. 20 

六、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清单编制……

七、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研究……..

八、气候变化外交政策支撑研究…………·…………………………………………........……. 22 

第四节农业气象灾害与减灾技术研究…
\霜冻害研究………………… …………………………………........…………………………. 23 

二、十平研究……………………………………………………………………………........……… 24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志

In~litlll f' of Envirnnn\l-'Tll and ~1J ~lainahl俨 Dpv俨lnpmf'nl 111 Ah>TIf' u l1 ur代 CAAS

三、畜牧气象灾害研究…..................…………………………........…………….........……. 25 

四、农业气象环境与灾害精准监测预警与调控管理技术…

五、农业灾害风险管理研究…………………………………………………….......…........…….. 26 

六、农业减灾新材料和新产品研发........……………………………………………………………. 27 

第五节旱作农业与节水农业研究…….......……….......…….......….................….... ... 27 

一、早作农业研究…................................................................................................ 28 

二、作物高效用水研究……………........…........………………..........….......... ... ... ..... ....... 31 

工、农业水资源与水质管理………………………………………...........………..................... 32 

第六节农业环境工程研究…................……........………............….......…........... 33 

一、畜牧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 33

二、植物环境科学与工程………………………………………………………………….......……. 34 

兰、纳米农业…….................……………...........................…………………….......……… 36

第七节生态安全研究…….......……...............….......……................…..............….. 36 

一、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37 

二、农业清洁生产……........………......………….........…………………………………………. 38 

飞、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研究………………………………………………………………………… 40

第八节环境修复研究..........

一、退化及污染农田修复-

二、农田重金属行为与调控研究……………………·………….......…………........…………… 42

三、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研究 ......................................…………….......…….. 42 

四、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技术研究……………·…........……........……………………………… .44

第九节生物防治...........………………………………………………………·抖

一、有益昆虫利用及杂草生物防治技术研究………………………….......………………........ 44 

二、天敌引种检疫和利用研究…………….......…........…….......…………………….......….. 46 

三、昆虫病原生物研究………....................................................................................。

四、农用抗生素研究………………………………………………………………………………….. 49 

五、新~、高效、广谱、多功能生物农药的研制........……………………………………………. 50 

第三章管理工作.........……………................…...............................….................... 52 

第一节科研管理………......……………........……………............................………. 52 

一、科技规划·

二、科研项目·

气、成果管理……………..................………………………………………........………………. 58 

四、科技档案·

五、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刊

第二节行政管理……………………………………………………………………………………但

第兰节人事管理…………........……….....................……..............…................…… 65

一、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二、职工教育、人才培养与管理·

气、干部聘任·



内
〈d

然
激
燃
然
楼
滚
滚
燃
徽
翩
翩

录同
国

四、工资改革与调整..........

五、离退休职工管理……………………………………………………………………………………刊

第四节财务管理…………………………………………………………………………………… 70

一、财务管理机构的发展 .. 

二、财务状况的变化·

三、财务核算内容多样化、复杂化·

四、财务电算化进程..

第五节后勤服务……......………………………………………………………………………… 72

第四章平台条件·

第一节创新平台………..........................………………………………………………….. 76 

一、实验室..

二、检测中心…·

兰、研发中心…

四、基地与野外台站..

五、基本建设项目…

六、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项目·

第二节仪器设备......................................….........……................….................. 99 

第三节图书资料…·……………………………………………………………………………….. 101 

第五章成果转化…….......….....................................................................………….. 103 

第一节技术成果开发与推广........……….......……..................…….......……… 104

第二节所办公司…..............……………........................…......................... ......... 110 

第三节农村基点.........…………………………………………………………………………… 113

第六章合作与交流…........……........…........…………………………………………………… 1 日

第一节目际合作………........………........…………… .........................…...... 115 

)、同际合作项目

二、外专局项目

兰、国际交往情况

四、出国留学与培训I ........….........…........……………........………........…………………. 120 

五、出国参加有关同际会议 ………………………………........……………….........…………. 120 

六、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 ..........................………·….........……........……......…. ......... 122 

第二节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128

第三节学会及协作网络………….................………………………………………………. 134 

一、简史 …………………………………………………………..............……..……………….. 134 

二、学会活动 ………………………………………………………………………………………… 135 

三、全罔农业环境科研协作网 ................……........………..…...............……....... ......... 138 

