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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实验站）概况(限 300 字) 

农业部作物高效用水重点实验室于 2011 年获批成立，是作物高效用水学科群综合

实验室，依托建设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实验室主要建

设学科为农业水土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以西北旱区为重点，以解决农业缺水和

水土环境恶化问题，实现农业水土资源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为目标，重点研究旱区农

业节水的应用基础、节水灌溉新技术与装备、旱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土环境等方

面的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61 人，其中研究人员 57 人，其

中国家“千人计划”1 人、特聘教授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4 人、

陕西省科技新星 3 人、国家“863”计划现代节水农业领域主题专家 1 人。 

二、主要成效(限 3000 字)  

（一）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 

1. 发展定位 

实验室通过科技资源的优化整合，协同开展作物高效用水理论与技术研究，提升

国际竞争力，实现作物高效用水学科群的发展，并结合学科群在旱区作物高效用水技

术和前沿技术领域的前期研究基础和已有的研究条件，使实验室成为以粮食安全为导

向、面向长远、设备先进的旱区作物高效用水技术的科技创新发源地，推进旱区作物

高效用水先进技术的扩散和辐射，全面提升我国粮食增产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2. 学科建设 

实验室所依托的学科为农业工程学科，其重点为农业水土工程二级学科。该学科

由近代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先生创建于 1932 年，1941 年开始招收农业水利工程研究

生，现为一级学科博士点，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几年来通过学科群内项目、人才的深

入交流，在已有有水利工程、农业工程、土壤、作物等不同学科的专业背景基础上，

形成了灌溉水力学、土壤水文学、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农业用水过程等新的交叉学科方

向，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和影响。 

（二）产出贡献与效用影响 

1. 获奖成果（国家、省部级） 

实验室建设期间，获国家及省部奖励 9 项，其中“干旱内陆河流域考虑生态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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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理论与调控技术及其应用”获 2012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黄土丘陵区红枣生态经济林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

名第一），“温室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技术研究与应用”获 2015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排名第二）奖，2013 年美国 ASABE 国际优秀论文奖1 项。 

2. 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主要科技人员共出版专著 13 部；发表论文 620 篇，其中 SCI 论文 144 篇，EI 论文

162 篇，其它 A、B 类重要论文 314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1 件，其中授权 51 件。 

3. 科企合作与技术培训 

实验室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技术交流和举办技术培训的方式不断加强技术的推

广工作，辐射区域达西北和华北广大地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5 年来，实

验室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35 次，培训人数达到 2700 余人次。在陕西杨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举办了 4 次作物生长模型 DSSAT 及其应用培训班，举办了发展中国家节水灌

溉与水足迹应用培训、国内水足迹应用培训会。陕西米脂、清涧、神木、子洲开展山

地红枣滴灌取得成功后，受到当地农户的青睐，在陕西省科技厅、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和当地政府支持下，举办山地果园节水栽培科技培训 600 余人次，接待参观学习的干

部和群众 5000 余人次。 

（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1. 学术带头人 

实验室主任吴普特研究员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在学科群研

究方向制定、发展定位、条件能力建设、规章制度制定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要有：指导专业实验室研究方向设定，突出协同创新研究和区域特色；帮助和指导

试验站合理部署科学观察、科学实验和技术示范，统一实验方法和数据规范；组织学

术委员会定期召开，指导监督实验室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学科群学术方向的把握、条

件能力建设、科研成果评价以及开放基金评审等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团队建设 

实验室目前共有 61 人组成，其中科研人员 57 名，其中有博士学位的 37 名，占

71.3%，其中高级职称 45 名。实验室中学术骨干围绕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开展工作，

为实验室科技创新和成果产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国家“千人计划”1 人、特聘教授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4 人、陕西省科技新星 3 人、国家“863”

http://wsa.nwsuaf.edu.cn/wsaResultShow.php?i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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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现代节水农业领域主题专家 1 人。先后被入选科技部、农业部、陕西省“科研创

新团队”。 

3. 人才培养 

建设期间培养博士后 8 名，研究生 254 名，其中，博士 42 名，硕士 212 名，其中

有 2 人分别获中国科学院、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奖，1 人获国家林业局十佳博士毕业生；

在学研究生 288 名，其中博士生 75 名，硕士生 213 名。 

（四）资源共享与运行状态 

1. 共享平台建设 

实验室建立了大型仪器设备专管公用、开放共享机制，向学科群各依托单位及社

会开放。同时完善全国作物高效用水数据中心，构建作物高效用水物联网，统一科学

观测内容，规范观测技术方法，配置基础性设备仪器，利用物联网等手段实现学科群

内设备仪器、数据和信息异地共享。 

2. 开放课题设置 

5 年来实验室共安排访问学者基金 50 万元，共有 8 名访问学者依托实验室开展多

学科交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实验室对外开

放和国际合作交流，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人才的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了一些较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 

