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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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研究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

大会精神，贯彻落实院党组决策部署，以“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

努力”为行动指南，不断凝练湖泊流域科技制高点，统筹部署推进抢

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和落实举措，组织召开推进落实抢占科技制高

点研讨会，凝聚思想和行动共识 

深入实施“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统筹资源配置，调整优化布

局，紧抓项目实施和成果产出。主攻方向一“湖泊生态系统演化与安

全评估”发展了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的评估和预测模型，揭示了湖泊生

物多样性机制，开展了湖泊生态安全评估。主攻方向二“湖库水环境

治理与安全保障”原创了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形成及其灾害防控

“说得清、测得全、判得准、防得住”的理论技术成果 。主攻方向三

“流域地理与绿色发展”研发了可视化的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测

算系统，提出了跨界环境协同管理模式和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截至 2024 年，共有在研科研项目 543项（包括新增项目 276 项）。

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 2 项、重大项目

课题 1 项、重点项目 6 项、联合重点项目 11 项（新增 3 项）、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 3 项（新增 2 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新增 1 项）、面上项目 78 项（新增 25 项）；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 7 项（新增 1 项）、课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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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第三次新疆科考课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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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院重点项目 5 项，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15 项（新增 6 项）。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其中“鄱阳湖湿地生态水文监测模拟与

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湖库蓝藻水



华全程防控技术、装备及应用”拟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湖泊

底泥磷污染治理关键技术及应用”获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二等奖。 

以第一单位发表论文 295 篇，其中 SCI 论文收录 224 篇，一区和

二区高质量论文 193 篇。出版专著 4 部。申请专利 32 件，其中发明

专利 30 件；授权专利 35 件，其中发明专利 31 件。申请软件著作权

登记 35 件。发布标准 4 项。据最新 ESI 排名，我所环境学及生态学、

地学、工程学以及植物与动物科学、社会科学 5 个学科跻身全球前

1%，高被引论文达 54 篇。 

着力加强智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需求的能力。聚焦中国湖

泊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湖泊环境问题、湖泊流域相关洪旱问题以

及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一体化等主题撰写各类咨询建议，获省部级以

上采用 30 余篇，其中 ZB/GB 采用 5 篇，GJLD 批示 1 篇。 

截至 2024 年底，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290 人，其中科研人员 234

人，管理人员 28 人，科技支撑人员 24 人。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师 68

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 95 人。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9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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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方向）全日制专业学位

培养点，并设有地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共有在学研究生 258 人，其中硕士 116 人，博士 142 人（含留学生 8



人）。 

科研平台方面，研究所重组建设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

室并获科技部批准，拥有公共技术中心、信息中心 2 个所级公共支撑

平台，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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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个湖泊野外观测站。现有 50 万

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138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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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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