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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011年6月23～26日 
会议地点：温州 
主办：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 
承办：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温州海洋研究院） 
协办：浙江省植物学会 
一、会议背景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特殊的生态系统，不仅在防浪护堤、维持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等方

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科研、科普教育与旅游价值。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与恢

复，绝大部分红树林被纳入保护区范围，成立了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6处红树林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各省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红树林人工造林。中国于本世纪初成功地制止了红树林面积的急剧下降，

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但是，近几十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

下，中国红树林湿地面临急剧的退化，主要表现在：养殖业及城市生活污水对红树林的污染日益严重；互花

米草对福建和广东部分地区的红树林造成了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和破坏，红榄李等物种的灭绝为

期不远；过度捕捞导致渔业水产资源迅速下降。如何在全球变暖及沿海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开展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研究、开发与利用，已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温州是我国红树林人工引种的北界，乐清市西门岛（28°20´N）至今还保存着1957年引种的秋茄。全球变

暖给红树林的引种北移提供了契机，但随之而来的极端低温事件又极大地限制了高纬度地区红树植物的正常

生长。高纬度地区的红树林已经成为研究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的热点对象。近年来，浙江省海洋水产养

殖研究所和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引种造林工作。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从

2005年起展开了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红树林北移和新品种引种、筛选、驯化等研究工作，先后承担了全球环境

基金(GEF)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欧盟、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10余项有关红树林研究项

目。已在红树林北移驯化引种技术、分子遗传学、宜林地选择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在乐清湾西门岛引种

的桐花树已成功越冬2年。2007年以来，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从海南、广东和福建引种无瓣海桑、海漆

等等10种红树植物，红树林造林面积达900亩，其中无瓣海桑和海漆等树种均已在温州成功越冬2年，无瓣海

桑树高达2.8m。 
 

二、会议目标 
把握红树林研究最新动态，进一步强化各研究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力图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红树

林的结构与功能。正视中国目前中国红树林人工恢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技术手段。同时，

会议为红树林湿地的研究者、管理者、民间团体及政府部门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以推动红树林的科

学管理与保护。 



 

三、会议主题 
红树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响应 

          红树林生态恢复 
红树林污染生态学 

          红树林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红树林湿地生态服务功能 
 

会议采取大会特邀报告和专题讨论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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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报告仅使用PowerPoint多媒体。 
 

四、会议组织 
1、主席 

林光辉       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主席 
2、副主席 

卢昌义       厦门大学海洋环境学院教授，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名誉主席 
谢起浪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3、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桂珠  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陈少波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委员 
范航清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黄  生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黄玉山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江锦祥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廖宝文  中国林科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林辛助  台湾中兴大学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施苏华  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谭凤仪  香港城市大学生物与化学系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王文卿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友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薛美丽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叶勇：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副主席 

于明坚  浙江大学副教授，浙江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4、会务秘书处 
秘书长： 王文卿 
副秘书长：周志明 
成员：黄丽 仇建标 

 
 
六、会议议程 

6月23日（星期四）报到，  欢迎晚宴 



6月24日（星期五）上午       领导致词，大会主题报告（每人30分钟） 
6月24日（星期五）下午    大会主题报告（每人30分钟） 
6月25日（星期六）上午    分组报告（每人15分钟） 
6月25日（星期六）下午    分组报告（每人15分钟） 
6月26日（星期日）    会后考察（雁荡山，中国人工引种最北的红树林：乐清西门岛） 

 
七、会议地点与时间 
 1、时间：2008年6月23-26日（23日全天报到） 

  2、地点：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勤奋路58号 

3、会议住所： 金鹏宾馆（三星级） 

4、会议统一报到地点：金鹏宾馆一楼大厅 

 5、会务费：每人800元，学生五折，交通及食宿自理。 

 

八、联系方式：  

王文卿：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邮编：361005 

传真：0592-2181430 

电话：13950002102，Email: wqwq1971@163.com，mangroves@xmu.edu.cn 

 

伍锦姑：电话：0577-88232454，13587791218 

余海滨：电话：13958770061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河通桥6-1号，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邮编：325005 

传真：0577-88229314 
九、住宿安排 
地点： 温州金鹏酒店 

普通标间 240元 
     商务标间360元 

 

第五届红树林学术会议 

 

回 执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单位   职称及职务  

电  话   传 真  

 



请于2011年5月10日前将回执及报告摘要通过Email发给会议秘书处。 
由于房源有限，住宿安排以注册顺序为准，先注册先安排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报告题目 
 

是否安排住

宿？ 
是 
否 住宿标准 

普通标间240元/天  

商务标间360元/天  

是否参加会后

考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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