3. 运行状态 

实验室制定了《实验室管理章程》及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了学科群内互访

交流制度。实验室通过实地考察、学术会议、客座学习等方式开展人才交流。实验室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学科群工作会议，2011 年至 2015 年累计组织召开学术和工作会议

13 次，联合申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多项。 

（五）研发条件与制度文化 

1. 实验条件 

重点实验室总面积为 7800 平方米，试验地 300 余亩，设备 1442 台（套）数，设

备总价值 3600 余万元，其中 10 万元以上的设备 42 台（套）。 

2. 运行管理 

验室依托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实验室的建设、运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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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委会和管理办公室，配备专职学科群秘书 1 名，负责学科群各种日常管理事务。

研究所每年安排不低于 20 万元的专门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实验室（学科群）的会议费、

差旅费、专家咨询费等，每年按期完成实验室年报填报。 

3. 科研环境建设 

实验室在学科群初步构建了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建设的人本理念，以及“开拓、创

新、务实、奉献”的科研精神。学科群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把发现人才、培养

人才、吸引人才和稳定人才，最大程度的激发人才的创造性作为科技工作的主线和创

新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鼓励学者组建若干个科研创新团队，也是学科群文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学科群倡导“开拓、创新、务实、奉献”的科研精神，积极营造开放、

协作的科研氛围和宽松的科研环境，建立科学公平竞争机制，积极探索科技客观评价

方法，促进学科群形成自由、协作、创新的先进文化。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限 200 字) 

主要围绕实验室（实验站）功能定位和建设目标的偏离；分工协作与协同创新的

不足等。 

通过条件能力建设项目的支持，目前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建设目标基本一致，仍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主要研究方向在科研项目、人才团队、基础条件等方面发展不均

衡，需要加大对较弱研究方向的资源倾斜。 2.实验室共享体系初步建立，但是需要结

合现代化手段和有效的管理不断提高运行效率。 3.作为综合实验室带领学科群研究并

提出作物高效用水方面的重大关键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获得以学科群单位为

主体的科研项目。 

四、“十三五”建设思路与建议(限 500 字) 

1. 依托重点实验室体系，从科研课题的申请和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提供

实验室稳定运行补贴，保证实验室的一些基础性、长期性工作能延续开展，例如长期

定位试验的开展和数据采集、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等。  

2. 继续优化学科群布局，将位于西部主要粮食区域但前期未纳入学科群体系的单

位补充进来。计划在新疆地区增加一个区域重点实验室，名称为“农业部绿洲节水农

业重点实验室”；考虑到本学科群在内蒙古广大的灌溉农业区没有重点实验室和野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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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计划在内蒙古地区增加一个野外观测实验站，名称为“作物高效用水河套野外

观测实验站”。 3.进一步强化综合实验室牵头作用，并赋予其相应职能，通过整合学科

群优势力量来联合立项，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推动学科群协作创新。4. 继续探索优化

学科群数据信息和知识产权共享互赢机制，构建覆盖作物高效用水学科群所有科学观

测试验站的物联网，实现对全国范围内农业作物用水信息的“实时感知-远程传送-智能

管理”，为开展长期科学实验和技术示范提供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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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获得奖励情况 

类别 奖次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国家自然 

科学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技术 

发明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科 

学技术 

进步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1  1 

三等奖       

省部 

级奖 

特等奖       

一等奖  1 2    

二等奖     1 1 

三等奖       

其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8 

 

 

表 2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类别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学 

术 

论 

文 

SCI 144 16 44 28 32 24 

EI 162 15 30 34 36 47 

中文核心 191 11 45 42 33 60 

其他  0 0 0 0 0 

出版 

专著 
出版专著 13 1 6 2 2 2 

专利及

软件著

作权 

发明专利 51 12 8 13 14 1 

实用新型专利 8 1 1 2 0 4 

外观专利       

软件著作权 3 1 1 0 0 1 

其他       

新品种 新品种       

新农药 新农药       

新兽药 新兽药       

标 

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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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人才培养情况表 

类别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研究生毕

业及博士

后出站情

况 

硕士生 212 25 61 50 55 21 

博士生 42 5 10 11 7 9 

博士后 3 0 1 1 1 0 

固定人员

职称情况 

高级 —— 36 37 40 44 45 

中级 —— 16 15 12 8 16 

初级 —— 0 0 0 0 0 

 

表 4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开放课题设置 

类别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项目数（个） 22 7 12 3 0 0 

课题经费 

（万元） 
804 459 111 23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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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实验站）实验条件 

  

年份  

实 验

室 面

积（平

方米） 

实验地面积

（亩） 

设 备

总 值

（ 万

元） 

10 万 元 以

上 设 备 总

台数（件/

台/套） 

10 万元以

上 设 备 总

价 值 （ 万

元） 

新增台

数（件/

台/套） 

设备价

值（万

元） 小

计 

自

有 

租

用 

2015 年 7800 280 280 0 3600 42 1442 17 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