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人选基本情况 

姓  名 吴金水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1.06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无党派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正局级 
专业技术 

职务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 

学科领域 土壤生态与农业环境 

推荐类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荐领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吴金水研究员是土壤生物化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国内学术带头

人，长期从事土壤生源要素（碳氮磷硫）的微生物转化方向研究，取得

了国内外公认的杰出成就。 
1、创建了土壤碳氮磷硫的微生物转化过程系列测定方法 
英国洛桑试验站攻博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建立了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碳测定新方法，获该站首个海外青年学者最佳研究奖。该方法成为迄

今的国际标准（ISO14240- 2），其论文在农业领域排名前列的国际著名

期刊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SBB）发表，引用达 1035 次，被该刊

选为引用经典并发表专评，认为该方法及所率定的转换参数是至今不可

替代的“黄金标准”，使这一成果赢得了重要国际学术荣誉。之后十多年

中，通过熏蒸-提取与同位素标记技术的融合，建立了土壤有机碳、氮、

磷、硫的微生物转化基本过程（同化、转化、矿化等）的参数测定方法，

改进了熏蒸-提取技术，解决了原有方法在水稻土和强酸性土壤不适用的 



问题，在 SBB 发表方法学研究论文 6 篇，出版专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测定方法及其应用》。这些构成了土壤 4 大生源要素（碳、氮、磷、硫）

的微生物转化过程动力学研究的关键方法基础，被广泛应用于土壤学研

究和教学，也推动了土壤生物化学研究向过程定量方向的发展。 
2、揭示了亚热带水稻土碳循环的生物地球化学基本特点和其长期碳

汇效应 
水稻土研究是我国土壤学在国际上最具影响的领域之一。吴金水研

究员率领团队历经十多年的研究，采用自主建立的方法体系，系统地研

究了我国亚热带水稻土有机碳、氮、磷的微生物转化过程，提出了水稻

土有机碳矿化“阻滞效应”（微生物对底物的消耗率低、无激发效应等）

的观点；揭示亚热带稻田近 40 年来土壤有机碳含量稳定增加的基本规

律并探明了其固碳速率；进一步发现了水稻土具备较强的微生物光合固

碳功能（光合同化大气 CO2 并形成有机质），确定了土壤光合微生物的

主要种群、数量、光合酶活性与固碳速率。这些成果从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机理和实际规律两个方面确立了我国亚热带稻田的长期碳汇效应与

固碳潜力，促使土壤微生物光合固碳成为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领域

的新热点。并且提出了基于稻草“易地还土”的亚热带丘陵区有机资源高

效利用模式，既实现了稻田温室气体减排，又发挥了对旱作土壤的快速

改良和增碳作用，已在区域内大范围推广应用。 
3、探明了亚热带氮磷污染源构成规律，系统研究了农业面源污染源

头防控技术原理与生态治理技术体系 
针对我国南方氮磷负荷过高，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现实，近 8 年来

率领团队建立了亚热带典型小流域农业环境研究平台，系统解析了集水

区和小流域尺度氮磷收支构成规律与水系迁移通量，建立氮磷环境评价

方法并确定了环境安全阈值，构建了“控需求、减投入、阻迁移、治排放”
小流域氮磷污染防控模式，特别是发现了绿狐尾藻湿地高效去除有机污

染物和氮磷的功能，并系统地阐明其植物学、微生物学和土壤（底泥）

生物化学机理，研发了高效控制和生态治理包括农田流失氮磷、养殖污

染、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和污染水体的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技术体系，

已在我国南方十省（市、区）大范围推广应用，受到国家相关部门、中

科院、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等媒体大量报道。 
吴金水研究员发表学术论文 324 篇（SCI 收录 118 篇），主编专著 3

部，参编 7 部，论著目前总引用 6184 次；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1 项（GB/T 
32723-2016），获发明专利 28 件，获省级科技奖励 4 项，在国内外产生

了重大学术影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政府特殊津贴、中科院青年

科学家奖、中国土壤学会奖、英国洛桑试验站海外青年访问学者最佳研

究成果奖、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等荣誉。已培养博士后 5 人，

博士 25 人，硕士 54 人。 



推荐人选基本情况 

姓  名 张民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58.07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无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工作单位

及职务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学科领域 土壤肥料学 

推荐类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荐领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张民教授长期从事土肥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与实践，提出

了缓控释肥养分释放与作物全生育期养分需求在时间上和配比上双平衡

的肥料制作和施肥理论，解决了缓控释肥养分释放特征与作物生长需肥

规律相同步的技术难题。 
系统研究了缓控释肥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术，首次创建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热塑性树脂、热固性树脂、硫和硫加树脂、多层树脂复合、

秸秆液化树脂等 5 套包膜控释肥工艺和大规模产业化生产线，生产成本

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 1/2-1/3。发表相关论文 253 篇，自主创新 6 项国际