第四节学术刊物……..………………………………………………………………............... 145 



4 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志
黯 Institutf' of Eovimnmeol 皿1 Su白tainahle Devel叩menf in A阳('ult川俨， CAAS 

一、《中国农业气象》

二、《国外农学 农业气象》

兰、《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第七章人才与团队..........................................……………………………………………… 151

第一节创新团队…………………………………………………………………………………… m

第二节各级各类专家.......………………………..………………........……..， 152 

第三节 离退休正高级专家简介

第四节研究生培养…….......….....................….........……·…………….......…........... 172 

第五节博士后……..………………………………………………………………………………. 174 

第八章党建与精神文明………….........………..………………………………………………川

第一节党群组织……….........………………………………………………………………… 175
一、中国共产党 ….................…….................................…………………................... 175 

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民主党派

四、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委员会……………………………………………………………… 182

第二节 精神文明与创新文化建设…….......…................…...................….......…. 185 

第九章大事记·

附录………………………………………………………………………………………………………… 241

一、项目与成果…….................…………………………………………………………….. 243 

二、平台条件………….....................................……..……………….......……………. 452 

二、国际合作......

四、人才培养………………..……………………………………………………………………. 486 

五、职工队伍....................…..............…................…….........…..................….. 518 

六、获得全国、省部级及中国农业科学院荣誉称号或受表彰人员名录……...... 529 



概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是根据国科发政宇 [2002J 356 号

文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农业气象研究所和生物防治研究所合并组建的国家级非营

利科研机构。研究所围绕影响和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光、温、水、气、土、生等农业

环境要素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致力于农业环境领域前瞻性、基础

性、关键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发展农业环境理论和方法，创新农业环境技术和

工艺，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建所六十年来，按照发展农业

环境科学技术、服务国家农业重大需求的职能要求，在农业部、科技部、中国农业科

学院等上级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环发人的艰苦努力、开拓进取

和联合协作，建立和发展完善了农业气象学和农业环境学，促进了农业水资摞学、农

业环境工程和农业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壮大，培养了一批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科学

家和科技人才，在应用基础研究、区域重大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技术集成应用与成

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学术和技术成果，基本建立了覆盖我国主要生态类型的科

技创新平台，成为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十强所"。

六十年历史沿革曲折而艰辛。农业气象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组建的农业气象组，创建于 1953 年 3 月 6 日，是中国

最早的农业气象科研机构。 1957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时，在农业气象组的基础上

成立农业气象研究室，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最早的直属研究机构之一。 1960 年精简机

构时，交原子能利用研究所代管。 1962 年恢复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建制。 1971

1978 年农业气象研究室下放北京市，隶属于北京市农业科学院。 1978 年重新恢复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 1980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成立。

1990 年经国家科委批准，分别更名为农业气象研究所和生物防治研究所。 2002 年农

业气象研究所与生物防治研究所合并组建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以下简称"环发所")。

六十年发展历程人才辈出。 1953 年农业气象组成立时仅有 17 人，其中中国科学

院 8 人，华北农科所 9 人。到 2012 年，研究所已发展为在职职工 166 人、研究生和

外聘人员近 200 人的科研机构。在职人员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9 人、副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 43 人;博士学位 81 人，硕士学位 39 人;博士生导师 18 人，硕士生导师

47 人;科研人员中 45 岁以下人员占总数的 75%。六十年来，培养了一批不同时期国

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骨干、学术带头人和青年人才，在相关学科发展和农业环境科

技创新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2 人句全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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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常委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2 人，农业部神农计划提名人 3 人，农

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 人。共培养博士生 59 人、硕士生 251 人。

六十年科研轨迹坎坷而坚定。研究所建立以来，始终以服务各个时期农业重大需

求为己任，不断推动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成立之初的 1953 -1960 年，

