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2004年度工作总结(2005-2-25)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与挂靠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指导和支持下，在2003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

作。 

    一、 学术交流： 

    1、由我会神经工程与神经计算机专业委员会组织的2004年神经信息处理讨论会与2月28-2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东华大

学、复旦大学、航天医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等研究单位的近40位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出席了这次活动。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大家就过去几年中，各自在神经信息处

理领域中的工作进展和成就进行了充分交流。从会议上交流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在神经信息处理方面，近年来在一些方面已经形成

较强的研究力量并在研究工作中取得较好成绩。 

    2、今年6月，第三届海内外中青年学者神经科学研讨会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参会人数达109人，其中来自中

国大陆67人，美国27人，香港9人，加拿大2人，日本1人，瑞典1人，德国1人，澳大利亚1人。会议上对近年来国内外神经科学的进展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NEURON杂志的编辑Katjia Broose女士也到会介绍了杂志运行的情况和如何写作英文科技论文等。在历时3天的会

议中，学术报告内容丰富：从基础到临床，从基因到行为，从发育到衰老，基本覆盖了当前神经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其中不但多名

报告者的工作在SCIENCE，NATURE等刊物上发表，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有一些构思巧妙的苗头性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2004年11月2日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神经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会议在长沙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27个

省、自治区和京、津、沪、渝直辖市精神科专业的工作者150名。其中正式代表102名，列席代表48名。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神经科学学

会精神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凌江教授主持，主任委员江开达教授致开幕词。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路长林教授、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副主席张明园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蔡焯基教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陈彦方教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精

神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祖承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院院长周华胜教授分别致辞。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50余篇，分子

遗传学研究35篇，生理生化、免疫研究32篇，脑影像学研究15篇，药物依赖相关研究12篇，精神药理相关研究18篇，精神疾病临床研

究18篇，综述19篇。经专家评选，评出优秀论文10篇，并在大会上作交流。整个会议内容立足于精神神经医学最前沿，是本学科新进

展的全面呈现，是新思想和新视角的汇总。 

    4、与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合作，于2004年11月举行了上海生理生物物理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名誉主席为我国神经科学的奠基者

之一张香桐院士和国际神经科学泰斗国际脑研究协会前主席伊藤正男教授。大会主席为复旦大学寿天德教授，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为

复旦大学张志鸿教授，秘书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施永德教授，还有多名国际著名学者担任大会共同主席和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共同主

席。参加大会的有250多人，其中境外专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分别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

澳大利亚，伊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视觉研究权威H. Barlow， W. Levick， R. Desimone， K. Tanaka， R. J. 

Reiter， M. Sur等一批国际一流学者；大会上一共组织了8个大会报告；16个分会，一共进行了21场报告；此外还有13场专题报告会

以及一场墙报展示。最后还进行了一场题为“生理生物物理和人类健康”的论坛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5、为进一步促进组织工程、干细胞、神经再生等研究方面的发展与交流，04年11月由中国解剖学会、中国神经科学会、南通大

学联合主办了“全国组织工程、干细胞与神经再生学术会议”。 

    6、2004年4月协助第四军医大学在西安举办了有关“中枢神经系统网络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国际研讨会。 

    7、2004年10月协助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二届脑功能基因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 科普培训： 

    1、协助理事单位于5月下旬在重庆举办了“IBRO－重庆 神经科学学习班”，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研究生介绍最新的神经科学

知识，同时亦为来年在亚太地区举办的较高层次的神经科学学习班选拔优秀学生 

    2、协助青岛大学于7月下旬在青岛举办了“国际脑研究组织”研讨班，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数码成像新技术讲习班等培训班。 

    3、为提高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工作者在数码成像技术领域的水平2004年10我会与中国生理科学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共同在复旦

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主办了“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数码成像新技术讲习班”。 

    4、与中国康复医学会和《中国临床康复》杂志社共同策划申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 

    



    三、 组织工作： 

    1、第三届第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2004年10日在上海顺利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路长林、王晓民、赵继宗、陈军、赵志奇、吉

永华等14位常务理事以及于常海、徐天乐、万有、顾晓松、何成等22位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共计36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路长林

理事长主持。先由计算神经科学和神经工程专业委员、神经化学专业委员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等专业委员

会的负责人汇报了近期的工作计划，其中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各专业委员会要抓住机会多举办国际会议，为学会筹集经费。学会的组织

工作也不容忽视，发展会员尤其是临床方面的会员和海外会员尤其重要，同意学生会员的加入，同时也讨论了我会团体会员的责任与

权利等规定。会议上强调学会的信息交流一定要畅通快捷，网站的建设迫在眉睫。根据今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三届海内外中青年学者神

经科学研讨会的情况，经讨论决定成立“海内外中青年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国神经科学杂志》改名问题，讨论非常激烈，最后达

成一致决定：以进入SCI为目标。明年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成立10周年，10周年庆将与第六届全国学术会议结合起来在重庆召开，学会

即将成立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共同筹备本次会议。 

    2、科学学会三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于2004年12月3日在广州市珠江医院内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路长林教授、王晓民教授、赵继宗教

授、陈军教授、赵志奇教授、吉永华教授等15位常务理事或副秘书长，以及第三军医大学的蔡文琴教授等4人。会议讨论内容以05年

“第六届全国学术会议暨成立十周年大会”为主。讨论成立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会；确定了会议主办方、承办方、

会期、交流方式等基本要素。为了扩大会议规模，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本次盛会，我会还准备邀请IBRO的专家、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

科学专家以及香港、大陆的院士参加本次会议，组织“院士论坛”，并授予他们荣誉会员的称号。会议经费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焦

点，三军大表示基本能承担代表食宿等方面的费用，但邀请国外专家等其他费用需要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共同争取。次常理会还确定了

我学会的会员分为：荣誉会员、普通会员、学生会员和外籍会员4个类别。关于会员证的问题经讨论决定我学会不再统一制作会员

证，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编号上学会网站来查询更新自己的信息。本次常理会对明年全国学术会议暨成立十周年大会的筹备工作起到

了指导作用，相信在学会理事长的带领下，所有理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第六届全国学术会议暨成立十周年大会”将

会顺利召开。 

    四、 其他工作： 

    1、会员的重新登记与交纳会费情况：目前为止已有900多名会员重新登记，汇费交收了大约3万元。但仍有大部分会员没有重新

登记。 

    2、事费交纳情况：目前为止理事费的交收率为75%，共收到9.7万元。 

    3、根据中科协的要求，对所有重新登记过的会员做了新的编号，为做会员证做好了准备。 

    4、有308位会员订阅了《中国神经科学杂志》，订阅杂志费用共收到48680.00元。 

    5、网站建设情况（www.csn.org.cn）：已经把最新需求提交给信息中心网络部，网络部也立项着手重新建设学会网站，预计在

2005年2月将会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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