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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载科研耕耘硕果累累五十载科研耕耘硕果累累 新时代砥砺奋进初心如磐新时代砥砺奋进初心如磐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研究所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研究所））5050年年

1973 年，在一个新时代文明兴起和现
代化事业发展历史使命的召唤下，华南所

（应急所）的前身“广东省环境保护研究所”
成立，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环保科研力量，
开启了环保科研事业的远大航程。自此至
1983 年的这段时间，是华南所（应急所）筚
路蓝缕、艰苦创业的起步期。

建所之初，老一辈华南所（应急所）人
群策群力，流血流汗，艰辛创业。没有工作
场地，他们劈山建所；没有生活保障，他们
自力更生；没有仪器设备，他们借钱购置；
没有技术方法，他们努力创新。四年就解
决了场地、机构、人员、仪器设备等基础条
件问题。

1976 年，“广东省珠江口岸段环境污
染现状及防治对策研究”成为了华南所（应
急所）第一个课题。

1977 年，华南所（应急所）在国家环保
工作大政策、大思路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研
究区域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在环境质
量调查与污染源监测、环境污染治理技术
研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领域做了

大量基础性、开创性工作，特别是在深圳
市、珠海市等特区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环
境调查和环境规划研究工作，为特区的科
学规划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那个时
期，这些工作都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对推
动 我 国 环 保 事 业 的 发 展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义。

1979 年，制定地区的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工作,在我国还是刚刚起步。华南所

（应急所）牵头编制的“茂名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成为了我国环保史上的第一个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1980 年，华南所（应急所）开始了在环
境影响评价项目领域的深耕，“沙角电厂环
评”是华南所（应急所）承担的第一个环境影
响评价项目，支撑了国家和广东省开展环境
背景值调查，全面支撑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总量管控等环境管理政策研究出台和实施。

这一点一滴的成绩，汇聚成为了一段
难忘的记忆，凝聚了一代华南所（应急所）
人智慧的结晶，也为华南所（应急所）这条
大船的起锚扬帆、乘风破浪创造了条件。

“十年磨一剑，霜刃终得试。”1984 年，
华南所（应急所）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变
革，完成了从“地方队”升级为“国家队”的
华丽转身，由“广东省环境保护研究所”更
名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实行省、部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
领导体制。

时代的需要赋予了华南所（应急所）很
多先机，也赋予了更多责任。华南所（应急
所）从此脱胎换骨，鹰击长空，有了更加广
阔的施展空间，进入了定位布局的锐意发
展期。这个时期，华南所（应急所）定位国
家级、夯实基础，工作方向调整为为国家环
境管理和环境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技
术支持和全面服务。

1988 年，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工作从城
乡建设部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国家环
境保护局，华南所（应急所）也随之更名为

“国家环境保护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在此阶段，华南所（应急所）承担了第

一个原国家环保局下达的科技发展计划项
目、第一批“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一
个回顾性环境评价项目等，设计和建造了
中国第一个人工湿地。华南所（应急所）的
科研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项目层次
级别得到了提升。

时代特色决定发展命运，时代需求决
定发展方向。1993 年，面临科研发展瓶颈
压力和国家环保工作需求的双重考验，作

为立足经济率先发展地区的国家级科研院
所，华南所（应急所）适时调整科研结构，转
换运行机制，面向市场，先行先试，走出了
探索以市场需求化解科研压力的第一步，
有效解决了任务不足、收入无保障等现实
问题。

有付出，就必定有收获。华南所（应急
所）十年拼搏经历，充满艰辛，充满曲折，但
意义重大，为华南所（应急所）孕育了“科研
先行、服务并重”的发展理念。更让人振奋
的是，这个时期华南所（应急所）环境工程
技术力量异军突起，不仅自己研发环境污
染治理技术，还将研发技术应用到工程治
理，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了技术
成果产业转化意识的形成。