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面向当时国家急需的粮食、棉花、橡胶生产

中的农业气象问题，如种植区域、气象灾害防御等开展相关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

国家连续遭受大面积气象灾害，研究工作重点集中于干旱、干热风等综合治理研究。

70 年代下放北京市期间，主要针对北京市粮食生产中间种、套作、复种中的农业气

象问题和蔬菜大棚生产中的环境调控问题开展研究。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至 80

年代，根据全国农业气象科技规划会议制定的农业气象发展规划，开展了全国农业气

候资源利用及区划、作物和畜牧业气候区划;干旱、东北低温冷害、柑桶冻害等主要

气象灾害防御研究;探讨了作物群体光合生产潜力及开发途径;开展了农田、人工环

境小气候、畜牧气象等研究，研发了蔬菜工厂化栽培及环境调控技术。创办农业气象

刊物;筹备成立农业气象学会等。此时期生物防治研究的重点是有益昆虫利用及杂草

生物防治技术、天敌引种检疫和利用、昆虫病原生物研究、农用抗生素研究，以及新

型、高效、光谱、多功能生物农药等。 90 年代，承担了北方旱地农业区域治理的专

题和示范，完成了中国北方旱农地区水分生产潜力及开发途径分析，建立了晋东豫西

早农地区农林牧综合发展模式，研制了系列农业气象灾害防灾减灾制剂;承担了全球

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研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影响及适应对策;建立

十几种作物气候基础数据库，绘制完成了世界农业气候与作物气候图集;筛选出除冰

核抗霜剂租抗霜菌并在防霜中应用;监测了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开展了设施农业和

畜牧业环境工程技术研究。赤眼蜂应用基础、工厂化中试生产新工艺及示范区的建立

和中国苏云金杆菌杀虫剂的商品化生产、质量标准化及应用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进

人 21 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高涨和我国农业环境问题的凸显，国家需求激

增，研究任务扩大，新兴交叉学科发展迅猛。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初步建立了农

业环境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了农业气象学、农业水资源、学、农业环境工程学、农业

生态学和纳米农业技术应用学等优势和新兴学科，重点开展农业温室气体与减排固

碳、气候变化影响与农业气候资源利用、农业气象防灾减灾、生物节水与早作农业、

农业水生产力与水环境、设施植物环境科学与工程、畜牧环境科学与工程、退化及污

染农田修复、农业清洁流域和多功能纳米材料及农业应用等方向的科学研究。

六十年艰苦创业搭建平台。到 2012 年，在建和建成的科技创新平台包括:作物

高效用水与抗灾减损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平台 1 个;农业部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早作节水农业重点实验室和农业部设施农业节能与废弃物处理重点实验室共 3

个;农业部畜牧环境设施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1 个和农业部寿阳农业

环境与作物高效用水科学观测实验站 l 个。另外，还建有国家认证实验室 1 个，院级

重点实验室 2 个、农业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9 个。截至 2012 年底，研究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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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6173台/套，设备资产 19015万元。其中，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212 台/套。

拥有农业环境科学研究必备的环境监测与分析测试设备，较好地实施了开放共享机

制，为科研项目顺利实施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较有力的支撑平台。

六十年成长道路合作相伴。到 2012 年，研究所共接待 FAO、 UNDP 、 UNEP、

IPCC、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500 多批次，先后有

近1000人次出国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先后承担了科技部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1 项，中

日、中英、中加、中美、中澳等政府间合作项目 29 项，国际组织合作项目 33 项，以

及其他国际合作项目共计 106 项。其中"中国可持续型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

目是农业领域最大的中日合作项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CIPCC) 评

估报告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现建有国际合作平台 8 个，包括中

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 国际水管理研究所农业水管理联合实验

室 CCEWMA)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半干旱地区热带作物研究所、国际干旱地区

农业研究中心旱地农业联合实验室 CCEDA) 、中美农业环境中心、国际原子能机构

环境放射性分析实验室等，以及国家外专局"资源高效利用型植物工厂技术"成果示

范推广基地和科技部"国家设施农业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作为国家级农业科研

单位，研究所牵头组织和共同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负责中国

农学会农业气象分会的管理运行，出版发行《中国农业气象》刊物。 2007 年起陆续

发起成立了"全国农业环境科研协作网"和"全国农业环境科技与产业创新战略联

盟"组织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峰会。

六十年风雨路程孕育创新文化。六十年来，艰难曲折的风雨之路锻造了环发人

"创新卓越、惟实惟真、至和至善、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以"致力于农业环境

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支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使命，遵循"依法治所、制度

立所、人才强所、文化兴所"的发展理念，弘扬"鼎新利物 臻和致远"的科学精

神，发扬"创新求是诚信合作"的务实作风，秉承环发人的六个第一，传承和

创新"合"的文化，努力建设"成为农业环境领域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科研机构"。

创新文化激励和鞭策了几代环发人，有效促进了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所先后荣

获农业部、农科院"精神文明单位" "先进基层党组织~， "先进基层妇女组织" "先进

工会组织"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六十年创新之路春华秋实。建所六十年来，研究所共承担科技项目(课题)

