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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在兰州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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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于2006年8月19日在兰州隆重召

开。包括台湾学者在内，来自全国各地各有关地理单位的900多名代表出

席了会议，还有少数来自海外的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共提交会

议论文700多篇。本届年会由中国地理学会、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

等单位联合主办，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资源

环境学院、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承办的。协办单位有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信息中心、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

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冰冻圈与环境联合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沙

漠与沙漠化院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地理学会等。大会以“和谐社会建设

与地理学创新”为主题，组织与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认真的

研讨，目的是服务于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和谐

社会建设。 

8月19日上午举行了大会开幕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

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大道研究员致开幕词；甘肃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姜信治同志代表省政府致辞；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教

授、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王涛研究员、西北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刘基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秀彬研

究员分别代表各主办单位致辞；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杨文志副部长、教

育部科技司高润生处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傅伯杰局长

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寒

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施雅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

会顾问、兰州大学李吉均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郑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研究员先后在开幕

式上致辞。出席开幕式的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程国栋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兰

州大学汤中立教授。开幕式由本届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兰州大学西部

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发虎教授主持。 

大会开幕式后，举行了三场大会学术报告。首先，由陆大道院士、程

国栋院士和秦大河院士分别就“中国功能区及其发展问题”、“冷却路

基方法在青藏铁路中的应用”、“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化”等问题作了大

会学术报告。本场报告由本届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寒区旱

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王涛研究员主持。 

8月19日下午，在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许世远教授

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纪远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

技术局局长傅伯杰研究员、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

发虎教授分别就“中国土地利用的现代过程及其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

响”、“全球变暖与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进

展与展望”、“中东亚内陆干旱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研究”问题做了大会

学术报告。在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的主持下，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教授、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

教授、南京大学顾朝林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

桂山教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分别就“城市

视角的自然地理学”、“澜沧江－湄公河水电开发的跨境水文效应及安

全调控”、“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社会地理学问题”、“长江三角洲

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及空间管理”、“研究规范与学术贡献－从旅

游地理学说起”问题做了大会学术报告。 

8月20日—21日，本届年会分20个专题进行了近百场次的学术报告和

交流，共有专题报告近500人次。这些专题分会场有：国际经验与西部开

发、干旱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建设、沙漠化防治与可持续发

展、冰冻圈与全球气候变化、地貌演化与灾害、环境质量变化与健康、

环境变化、气候变化与文明演化、精细尺度下的自然地理现象的定量和

过程模拟、经济全球化、产业转型与环境变化、人地关系与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新世纪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水-生态-城市化过程、城

市：和谐-发展-创新、21世纪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定量遥感与变化的

环境、高中地理新课程的评估与考试、提升旅游地理研究研讨会暨旅游

地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青年工作者学术沙龙与青年工作委员会

工作会议、首届全国地理学研究生学术年会、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8月21日下午举行大会闭幕式，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研

究员主持。 

首先，宣布了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举办城市、主办单位和

承办单位名单。经中国地理学会九届二次理事会议投票及九届七次常务

理事会议研究决定，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将在南京举行，会议

由中国地理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承办，具体时间另行商定。随后，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院长林振山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校长向各位地理学者

发出了盛情邀请。 

然后，宣布并颁发了中国地理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文

奖。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柴彦威教授宣布了获

奖论文及作者名单，“河西走廊城市化与水资源利用关系的量化研究”

（鲍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23篇论文荣获了中国地

理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施雅风院士、李吉均院士、程

国栋院士、陆大道院士等为获奖者颁了奖。 

颁奖仪式之后，施雅风院士、李吉均院士、程国栋院士、王涛研究

员先后讲话。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做了总结性发言。本届大

会秘书长、兰州大学南忠仁教授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讲话，对一些情况

做了必要说明。 

最后，兰州大学潘宝田教授详细介绍了会后考察两条路线的地质地

貌和社会经济人文状况，并就一些考察前的有关准备作了指导。 

闭幕式上，还通报2007年4月底5月初在台湾高雄召开“2007年全球

华人地理学家大会暨海峡两岸地理学术研讨会”的消息。 

会议期间，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全国地理书刊

展。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以及《地理学报》、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出版社和期刊参加了展览，并销售了不

少图书。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九届二次全体理事会议和中国地理

学会九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青年地理

工作委员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经济地

理》编辑委员会等也都召开了工作会议。 

大会之后，组织了两条路线的科学考察，一是河西走廊及柴达木盆

地（兰州－武威－张掖－嘉峪关－敦煌－大柴旦－格尔木－青海湖－西

宁－兰州），二是甘南地区考察（兰州－和政古生物群－东乡民族文化

－拉卜楞寺－桑科草原－兰州）。 

这次会议是中国地理学会在我国西部地区召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

   



高的重大学术活动，是中国地理学会举办的又一次盛会，也是中国地理

学会近年来主办的重大学术活动之一。总结大会的情况，我们认为有以

下几个方面： 

1、学术水平高。三位院士的大会报告，既展示了我国学者在国际科

技前沿领域（多年冻土）研究中代表国际水平的最新成果，也展示了地

理学家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从事国家层面上自然、社会与经济领域研

究的最新成果，并且充分显示了地理学家在当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全国地理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其他几个大会

学术报告也都是由在国内外学术界十分活跃的著名领衔科学家及其团队

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全球变化与区域环境研

究、地理－生态过程研究、全新世气候变化研究、城市自然地理研究、

跨境水文效应及安全调控研究、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研究，以及学

科建设和研究规范与学术贡献等。 

2、学科建设和学术规范有创新。几个大会学术报告都从学科和学术

方面有所创新，譬如，顾朝林教授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学科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发展社会地理学问题；俞立中教授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并

结合自身科研团队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城市自然地理学研究方向和方

法；何大明教授根据多年从事国际河流的研究，提出跨境流域与生态安

全问题。保继刚教授根据当前学界重项目、重规划轻学术研究的现状，

提出学术规范问题。 

3、学术交流平台宽阔。本届年会除特邀大会报告外，20个专题分会

场的交流为全体与会代表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为促进和谐

社会建设和地理学创新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4、培养锻炼人才形式灵活多样。搭建学术报告平台，就是为了培养

和锻炼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地理学科发展，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

设。本届年会除通过减少青年、学生代表注册费外，还评选了年会青年

优秀论文奖，鼓励青年地理学者参会交流。另外，本届年会专门设立了

青年地理学家沙龙，还专门为全国地理学研究生设立了分会场——首届

全国地理学研究生学术年会。 

 

本届年会是在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西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等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举行的，尤其是兰州大学承担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和后勤接待等会务工

作；同时，本届年会还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大力支持，中国教育

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际地理联

合会（IGU）等也对本届年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中国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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