这段时期，华南所（应急所）奠定了环
境工程技术领域优势地位的基础，完成了
一批污染治理技术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编制，为国家和地方环境管理工作提供
了技术支持；攻克了一批以酒精、化工、制
药、印染等行业高浓度工业废水处理为代
表的技术难题；研发了以人工湿地污水处
理技术、工业废气治理技术为代表一批有
影响的获奖技术，并在工程治理中得到了
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业绩遍布广东、广西、
海南、云南、河南、安徽、北京、江苏等省（直
辖市、自治区），以及淮河、太湖、滇池等国
家治理重点区域，为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工作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筚路蓝缕的1973—1983年：

凝聚理想信念艰苦创业起步

锐意发展的1984—2002年：

打牢坚实基础突出鲜明特色

2022 年 12月 19日，华南所（应急所）南海珊瑚礁生态效应研究平台揭牌。

19801980 年年 44 月月，，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参与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参与““六五六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广东省海岸广东省海岸
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整个项目历时六年半整个项目历时六年半。。图为项目第一次工作会议图为项目第一次工作会议。。

五十载寒暑易节，五十载不懈追求，五十载开拓创新。成立于1973年的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生态

环境应急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应急所））作为生态环境部直属的从事综合性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公益性科研机构，已经走
过了50年发展历程。50年来，华南所（应急所）伴随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稳步前行，历经了多次机构变迁，一步一个脚
印，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境界，面向国家前瞻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提供科技支撑，为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技术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当前，华南所（应急所）在科学研究、管理支撑、科技服务
等方面均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有没有发展”“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正在围绕“发展好不好”“质量高不高”“风险可不
可控”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推进高质量发展。

进入 2003 年，华南所（应急所）也迎来
了 质 量 双 优 的 快 速 发 展 期 。 自 此 直 至
2011 年，华南所（应急所）继往开来、深化
改革，进入了重质量、重创新、重内涵的发
展期。

21 世纪初，恰逢国家实施科技体制改
革的深化期。面对“去”或“留”的问题，华
南所（应急所）坚持面向国家、面向发展、面
向科研，坚定方向，推行改革。华南所（应
急所）老一代领导伏枥远志，以可持续的眼
光抓全所发展定位，坚定科研立所、科研强
所，加强科技支撑，以战略的眼光抓业务发
展布局。

2010 年，全所科研和市场业务年合同
总额实现“双过亿”，公共积累由亏转盈。
在服务国家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上，力度逐
年加大，参加了多次国家重大污染事故应
急，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较好地应对和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在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上，形成了水环
境研究与水污染防治、环境健康、痕量污染
物、近岸海域环境和大气污染防治等一批
优势学科，先后承担国家及广东等沿海地
区大量的环境科研任务，多项成果达到国
内甚至国际领先水平，获得部、省、市各级
科技进步奖及其他奖励 20余项。

在加强科研能力建设上，科研装备水

平极大提升，基本具备了国内一流国内一流、、国际先国际先
进的科研条件进的科研条件，，培养了一大批环境工程专培养了一大批环境工程专
业技术人才业技术人才，，形成了专业技术团队形成了专业技术团队。。20062006
年年，“，“持久性有机氯农药六六六环境非生物持久性有机氯农药六六六环境非生物
转化动力学和碳同位素动力学分馏研究转化动力学和碳同位素动力学分馏研究””
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
助，为华南所（应急所）第一个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在承担科研任务上，项目层次不断提
高，数量明显增加，经费总量连续保持每年
过千万元的增长趋势。主持编制国家及行
业标准 6 项；主持完成全国第一次污染源
普查中生活源和农业源排污系数测算项
目。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体污染控
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东江项目，承担了
4 个课题，主持“863”科技计划课题 1 项，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两项，国际合作项目
3项，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16项。

在支撑地方环境管理上，足迹遍布广
东、广西、海南、云南、河南、安徽、北京、江
苏等省市，以及淮河、太湖、滇池等国家治
理重点区域，市场业务合同额以平均每年
超过 30%的增幅迅猛增长，为国家和地方
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0 年，华南所（应急所）科学城新址
建设工作全面启动，这不仅承载着几代华
南所（应急所）人的梦想和追求，也为华南
所（应急所）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稳步发展的2003—2011年：

