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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锡林郭勒草原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简况

试验站名称 农业部锡林郭勒草原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

依托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服务学科领域 植物保护

试验站联系人 王广君 联系电话 13911125469 联系邮箱 wangguangjun@caas.cn

试验站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 区（县）

试验站网址

试验站区位条件

地形特点 波状平原 海拔（m） 1100 土壤类型 栗钙土

年均降水量

（mm）
294.9 年平均温度（℃） 0-3℃ 无霜期（天） 110

气候类型 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其他区位条件

试验站支撑条件

试验场地条件 试验地面积(亩) 600 可共享面积(亩) 600

基础设施条件
建筑面积（㎡） 5000 可共享面积(㎡) 5000

主要基础设施 实验室、温室、网室、会议室、专家宿舍、餐厅、库房等

配置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台套） 80 设备价值（万元） 500

主要仪器设备 昆虫监测雷达、高空诱虫灯、昆虫测报灯、气象站、PCR 仪、离心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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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开展的代表

性工作（在科学研

究、长期观测、产

业示范等方面已

完成或取得阶段

进展的工作，不超

过 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实施单位

1
根皮苷水解酶与植物类黄酮互作影响亚洲小车蝗取食

策略

国家自然基

金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

成效

明确了由根皮苷水解酶与植物类黄酮调控亚洲小车蝗发育进度，从而导致不同区域蝗虫同时暴发的机理。发表

SCI 文章 8篇，申请专利 5项。

2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虫害防控岗位
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

成效

明确了人工牧草及天然草原主要害虫种类，建立了以绿僵菌为主的草原害虫可持续防控技术体系，推广绿僵菌

防蝗技术 100 余万亩，提升了草原蝗虫防控技术水平。发表文章 30 多篇，获得专利 5项。

3 草原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

成效

明确了我国草原害虫的主要种类及分布，建立了草原害虫数据库，并揭示了部分害虫的发生规律和灾变机制，

为更加有效的预防虫灾发生、组织害虫防治提供了参考。建立了草原害虫监测预警及风险评估技术系统，为更

加准确地评估害虫发生趋势、及可能造成的损失提供了技术支持。筛选获得了用于草原害虫防治的绿僵菌饵剂、

可湿性粉剂、油剂等剂型，以及部分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生物源农药，为有效控制草原害虫、保护生态安全

奠定了基础。建立了以生物防治和生态治理为主的草原蝗虫可持续控制技术体系，并形成了适用于不同地区的

蝗虫控制策略，有力地促进了生物防治技术在草原害虫防治中的推广、应用。鉴定成果 3项，获得奖励 7项，

获软件著作权 4项；获得专利 9项，申请专利 9项；制定发布标准 5项，获得农药登记证 3项，发表文章 142

余篇。

目前主要实施的

工作项目（不超过

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实施单位

1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虫害防控岗位
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2
根皮苷水解酶与植物类黄酮互作影响亚洲小车蝗取食

策略

国家自然基

金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3 雄性布氏田鼠性腺发育的季节模式特征及其光响应分 国家自然基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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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机制 金

开放共享方向

科学研究方面

与美国、意大利、新西兰、蒙古等国家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与中科院动物所、中国农业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

每年到实验站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专家、学者超过 100 人次。

长期观测方面

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草原所、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鼠害组、天敌昆虫组等相关大学、研究院、所合作，开展了草原有害生物包括虫

害、鼠害、病害、毒害草等有害生物、以及天敌昆虫的基础性调查。

产业示范方面

与全国畜牧总站、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站、锡林郭勒盟草原站等技术推广部门建立了联系，与中环柯

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草都有限公司等草地植保和草原建设相关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

草原鼠、虫害防控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每年示范草原蝗虫防控新技术超过 50 万亩。

开放共享特色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服务科研为宗旨。为将实验站建成“技术先进、管理规范、国

内一流、与国际接轨”，集调查观测、技术研发、交流培训等为一体的草原有害生物综合防控基地，充分发挥基地在有

害生物观测、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以及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实验站实行“开放、联合、流动、竞争”的运行机制，

向全国开放，各地有关科技人员均可充分利用基地的设施设备进行科学研究，充分发挥有关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的优

势与积极性。

开放管理办法

（可加附件）

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负责实验站开放共享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

二、实验站负责各类仪器设备的日常运行监管和每年实验安排，保障和优化实验站各类资源配置，协调解决实验站运

行中的有关问题，保障仪器设备有效运行和所有实验的顺利实施。

三、实验站在研究所指导下制定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包括日常运行安排、用户培训、授权管理、内部绩效考核

方案等，做好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满足用户需求。

四、实验站要与学科密切配合，有效支撑学科发展。学科的研究人员担任设备责任人。责任人可优先使用设备，负责

指导技术人员技能提升和设备维护，协助开展用户培训。

五、实验站加强仪器设备日常运行的规范管理，通过共享系统实现对大型仪器设备日常运行过程的管理和各类数据信

息的交互统计，为各类用户和管理人员提供服务支撑。

六、实验站鼓励开放共享，对来实验站开展工作的科研人员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开放收费标准 （可加附件）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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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张，像素宽 800 以上，高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