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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机构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单  位  地  址 ：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110 号  

单 位 联 系 人 ：           麦娟               

联 系 电 话 ：        18078974253          

电 子 信 箱 ：      tang@hinp.org.cn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        海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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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单位性质（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或 

管理专家(人) 
3 

其

中 

博士 3 硕士 0 

高级职称 3 中级职称 0 

科学研究平台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海南省重点新型智库 省级科研平台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1.10 

海南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重

点实验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实验室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2.09 

海南长臂猿长期科研基地 省级科研平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0.05 

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纵

向和横向项目或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批

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项目名称 批 准 单

位 

获 批

时间 

项目内容 取得的成果 

霸王岭海南长

臂猿栖息地生

物声学监测 

海 南 国

家 公 园

研究院 

2021-

05 

该项目通过在霸王岭海南长臂猿

栖息地布设声学监测设备，记录

霸王岭自然保护区哺乳类、鸟类、

两栖类的鸣声特征，监测两栖类

活动的时空特动态性，分析重要

两栖类的活动信息和种群信息。 

该项目已经收

集了大量两栖

类声纹数据，完

成初步分析与

阶段性成果。 

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脊椎

动物、植物和

大型真菌优先

保护物种名录 

海 南 国

家 公 园

研究院 

2022-

02 

该项目依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脊椎动物、植物和大型真菌的

野生种群与生境现状，利用生物

多样性红色名录的等级标准和

IUCN 区域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

标准，综合评价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脊椎动物、植物和大型真

菌多样性的现状和濒危状况，编

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脊椎

动物、植物和大型真菌优先保护

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脊椎

动物、植物和大

型真菌优先保

护物种名录》于

2022年 10月 26

日在热带雨林

保护国际研讨

会上向社会公

开发布，《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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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名录》，全面评价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脊椎动物、植物和大

型真菌多样性的灭绝风险，为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脊椎动

物、植物和大型真菌多样性和濒

危物种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热带雨林优先

保护物种图鉴》

已完成编写和

样书印刷，将于

近期正式出版。 

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

区及周边生态

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调研 

海 南 国

家 公 园

研究院 

2021-

04 

该项目通过对陵水黎安国际教育

创新试验区及周边近岸海域、独

有的大面积潟湖、海草、红树林、

热带低地雨林、农田等生态系统

现状及存在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调

查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目

标和建议对策。为实现将创新试

验区及周边地区打造成“山水林

田湖海草”生命共同体的海南样

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与

展示平台的总体目标提供资料。 

目前，该项目已

经发表 1 篇调

研报告。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 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2020 年获批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章新胜，曾连续两届担

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曾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世界遗产委员

会主席、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等国际组织领导职务。兼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研

究生工作站团队成员主要有： 

 

姓名 职称  

汤炎非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刁晓平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锐萍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张辉 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2. 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1）经费来源 

根据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组建方案，省财政安排的 1000 万元开办经费和 6000 万元

科研与咨询经费均已到账。从 2022 年起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林业局每年安排 4000

万元，连续 5 年，用于热带雨林保护研究。研究院独家发起设立海南绿岛热带雨林公益

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承接该财政资金。同时，基金会通过招募集社会资金支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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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工作。 

（2）实践场地与科研设施 

2021 年 4 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美兰区海府路专家公寓楼交付研究院使用，该楼共

25 层，办公面积约 7000 平方米，主要功能包括海南省重点新型智库、海南国家公园保护

与发展重点实验、全球长臂猿保护联盟（GGN）、林草局海南长臂猿长期科研基地、专家

公寓、职工宿舍等。截至 2023 年 4 月，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已海南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共建人才培养平台。 

3. 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1）食宿条件 

专家公寓楼设有职工宿舍与职工食堂。职工食堂在工作日供应午餐。 

（2）补助发放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依照理事会相关文件规定，根据工作量及工作情况，为进站开

的研究生提供科研补助。 

（3）交通条件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地处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周边交通设施完善，公共交通成熟，

日常出行便利。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拥有一辆别克商务车，可满足岛内出差、野外调研、

日常运输等需求。 

4. 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 字以内） 

研究生入校第一年在海南师范大学完成研究生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程

的学习。第二年进入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完成毕业论文。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方向： 

（1）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对生物圈生态功能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热带雨

林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以海南热带雨林最为典型，加强对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迫在眉睫。本方向主要开展热带雨林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生物种间关系、

热带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响应及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2）海南红树林保护与生态修复 

研究红树植物的濒危机制、系统演化以及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生态修复等。通

过对红树林湿地的长期动态监测和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探讨热带海岸局域生态与环境演

变规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本研究方向地理区位优势明显，东寨港自然保护区为中

国最大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3）岛屿物种形成、种间互作与行为生态 

运用行为和生理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动物行为的功能、生理机制及其进化适应性，

回答与动物生存和繁殖相关的行为及生理生态学问题。通过对岛屿物种与大陆物种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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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演化和亲缘地理学的比较，探讨岛屿物种的形成及其种间互作的协同进化。对促进宏

观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种群及个体水平以下各研究层次的整合等具有重要意义。 

（4）岛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入侵生态 

主要开展热带岛屿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境利用、繁殖、种群动态和受胁因素等种群生

态学研究；热带动、植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及耐受机理的个体生态学研究；人工驯养繁

殖及种群恢复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的分布及其分类学研究；外来有害物种入侵机

理及有效防治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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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所属院系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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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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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