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生态学学会提名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 

基本信息及简要事迹 

 

姓    名 何兴元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62.09.20 民    族 满族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国    籍 中国 党    派 中共党员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员 专业专长 生态学 

提名领域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工作单位及

职务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无 

简要事迹 

何兴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十三五、十四五)首席科学家，主要

从事应用生态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扎根东北 40 年，面向生态文明与

生态安全保障等国家重大需求，系统开展了基础理论、技术创新和应用示

范研究。在区域生态评估、流域生态修复、城市森林以及森林物质性生态

产品供给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0 项。主要成

绩和突出贡献为：（1）率先在东北区域尺度上，系统评估了过去 20 年主

要生态系统变化趋势和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效果，指明了东北

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点和方向。（2）以典型森林小流域为案例，建立

了流域尺度“山水林田湖”各生态要素联动的一体化生态修复模式，为流

域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了样板。（3）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城市森林学的基本理

论体系，揭示了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形成机制，研发了城市森林生态功



  

能提升技术及模式，推动了城市森林生态学的发展。（4）以森林物质性生

态产品为对象，研发了高值经济植物种质创新、高效繁殖、高品质生态培

育等技术体系，为林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上述成果，在东北林

区建立了典型示范，成为践行“两山论”、“美丽中国”、“森林四库”理念

的生动案例。 



  

中国生态学学会提名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 

基本信息及简要事迹 

 

姓    名 胡振琪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63.05.03 民    族 汉族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国    籍 中国 党    派 中共党员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专业专长 环境工程 

提名领域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工作单位及

职务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简要事迹 

能源资源开采常常导致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生态修复是矿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 重要保障。胡振琪是矿山生态修复领域知名专家、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长期 从事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究和实践并做出突

出贡献。 煤矿区地表塌陷耕地损毁和矸石堆积污染是两大矿山生态环境

难题。候选人胡振琪作为最早从事该领域的学者之一，经过长期坚持不懈

的努力，其主要科技成就和贡献是：1.揭示煤炭井工开采与岩水耦合的地

表损伤机理与规律，发明边采边复和黄河 泥沙充填的耕地复垦技术，解

决了高潜水位采煤塌陷区耕地保护修复难的世界性问 题； 2.发明自燃煤

矸石山阻燃型生态修复技术，解决了治理难与易复燃的普遍性难 题； 3.

提出了以“土层生态位”和“土壤关键层”为核心的土壤重构新方法，填补 

了矿山生态修复基础理论空白。 上述成果推动了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理



  

论与技术的跨越性发展，使塌陷区变 “产粮田”，矸石山变“生态园”。成

果推广应用于我国 14 个省 43 个矿区 326 个矿 山，为我国绿色矿山建

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R1、 R1、R6），

省部级一等奖 5 项（R1）。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发明专利 35 件，第一

或通 讯作者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163 篇，出版著作 9 部。 

 



  

中国生态学学会提名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 

基本信息及简要事迹 

 

姓    名 刘世荣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62.03.01 民    族 汉族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国    籍 中国 党    派 中共党员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员 专业专长 森林生态学 

提名领域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工作单位及

职务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简要事迹 

刘世荣长期从事应用生态学研究，曾主持国家科技支撑、973 计划和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围绕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

在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森林多功能经营的理论与技术方面取得了创

新成果，主编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245 篇(第一或通讯作者), 获国家发明

专利 10 件、行业标准 5 项和软件著作权 3 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其中排名第一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为国家生态建设、

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创建了退化天然林生态恢复理论与技术体系。揭示了天然林多树

种长期共存与恢复演替中不同功能群的替代机制，攻克了退化天然林关键

功能群与演替驱动种辨识及其快速恢复的技术难题。构建的技术体系在天

保工程推广应用 21.9 万公顷，显著提高了退化天然林恢复速度与质量。 



  

