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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生态大讲堂“生态系统监测技术与优化管理模式培训班”介绍 

一、 培训的目的和作用 

生态监测是揭示自然现象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基本途径，能为评价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恢复重建生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依据。国办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对我国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科技部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中对野

外生态监测研究站的战略定位、建设运行、发展规划、监测指标、技术规范、人才配备、考核评估

等都做了十分明确的规定。 

由于生态监测具有应用的方法和技术的复杂性，涉及学科面的广泛性和专业性，监测的长期性

和连续性，监测指标、技术以及数据集成与共享的统一规范性等特点，所以就要求参与监测的人员

和数据管理人员必须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操作技术，掌握科学的试验方法。目前各野外生

态监测站和保护地监测人员数量庞大且对监测技术和管理有强烈培训需求。为此，中国科学院人事

局继续教育处资助中国生态大讲堂举办《生态系统监测技术与优化管理模式培训班》。 

二、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具有前瞻性、实用性和针对性，能在本领域内推广与持续应用。主要分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国际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的进展 

重点讲授生态系统观测的发展历程、基本专业术语、生态观测的意义、特点和基本要求。生态

系统观测研究的科学前沿、定位观测与联网观测研究的科学价值。国内外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发展

概况（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家级网络）以及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的最新进展等。 

第二单元：各类生态要素的观测技术与规范 

重点讲授各生态要素（水分、土壤、大气、生物）观测指标体系与技术规范以及常用生态监测

和分析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规范。例如监测仪器设备的配备、实时动态监测技术的集成、样品的

采集与保存技术、样品的分析技术、数据质量控制的方法和数据管理关键技术等。讲授碳、氮和水

通量观测技术与方法。 

第三单元：各类生态系统和保护地的监测技术集成 

重点分享各类生态系统（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和城市）的观测技术集成。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园等保护地观测技术集成。例如观测场地的选取与建设、观测指标的遴选等。 

第四单元：生态系统监测数据的汇聚、管理与共享 

重点讲授监测所获得的生态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例如数据的采集与汇聚方法、质量控制、CERN

数据资源情况、共享政策、申请与使用、数据挖掘分析与应用。 

第五单元：生态监测仪器的操作演练 

讲授介绍各生态要素与各生态系统所使用的监测仪器的采购、管理、使用、维护、维修、更新

以及报废处理等相关规范。重点介绍实验室大型生态仪器以及野外监测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规范。

会分批分组将学员带到野外，演示并让学员实际操作野外监测仪器，互动交流仪器使用过程中的各

类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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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训方式 

第一种方式：测评评估 

本次培训展开之前会邀请相关专家遴选一些有关生态监测和生态站建设管理的试题，培训前进

行摸底测试、培训结束进行结业过关测试。 

第二种方式：重点内容讲授 

培训中邀请国内外著名生态监测方面的专家、野外生态站站长、监测骨干人员、生态仪器管理

与操作人员、数据处理与共享专家，以课程的形式向学员讲授相关科学知识。 

第三种方式：学员案例分享 

非在读研究生在报名线下参会时，可自愿在线提交各类生态系统和保护地观测技术集成案例，

中国生态大讲堂组织方将从中遴选，选中者可在培训班上分享，并将通过全体参会者投票的方式评

选出优秀案例，由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科学委员会秘书处颁优秀观测案例优秀证书。请

学员填写基本信息时，填写拟分享的案例题目和不超过 300 字的摘要。 

第四种方式：研究生优秀观测实验方案评选 

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报名线下参会时，可自愿在线提交生态系统观测实验方案，中国生态

大讲堂组织方将从中遴选，选中者可在培训班上分享设计方案，并将通过全体参会者投票的方式评

选出优秀观测实验方案，由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科学委员会秘书处颁发观测实验方案优

秀证书。请研究生填写基本信息时，填写拟分享的实验设计题目和不超过 300 字的摘要。 

第五种方式：野外实战演练式 

由相关专家带队到野外各种生态系统类型中实地考察，演练各类生态要素的监测技术与规范，

亲自动手学会一些生态监测仪器的操作。 

四、 关键时间节点 

2021 年 5 月 10 日发布培训班第一轮通知，学员可以开始网上报名 

2021 年 6 月 21 日网上报名截止 

2021 年 6 月 25 日通知被选中分享人员初选名单 

2021 年 6 月 26 给被选中参会人员发送参会链接和密码 

2021 年 6 月 28 日培训班正式举行 

五、 承办单位简介 

1.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 

1988 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简称

CERN）。CERN 的建立是我国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工作的一次飞跃，它克服了单个生态站监测与研

究的局限，使从单个站点到区域乃至国家尺度开展长期生态学监测与综合研究成为可能。CERN 重

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平台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成功范例。CERN

现有 1 个综合研究中心、5 个学科分中心（水分、土壤、大气、生物、水体）和 44 个生态站，涵盖

了农田、森林、草地、荒漠、湿地、城市等生态系统类型。 

2. 中国生态大讲堂(China Ecological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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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启动中国生态大讲堂，以“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想、

展示新成果”为宗旨。截止到 2021 年 5 月，中国生态大讲堂已成功举办了 205 次学术报告、20 次学

术研讨会和 4 次高级研讨班，2 次国际培训班，4 次焦点论坛。邀请 500 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参加人

员达 15000 人次。2013 年 6 月，中国生态大讲堂被人事与社会保障部列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基地”培训点，增强了中国生态大讲堂培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