1 100余项;获得科技成果奖励 127 项、国家奖励 12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8

项、兰等奖 4 项;省部级奖 71 项。发表论文2000余篇，编辑出版著作 258 部。取得

授权专利 114 项，软件著作权 66 项。其中"气候变化对农业、水文水资源、森林及

沿海地区海平面的影响及对策" 199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国动物甲:皖排放

测定与国家清单" 199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兰等奖"晋东豫西旱农类型区农林牧综合

发展优化模式" 199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早作农业关键技术与集成应用"

2013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都市型设施园艺栽培模式创新及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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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推广" 200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畜禽粪便沼气处理清洁发展机制方法学和

技术开发与应用" 201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新农用抗生素 120 及其产生菌的

分离、鉴定、生产工艺和应用" 1987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兰等奖"应用芜菁夜

蜡线虫防治小木蠢峨" 1991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兰等奖"赤眼蜂应用基础、工厂化

中试生产新工艺及示范区的建立" 199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苏云金杆

菌杀虫剂的商品化生产、质量标准化及应用" 199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微

生物农药发酵新技术新工艺及重要产品规模应用" 2006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南方红壤区旱地的肥力演变、调控技术及产品应用" 200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研究所专家因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编写评估报告和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于 2007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贡献奖。

经过六十年创新发展，研究所成为国家气候变化谈判农业领域的唯一技术支撑单

位，农业部农业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组长单位，农业部早作节水农业项目专家组组长

单位，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唯一农业领域专家单位，国家制

定外来人侵物种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危害法规及政策和评估方法的技术支撑单位之一，

农业部外来人侵物种环境影响评估咨询专家组成员单位，多个学科领域国家 "863 " 

计划项目依托单位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首席科学家单位。组织编辑了第一部由联合

国粮农组织出版的《农业水质管理手册))，编辑出版了《基础农学←→一农业气象学、

农业环境学以及农业资源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农业环境》等著作，牵头农业部农

业环境学科群发展与建设，成为农业环境科学名副其实的国家队和重点学科的领

头羊。

回顾历史，我们对为研究所科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们心怀感恩，对曾经给

予我们帮助的部门和领导充满感激。展望未来，我们将抓住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努力拼搏，无愧时代，再创佳绩。



历史沿革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农业气象研究

所和生物防治研究所于 2002 年合并组建而成，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 1953一1956 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所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华北农业科

学研究所共同组建的农业气象组，创建于 1953 年 3 月 6 日，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农业

气象研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 1953 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进

入全面经济建设时期。为了满足农业发展要求.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做出开展农业气象

工作的决定。当时中国科学院些可帧副院长、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所长、华北农业

科学研究所陈凤桐所长共同倡议，经农业部与中国科学院协商确定，在华北农业科学

研究所下设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同组建的农业气象

组。地址:北京市西郊白祥庵 12 号(现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人员由双方派员组成，

合作期 3 年，由中国科学院派吕炯研究员任主任。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增派萧前椿副

研究员为副主任。 1953 年创立时全组仅 17 人。人员构成:中国科学院 8 人，华北农

业科学研究所 9 人。其中，科技人员 13 人，行政管理人员 2 人，工人 2 人。

二、三部门合作时期 (1957-1960 年)

根据 1956--1967 年国家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对农业气象工作的要求，经农业部、

中国科学院、中央气象局三个部门酝酿，合作成立农业气象研究室。 1956 年 9 月 30

日提出了合作草案，经 4 次讨论，于 1956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组召开

了兰个部门负责人会议。农业部杨也东副部长、陈风桐所长;中国科学院些可祯副院

长、赵九章所长、吕炯主任;中央气象局卢重副局长、张鲁山处长、冯秀藻先生等出

席，对合作合同达成协议。 1957 年 1 月 4 日三方正式签定了合作合同。合同期 3 年。

合同规定.在农业气象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作为中国农

业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由二兰方共同派员合作研究。 1957 年 3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

后，于 4 月 29 日以 (57) 农科院民字第 278 号文就成立农业气象研究室问题报请农

业部备案。 1957 年 8 月 27 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 (57) 科字第 120 号文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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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包括农业气象研究室的五所二室。所以，农业气象研究室是

中国农业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直属专业研究所(室)之一。地址仍在北京西郊白祥庵

12 号。

农业气象研究室由吕炯(中国科学院)任主任，冯秀藻(中央气象局)、段化戈

(中国农业科学院)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有办公室主任 1 人，业务秘书、人事秘