二、研发了退化天然林水源涵养功能提升技术体系。阐明了森林水文

功能多尺度调节机制，提出了优化的水源涵养林体系构建方案，解决了森

林植被水-碳效益权衡空间优化配置落地的技术难题，研发了 5 种森林水

源涵养功能提升技术模式，成果被中国工程院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采纳。 

三、构建了南方典型松杉桉人工林多功能经营技术体系。提出树种多

样性组配提升森林多功能性理论，构建人工林多功能经营技术，攻克了珍

贵树种大径材定向培育与多功能协同提升的技术难题，解决了短轮伐期作

业引起的地力衰退和长期生产力下降问题，实现了优质木材生产经济效益

与固碳增汇生态效益的双赢。成果被《全国森林经营规划》采纳，在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中推广 121.3 万 hm2。 

 



  

中国生态学学会提名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 

基本信息及简要事迹 

 

姓    名 杨小波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62.09.14 民    族 汉族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国    籍 中国 党    派 中共党员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专业专长 森林生态学 

提名领域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工作单位及

职务 

海南大学 

简要事迹 

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为：1.发掘中国主要热带地区及周边的植物种

类。实地查清且文图并茂记载了中国主要热区的植物种类，发现海南维管

束植物有 6036 种（其中野生植物 4579 种）出版了《海南植物图志》，新

增记录 2598 种。2.厘清了热带地区植被分类体系，绘制了 1：5 万的海南

植被分布图。建立和完成了野外调查样方 70 余 hm2，突破了热带森林植

被遥感解译多项技术瓶颈，解决了热带森林植被类型界线不清的难题，厘

清中国主要热带地区自然植被分类体系，揭示了自然植被分布和演替规

律，出版了《海南植被志》，创新性地绘制了中国第一个省域植被图：海

南植被图（1：5 万）。3.热带植被与植物种类保育技术研究与应用。1）发

现了热带山区退化茅草坡、荒山等难以向热带雨林恢复的主要原因是其土

壤中的树木种子源减少，揭示了坡垒等 70 种热带珍稀植物的种群特征，



  

研发了热带雨林恢复及珍稀保护植物种群恢复技术体系，为有效恢复热带

雨林做出示范；2）揭示了海防林和红树林的退化机制，研制了“景观海

防林”构建技术体系和人工构筑红树林种植滩涂、模拟海水潮汐变化修复

红树林的技术体系，突破了退化海防林、红树林修复的技术难点，为有效

有效恢复退化海岸生态系统做出示范。 

 



  

中国生态学学会提名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 

基本信息及简要事迹 

 

姓    名 周启星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63.05.23 民    族 汉族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国    籍 中国 党    派 致公党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专业专长 环境科学 

提名领域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南开大学 

简要事迹 

候选人长期从事环境科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主要在纳米生

态毒理、环境纳米胶体和污染环境修复等三个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

果： 

1．阐明了微纳米颗粒与生物之间特殊的界面过程并揭示其毒理机制

与生态风险规律。首次从纳米酶活性角度，阐释不同尺寸纳米颗粒与细胞

膜截然不同的界面过程；首次将转录组学、代谢组学与植物的表观现象相

结合，揭示植物根部接触纳米颗粒后由胁迫向适应的动态转变过程；首次

发现并揭示可见光等环境条件对纳米材料生物毒性的影响机制。这些成果

为纳米材料的科学设计及尽可能降低其生态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2．开创了环境纳米胶体研究的新领域。率先开展水体、土壤和大气

等介质中有关纳米胶体的系统研究，发现纳米胶体对生态系统有着特殊的



  

作用。这些研究为重新认识环境中污染物存在状态及生态行为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 

3．发明并采用多种高效低耗绿色新方法从不同角度实现对污染土水

环境的修复与治理。发明并构建了重金属生态协同修复技术体系并得到广

泛应用；发明一系列微生物电化学修复强化技术，攻克了土壤中电子受体

缺乏、微生物代谢活性低的关键技术难题。尤其是，扭转了水体中新型污

染物治理一直不理想的状况，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