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湿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暨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会议第一轮通知

    

 

 

会议时间：2010年11月10日-12日 

会议地点：广西北海 

主办单位： 

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专业委员会 

广西科学院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湿地研究中心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承办单位：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海洋环境与滨海湿地研究中心） 

 

 

一、会议背景及简介 

2010年的世界湿地日主题是“湿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这凸显了湿地在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

气候、补给水源等方面的重要生态功能。本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重要生态功能和所面

临的威胁，探讨全球变化背景下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恢复及可持续利用的技术与方法，阐明基于这些技

术与方法的湿地生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明确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辨析自然及人为因子驱动力的协同

作用及其耦合关系，进而提高我国湿地科学研究水平及综合管理能力。 

我国地理条件复杂，湿地类型多样。在全球变化及我国人口增加、经济高速发展下，有近90%的重要湿

地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活动威胁, 其中30%的重要湿地面临着盲目开垦和改造的威胁，26%的湿地面临着环境

污染的威胁，24%的湿地面临着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的威胁，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程度已经超过其他生态系统，

湿地功能下降。但如何科学地保护、管理湿地生态系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需要基础科学理

论与综合技术支撑。湿地科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历史较短、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与国际湿地科

学研究相比，虽然在某些方面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开展湿地科学研讨，确

定我国湿地科学研究的基本科学问题，健全湿地科学体系，对提高我国湿地科学研究水平，加强对国家湿地

管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中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红树林、海草床和盐

沼是广西北部湾的特色海洋资源，是滨海湿地的重要类型和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是近海水体的生物净化场

和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的栖息地，是广西北部湾海区生态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国务院批准的《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制约因素”中提到“近海地区生态保护及修复压力较大”。为了在建设中保护广西北

部湾海洋环境，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强珍稀濒危物种及沿海



红树林、海草床、河口港湾湿地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的生境保护”。北部湾是一个半封闭的国际海域，滨海

湿地在维持海区的生物多样性、生产力、维护我国在南中国海环保问题上负责任的大国威望等方面发挥着突

出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滨海湿地，尤其红树林、海草和盐沼生态系统，

特在广西北海召开本次会议。 

 
二、论坛主题 

主题1 红树林、海草和盐沼海洋生物栖息地保护与合理利用 

1．红树林、海草和盐沼海洋生物栖息地现状及主要威胁 

2．红树林、海草和盐沼海洋生物栖息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3．红树林、海草和盐沼海洋生物栖息地的保护管理模式 

4．红树林、海草和盐沼海洋生物栖息地的可持续利用 

主题2 湿地固碳功能及其减缓全球变化效应 

1．湿地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2．湿地碳库变化与定量评估 

3．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 

主题3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  

1．湿地保护方法与成功经验 

2．湿地恢复的理论、技术及示范  

3．湿地生态旅游与替代生计 

三、 会议的组织形式  
1. 会议采取大会特邀报告、专题讨论和现场考察的形式，将邀请专家和主管部门领导作特邀报告。 

2. 按会议主题设专题讨论(将根据论文征集情况予以调整)  

3. 将于会前遴选提交的论文，在《湿地科学》期刊出版会议论文专辑,请按《湿地科学》征稿简则要求撰写

论文和投稿。 

4. 会议专题讨论发言每个报告的时间为15分钟，讨论5分钟，现场报告使用PowerPoint。 

四、会议论文征集 

    会议内容包括前瞻性综述，系统性研究成果，保护与恢复经验及案例等，拟参加会议者,请于2010年10

月7日前将论文及摘要提交给会议秘书处。论文摘要字数控制在400字以内，具体格式严格按照《湿地科学》

刊物要求进行编写，会议组委会将挑选优秀论文，推荐刊登在《湿地科学》(中文核心期刊)。中文全文的长

度应在6-8页之间，英文全文的长度应在8-10页之间。 

五、大会组织  
主办单位： 

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专业委员会 

广西科学院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湿地研究中心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承办单位：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海洋环境与滨海湿地研究中心） 

 
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  

李文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院士  

刘兴土，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院士  



副主席:  

马广仁，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 

陈  波，广西科学院，副院长  

何兴元，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所长/研究员 

宋长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吕宪国，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陈克林，湿地国际，主任/研究员 

古滨河，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水资源管理署，高级专家 

陆健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雷光春，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教授 

姜加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王艳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林光辉，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崔保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委 员(拼音排序):  

安树青，南京大学,教授 

蔡祖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员,研究员 

陈求稳，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 

陈晓玲，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崔丽娟，中国林科院湿地中心，研究员 

邓  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范航清，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胡远满，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 

姜  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处长 

雷富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李秀珍，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 

刘景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钦  佩，南京大学，教授 

盛连喜，东北师范大学,书记/教授 

宋长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田  昆，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西南林学院，教授 

仝  川，福建师范大学亚热带湿地研究中心，教授 

王苏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王学雷，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野乔，美国罗得岛大学，教授 

谢  平，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严承高，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 

于洪贤，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学院，教授 

张迎梅，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处长/教授 

大会秘书长:  

范航清，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姜  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处长 

六、会议安排与费用 

会议召开地点为广西北海市，会议时间：2010年11月10日-12日，会期3天：2010年11月9日报到，10-11

日研讨会，12日中越边境滨海湿地保护与恢复状况考察， 13日代表离会。会议具体内容安排及报到具体事

宜将在第2号通知中告知。 

参加会议代表的往返交通与住宿费用自理。所有与会代表会议期间的饭费、现场考察、资料、会务等费

用由会议资助（不包括医疗和意外保险）。 

野外考察路线：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越边境交界重镇防城港东兴市-红树林湿地海岸。考察内容包括广西



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保护区能力建设（综合楼、鸟类救护站、滨海鸟类生境、红树林和海草保护

与生态旅游与教育基地、生态恢复工程、中国海岸0米线起点）、中越边境交界重镇防城港东兴市的边贸。

中午在红树林湿地海岸用午餐，下午考察红树林海岸，了解红树林湿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京族传统

文化。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西北海市长青东路92号，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536000 

传    真：0779－2055294 

联 系 人：周浩郎 0779－2055294   13006999029  mangrovecenter@sina.com 

          朱金花 0431-85542257   zhujh@neigae.ac.cn 

 

八、会议回执 

注：为作好会议安排和各项筹备工作，请务必将回执于2010年9月19日前传真或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会议联系

人。 

姓  名   性别   职称及职务  

单位名称  

电  话   E-mail  

提交内容 论文题目： 

是否作报告：         

拟参加的 

研讨主题 

 

陪同人员 姓名：     性别：    参加考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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