领先技术，获发明专利 52 项（首位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首位

9 项），研究成果获 1 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位）、1 个山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首位）、2 个山东省专利一等奖（首位 1 项）、3 个中国专

利优秀奖（首位 2 项），被省政府授予“山东优秀发明家”特记一等功。 



努力推动产、学、研相结合，组织团队先后申报和组建了国家缓控

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缓控释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土肥资

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任中心副主任、联盟理事长和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全面负责新型肥料研制与技术创新，推动了行业技

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获 2012 年《缓控释肥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为我国肥料行业科技进步和缓控释肥产业快速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 
主持制定了缓控释肥料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 ISO 国际标准，主持起

草制定的“控释肥料”国际标准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发布实施，使我国控释肥技术和产品获得国际话语权，打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形成了完整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控释肥生产、施用、标

准评价技术体系，实现了理论和技术重大创新。 
缓控释肥工程化专利技术先后转让到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烟台众德集团等企业。张民亲临生

产第一线，系统指导设备加工、安装调试，工艺优化及质量检测，促使

缓控释肥工程化技术迅速实现产业化。目前金正大集团包膜控释肥年生

产能力已达 170 万吨，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控释肥生产基

地，成为我国肥料行业领军企业，标志着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缓控

释肥生产技术和产业化水平已居国际领先行列。产品出口欧洲、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或国家。 
主持制定的“新型包膜缓控释肥施用技术”2011 年以来一直被农业

部定为主推技术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累计推广 1.8 亿亩，节本增效 500 多

亿元，与常规肥料相比，肥料利用率提高 50%以上，取得了巨大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为我国肥料行业科技进步和缓控释肥产业快速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作为山东农业大学土壤肥料学科带头人，为土壤肥料学科发展、高

层次人才培养搭建了平台，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新型肥料研究的创新人才，

已指导博士后 17 名、博士 26 名、硕士 55 名。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第一、二层次，被评为山东优秀发明家特记一等功，山东省优秀博

士后、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学名师、先进工作者、泰山学者特

聘教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推荐人选基本情况 

姓  名 周凌云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0-10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高学历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行政级别 无 
专业技术 

职务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

副站长 

学科领域 农业生态 

推荐类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荐领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周凌云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封丘农
业生态国家实验站副站长，中共党员。1983年他参加国家“六五”科
技攻关计划“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与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来到河南
省封丘县。34年来，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辛勤努力创造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 

周凌云默默奉献了34个春秋，他传承了“以站为家，甘于寂寞……
无私奉献，长期坚持”的野外台站工作精神。34年来，周凌云每年有
一半以上的时间驻扎在封丘站，每天忙于科研成果推广与示范、科技
下乡农民科技培训、站务管理等。他远离家乡，多少个周末和节假日
不能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近五年来，为了进一步充实封丘人民的钱袋子，积极配合地方精
准扶贫工作，与封丘县金银花、树莓产业发展办公室、树莓加工企业
等部门合作，开展科技扶贫之路，提出了高效种植金银花、树莓的农
业发展模式，建立了金银花、国家级树莓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基地，
培训农民5000多人，制作科普光盘并印发科技培训资料1万多册，协助 



建立了哈药集团、金陵药业等金银花药源基地，以及树莓有机种植示
范基地，树立了封丘金银花、树莓品牌，均获得了国家地理标识产品
认证书，现已成为封丘县一大支柱产业和精准扶贫与脱贫致富重要途
径，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了专题报
道，他为封丘金银花、树莓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受到省、市、县各
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充分肯定。 

五年来，封丘县的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连续获河南省先进县，所取
得的成绩与周凌云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他积极配合封丘农业综合开
发办做好农业规划和实施。在黄淮海地区农业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科研成果示范推广与科技下乡、振兴农村经
济与农民增收，以及野外试验研究创新和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无私地
奉献青春年华，封丘县605个自然村均留有他的足迹，与封丘县科技
局、农业局、农合综合开发办等部门合作，编写小麦、玉米等高效种
植、以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科普材料10多种、发放5万多份农业科普培训
资料，通过各种科普PPT的制作与每年1000多人次的田间地头培训无不
浸透了他的汗水。他的这些工作在地方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
态效益，为封丘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先后获得“全国农业科技先
进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江苏
省青年科技标兵、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贰等奖、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科学贡献奖、封丘县人民功臣”等荣誉称号。2011年被评为首届感
动封丘“十大人物”之首，感动了封丘县82万人民，并当选为河南省新乡
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  

在“科学、吃苦、奉献、合作”的黄淮海精神感召下，以周凌云
为代表的科技人员以封丘为第二故乡，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乐于
奉献的团队精神、立足本职，扎实工作，用自己的一腔热情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