加强科技支撑创新质量双优

进入新时代，华南所（应急所）迎来集
中攻关的踔厉发展期。在全球经济相对低
迷的大环境下，通过科学实施华南所（应急
所）“十二五”发展规划，科技创新能力、环
境管理支撑能力、科研保障能力都得到了
较大的提升，支撑环境管理实现了“横向覆
盖，谋划全国”的总体布局和“纵向延伸、形
成链条”的深度发展。“十二五”期间，全所
科研项目与支撑环境管理项目合同额均保
持稳步增长，实现年年“双过亿”。

“十三五”以来，华南所（应急所）以生
态环境部重点工作为核心，逐渐形成多学
科交叉的新局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学科
扬帆起航，生态环境应急与风险控制、环境
与健康、污染治理修复等特色方向逐渐形
成品牌效应。

“十四五”时期，华南所（应急所）围绕
打造生态环境领域全国知名的综合型科研
院所，推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形成了全领
域、多要素、多层级的生态环境管理支撑和
科学研究体系，覆盖环境政策、大气、水与
海洋、土壤、固体废物、生态、环境风险与应
急、环境健康与新污染物、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环境监测、环境信息、环境工程等领域，
建成“6 个职能部门+14 个研究中心+1 个
下属企业”的组织架构，拥有各类学科创新
平台 34 个，初步形成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
治理科研体系，基本适应全方位、全链条支
撑生态环境管理的需求。

在这段时期，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华
南所（应急所）牵头承担了 8 个国家重点研
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稳
步提升。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也第一次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实
现 历 史 性 突 破 。 据 Scopus 数 据 库 统 计 ，
1405 篇 科 技 论 文 被 收 录 ，总 被 引 次 数

19808 次，综合影响值为 1.37，高于全国平
均值（1.11），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支撑管理成效显著。华南所（应急所）
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应急与风
险、环境健康与化学品风险防控、生态环境
保护与修复等方面，逐渐形成技术支撑和
服务管理的优势方向，取得以研究报告、标
准规范、政策建议及宣传培训为主要形式
的综合性技术支撑成果。累计向中办、国
办报送专报 20 篇，向生态环境部和广东省
政府报送研究报告 65 篇，为国家和地方重
大环境问题研究、环境规划和政策制定提
供了重要参考。

人才建设欣欣向荣。截至 2023 年 11
月，华南所（应急所）在职职工 719 人，包括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1 人，全
国创新争先奖表彰获得者 1 人，“百千万人
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 1 人，全国
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1 个，省部级人才
称号获得者 29人次。

回首往昔，成就何其辉煌；展望未来，
征程何其壮丽。五十年春秋冬夏，对华南
所（应急所）来说，是开拓、是奋进、是磨砺、
是成熟，是全所同志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的
五十年；是几代华南所（应急所）人不懈努力、
筚路蓝缕的五十年。

未来，华南所（应急所）将继续围绕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投身
美丽中国建设，不断修内功强体魄，以更高
的创新水平、服务水平支撑生态环境中心
工作，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管理支
撑、技术服务全国知名的综合型科研单位，
在推动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
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中发挥生态环境科技引领和支撑作用。

快速发展的2012—2023年：

集中奋进攻关迈向新发展阶段

““工业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深度治理技术及应用工业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深度治理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项目获得 20212021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图为陶瓷湿法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图为陶瓷湿法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
制工程设施制工程设施。。

20012001 年年 77 月月 2323——2424 日日，，举办举办““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国
际学术研讨会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洲来自美洲、、欧洲欧洲、、澳洲和亚洲澳洲和亚洲 111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300名专家名专家、、学者学者、、企业家出席会议企业家出席会议。。图为会议现场图为会议现场。。

陕西白河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项目现场陕西白河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项目现场。。

华南所华南所（（应急所应急所））工作人员在进行海洋生态调查工作人员在进行海洋生态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