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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学会召开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四年一度的中国生态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贾

学术讨论会于 1991 年 10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南京市

召开
,

来自29 个省
、

市
、

自治区一百多个单位的 2 10

名代表
,

以及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数十人参加这次

大会
。

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317 篇
.

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孙儒泳教授

在开幕词中指出
,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 90 年代中

国生态学与持续发展
.

他在回顾了中国生态学的历

史和现状的同时
,

号召大会代表在面临 90 年代我国

科技和经济崛起的时代
,

发扬献身
、

创新
、

求实
、

协

作的精神
,

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和科

技兴国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

李典漠秘书长代表

第三届理事会在会上作了题为
“

90 年代中国生态学

工作者的历史贵任
”

的工作报告
。

他在报告中汇报了
“

三大
”

以来的工作
,

提出当前中国生态学工作者应

该发挥生态科学的综合优势
,

大力为社会经济服务 ;

并希望广大生态科学工作者发扬
“

献身
、

创新
、

求实
、

协作
”

精神
,

促进生态科学的发展
。

李秘书长在报告

的最后
,

还就今后新形势下的学会工作提出了具体

的建议
。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播想副主席致了欢迎

词 ; 中国生态学界的老前辈李冠国教授
、

仲崇信教授

和阳含熙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

开幕式后随即进行大会学术交流
,

先后有十余

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

报告人和学术报告

题目列述如下
;

中国科学院阳含熙研究员
: “

生态学的困惑、

北京师范大学孙儒泳教授
: “我国生态学的发展

战略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姜恕研究员
: “

我国植物

生理生态学的发展
”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王大珍研究员
: “

微生

物生态学的发展及其应用
” ,

北京师范大学徐汝梅教授
: “

种群生态学与系统

生态学研究、

J晾大学陈昌笃教授
: “

景观生态学在我国的发

展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郑慧莹研究员
: “

植物群

落生态学进展及其在我国发展战略的设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冯宗炜研究员
:

“

第四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介绍
” ,

j匕叙农业大学韩纯儒教授
: “

我国应用生态学的

发展与现状
”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典漠研究员
: “

生态模

型与数量分析方法在生态学中的应用
” ,

南京林业大学熊文愈教授
: “

生态界面理论
” ;

厦门大学林鹏教授
: “

国际海岸计划及我国红树

林研究现状
” ;

j晾大学林昌善教授
: “

我国人口生态学发展战

略,’o

大会期间
,

与会代表还按生态学各分支学科分

组进行了小组学术讨论
。

21 0余名代表分别在生理生

态学组
、

种群和群落生态学组
、

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

学组
、

应用生态学组
、

理论生态学组和方法论组的分

组会场上畅所欲言
,

各抒己见
,

纷纷对我国 90 年代

的生态学发展战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大家普遍认

为
,

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应该注意协调好以下几个结

合
:

长期研究与短期研究相结合
、

应用研究与基础研

究相结合
、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

小项目与大项目相结合
。

当前我国生态学研究普遍

存在的间题是研究经费不足
,

国家资助强度不够
,

仪

器设备得不到补充和更新
,

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和研

究深度不足
。

大家迫切地感到
,

生态学基础研究没有

得到应有重视
,

许多空白有待开拓
。

在生态学研究中

应该把赶先进与赶时髦区别开
,

加强一些硬项目的

研究
.

青年是生态学的未来
,

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

长和特点
,

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
.

会议还就中国生态学会理事会的换届改选议程

举行了全体代表大会
,

投票选举了第四届理事会理

事
,

并随后产生了以陈昌笃教授为理事长的第四届

理事会
。

(本刊编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