书、行政秘书负责各职能工作。下设水稻气象、小麦气象、棉花气象、园艺气象、灾

害性天气及病虫气象、农业气候、农业气象仪器等 7 个研究组。

三、原子能利用研究所代管时期 {1961一1963 年)

1960 年初，三部门合作合同期满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气象局合作人员陆续回

本单位。自此，农业气象研究室人员全部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编制。 1960 年上半年

农业气象研究室迁至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现圆明园西路，中国农业大学院内)新建

办公楼办公。此时，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院开始精简机构，人员下放。

农业气象研究室人员精减了 70%. 只保留了 12 名科技人员。 1961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

决定，农业气象研究室并人原子能利用研究所.由该所代管，对内作为该所第五研究

室，对外仍保留建制、公章和业务联系。

四、恢复院直属研究室时期{ 1963一1970 年)

1962 年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央《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

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关于充实协调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的贯

彻，以及 1963 年新的十年 (1963-1972 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为农业科技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此背景下，农业气象研究室自 1963 年开始增加人员，扩展业

务。根据 1963 年 7 月 1 日 (63) 农科办秘山字第 20 号文，农业气象研究室恢复中国

农业科学院直属建制，由马连洼迁回白祥庵 12 号干校楼独立办公。任命岳良材为副

主任主持工作，下设农业气象鉴定、农业气候、农田小气候、土壤气候、仪器等组。

1964 年任命耿锡栋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下设政治协理员、行政秘书负

责管理。设旱涝、小麦气候区划、水稻烂秧、土壤水分测定仪等课题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气象研究室业务中断，室领导和机构为群

众组织所代替。 1967 年 12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全室

学习，搞大联合。 1969 年 1 月派工宣队进驻，编人第七连。

五、下放北京市时期{ 1970一1978 年)

根据 1970 年国务院关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精简机构下放的批示和农林部的文件，



农业气象研究室于 1971 年 2 月按建制下放北京市，迁往清华东路原北京林学院森工

楼办公。下放至北京市的职工 56 名，由周昕英、李民权、罗绍华临时负责。 1971 年

12 月划归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独立研究室。由岳良才、何维勋、程延年临时负

责。全室设一组和二组。

1973-1975 年由杨美英、何维勋主持全室工作。 1975 年 3 月 1 日北京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改为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改为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

究室。 1975 年 11 月北京市农业科学院任命刘兴奎为室主任兼支部书记。将全室分为

一、二、三、四组。

六、回归中国农业科学院时期( 1978一1990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科学院将下放北京市的两所一室收回(含农业气象研究室) , 

并从 1978 年到 1984 年陆续迁回白石桥路 30 号标本楼和网室办公 o 迁回时职工 52

名，由杨美英、何维勋临时负责 o 1979 年 2 月 13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79) 农科院党

字第 3 号文，任命李德正、何维勋、刘明孝、陶毓汾任副主任，李德正任党支部书

记。农业气象研究室属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类所建制 o 下设办公室、科技组、作物气象

组、农业气候组、农业小气候组、农业气象灾害组、畜牧气象组及农业气象试验站。

1981 年农科(党)字第 21 号文，任命张福光为农业气象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何维勋、刘明孝、陶毓i分为副主任。 1983 年农科(党)字第 4 号文，任命刘明孝为

农业气象研究室主任，刘天雨为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何维勋、陶毓1分为副主任。

1984 年迁入院新建办公楼 5 楼办公。 1985 年农业气象研究室定为二类所.副局级。

1988 年农科(发)字第 64 号文，任命冷石林为农业气象研究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林而达、邓家斌为副主任。

七、更名为农业气象研究所时期 (1990-2001 年)

1990 年 5 月 4 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90) 国科计字 327 号文批准，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更名为农业气象研究所。更名后其方向、任务、隶属关系、级

别均未变。冷石林任所长，兼党总支书记，林而达任副所长。各研究组更名为研

究室。

1993 年农科(发)字第 51 号文，任命林而达为所长，梅旭荣为党总支书记，梅

旭荣、钱平 (994) 为副所长。

1998 年 8 月 26 日中罔农业科学院党组任命林而达为所长、梅旭荣任研究所党委

书记兼副所长。 2000 年经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研究决定.庄思全任副所长。

1996 年农业气象研究所机构调整.下设办公室(人事处)、科研处、开发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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