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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17日在深圳召开了第五届亚洲蕨类植物学大会。这次会议由中国花卉协会蕨类植物分

会、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深圳仙湖植物园共同组织。来自亚洲、欧

洲、北美和非洲15个国家的150余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15日上午，中国花卉协会蕨类植物分会会长张宪春研究员主持了开幕仪式。深圳仙湖植物园主任李

勇博士致开幕词，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宋建春副局长、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士、中国花卉协会陈建武副秘

书长参加会议并对所有来宾表示欢迎。 

 

国际蕨类协会和（IAP）中国花卉协会蕨类植物分会（CFS）特向植物研究所邢公侠教授和Kunio 

Iwatsuki教授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荣誉证书以表彰他们对蕨类研究作出的长期贡献。李勇主任代表仙湖植

物园接受了台湾辜严倬云植物保种中心赠送的10种珍稀蕨类植物。 

 

亚洲蕨类植物国际研讨会是亚洲蕨类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为各国学者进行学术合作交

流创造了有利条件。该研讨会2-3年举行一次，目前已成功举办四次。在中国，有相当多的蕨类学家从

事着不同领域的研究，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其他国家的蕨类研究者进行交流与合作。其他国家的蕨类

学家对中国学者进行的蕨类研究也知之甚少。本届会议的主题是“蕨类植物研究进展：机遇与挑战”。 

 

开幕式后，荷兰莱顿大学资深植物分类学家Hans Nooteboom博士，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

Harald Schneider博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张宪春研究员分别作了“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蕨类植物”、

“迈向完整的蕨类植物进化生物学”、“中国的蕨类植物：科、属、种”的大会报告。传递了大会的主

旨。在接下来的3天会议中，还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越南、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以及台湾地区共48位专家及研究生做了关于蕨类各个研究领域，分类学、解剖学、细胞生物学、发

育学、生理学、植物化学、系统发生学、物种分化和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等精彩报告。还有20余位学者

同参会代表提交了海报。 

 

此外，在这次大会中，召开了中国花卉协会蕨类植物分会第四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

会，植物所张宪春研究员连任会长，石雷研究员被选为秘书长。大会的闭幕式上，来自荷兰的Hans 

Nooteboom博士、印度尼西亚的Dedy Darnaedi博士、英国的Harald Schneider博士、日本的Masahiro 

Kato教授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了祝贺和感谢，中国花卉协会蕨类植物分会张宪春会长对下一届中

国蕨类植物研讨会以及第六届亚洲蕨类植物学大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建议和商讨。预计下一届中

国蕨类植物学大会将于2011年在海南举行，下一届亚洲蕨类植物学大会确定在印度尼西亚茂物植物园举

办。 

 

会后，中外学者在仙湖植物园李勇主任的带领下参观了仙湖植物园，并在秦仁昌先生塑像前合影留

念，相信被蕨类学界誉为中国蕨类植物和世界蕨类植物之父的秦仁昌院士看到中国蕨类的健康发展，在

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安慰的。 

 

会议承办方还组织了两条线路的野外考察。一条线路是考察深圳梧桐山，另一条线路是考察广东惠

州南昆山。野外考察为参会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热带和南亚热带蕨类区系的机会。 

 

本届亚洲蕨类植物学大会参加单位、大会报告以及参与人数之多，都为历届之最，充分展示了我国

蕨类植物工作者在科研、教学、物种保育和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国内

外蕨类植物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我国的蕨类植物产业化发展，推动我国野生蕨类植物资

源的调查、收集、保存、研究和可持续利用等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五届亚洲蕨类植物学大会在深圳召开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科学》社论：重视植物学研究 迎全球新挑

战  

2 著名植物学家杨弘远院士逝世 享年77岁  

3 菲律宾著名华裔植物学家许震忠野外考察时遇

害  

4 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和地质学家李星学院士逝世  

5 李军研究员当选国际古生代微体植物学会疑源

类分会主席  

6 2010年国际C4植物学大会在沪举行  

7 《植物学报》英文版基因信息被TAIR数据库收

录  

8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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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1 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2 浙大推行“教师岗位分类管理” 30%教师转岗

社会服务  

3 公开质疑“总统奖女孩” 方舟子是不是乱咬  

4 国家地理杂志评2010十大科学发现 诺亚方舟

遗迹上榜  

5 中组部启动“青年千人计划”  

6 建世界一流大学项目申报只有两周时间引争议  

7 25位华人科学家新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8 华中师大物理学院优秀教授年收入有望达到40

万  

9 《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出炉 半数导师月指导

学生不超两次  

10 关于中国科学发展问题，施一公饶毅回应蒲

慕明  

更多>>  

 

编辑部推荐博文

《自然》社论：论文代写该收手了  

中国科学经费管理改革有无稳妥、共识、可行

的办法？  

奇思妙想，客串艾滋病免疫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经验谈—申请成功角度  

道孚大火说蔓延  

如果我没能留学美国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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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写作指导”阅读札记  

(原创) 傻瓜式解决法：Endnote中英文混排  

《幸福的方法》修复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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