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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爬升樟木沟的暖湿气流———樟木沟是中国境内横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几条著名大沟之一,它位于我国西藏聂拉
木县境内的希夏邦马峰东南侧,延绵 5400km 的 318 国道在此沟中到达其最西头。 从聂拉木县城到樟木口岸短短的
30km 中,海拔从 4000m 急降至 2000m。 在大气环流作用下,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沿樟木沟不断费力地往上爬升,
给该沟谷留下了大量的降水。 尤其是在雨季到来时,山间到处是流水及悬垂崖头的瀑布,翠峰直插云霄,森林茂密
苍郁,溪流碧澄清澈,奇花异葩繁多,风景美如画卷,气势壮丽非凡。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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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现代生态学
———第六届现代生态学讲座纪要

温摇 腾,徐德琳,徐摇 驰, 赵德华, 冷欣, 耿其芳, 安树青*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南京摇 210093)

摘要:“现代生态学讲座冶是由著名生态学家李博院士创导,国内外华人生态学家联合发起,旨在促进中国现代生态学与世界同

步发展,加强国内外生态学界交流与合作的国际会议。 2011 年 8 月 1-4 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第六届现代生态学讲座围绕“全

球背景下现代生态学热点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冶主题,进行了 23 场特邀专家学术讲座,从全球变化背景下:现代生态学方法论、全

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响应与反馈、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物入侵、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生态、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植物生理

生态、全球变化背景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态水文、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区域生态管理等八个方面进

行分类总结,从不同时空尺度、不同学科角度探讨全球变化与生态系统的响应以及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适应性管理

对策。 最后,对会议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现代生态学讲座;全球变化;生态系统响应;适应性管理;会议综述

Overview on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ecology series of 2011
WEN Teng, XU Delin, XU Chi, ZHAO Dehua, LENG Xin, GENG Qifang, AN Shuq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Symposium on Modern Ecology Series was initiated by Li Bo, a well鄄known Chinese Academicians, and
jointly launched by Chinese ecologists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ai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logy in
China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ecologists.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Ecology Series (ISOMES) was host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on August 1—6, 2011 in Nanjing. Over 400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meeting忆s theme “Global Change and Hot Issues in Modern Ecology冶,
the summary is briefly made from eight perspectives: global change and advanced methods for ecology, terristrial ecosystem
response and feedback to global change, global change and biological invasions, global change and forest ecology, global
change and plant physioecology, global change and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ecosystem, global change and forest hydrology,
global change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Upon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ll topics in the
summary were to explore the response of ecosystem to global change and the mitigation and adaptaion stratigies for global
change at multiple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In addi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wards future improvement of
the series.

Key Words: Symposium on modern ecology; global change; ecosystem response; adaptation strategies;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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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摇

1摇 会议背景与概况

“现代生态学讲座冶由我国著名生态学家李博院士创导,旨在推动中国生态学与世界生态学同步发展,促
进青年生态学者之间、青年生态学者和资深生态学者之间、中国与海外生态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区域

及全球可持续发展。 1994 年李博院士成功组织了第一届“讲座冶,为了纪念李博先生献身于他钟爱的生态学

事业,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讲座冶学术委员会,并确定自 2003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

届。 该“讲座冶为国内外华人生态学者相互交流和我国研究生培养提供了一个长期的高层次平台。
第六届现代生态学讲座暨第二届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于 2011 年 8 月 1—4 日在南京大学举行。 本次

会议由现代生态学讲座系列组织与学术委员会、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组织委员会主办,南京大学、中国生态

学会、江苏生态学会承办,中美生态、能源和可持续性科学内蒙古研究中心、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江苏海洋湖沼学会协办。 本届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兄弟单位和生态学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

积极参与,来自国内外近百个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约 400 名学者和研究生与会,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国
内有关院所和大学的特邀嘉宾 26 人出席了本届论坛。 会议共交流学术摘要 117 篇,墙报 32 份,举办专家学

术讲座 23 场本届会议共收到学术摘要 117 篇,其中专家报告摘要 22 篇,青年学者摘要 95 篇,经认真评选,评
出 5 名李博院士研究生论文奖。
2摇 会议内容

此次会议以“全球变化背景下现代生态学热点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冶为主题,报告内容涉及全球变化背景

下的现代生态学方法论、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响应与反馈、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物入侵、全球变化背景

下的森林生态、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植物生理生态、全球变化背景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全球变化背景下

的生态水文、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区域生态管理等八个方面。

表 1摇 第六届“现代生态学讲座冶会议报告清单

Table 1摇 Presentation Lists of “ the 6 th Symposium on Modern Ecology Series of 2011冶

研究方向
Research area

报告题目
Titles of presentations

专家姓名
Name

国籍
Nationality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现代生态学方法论 景观生态学和气候变化研究:超越生态系统途径 邬建国 美国

东南亚地区生物气候变化空间格局 齐家国 美国

生态系统的测量、野外模拟和数学模型 唐剑武 美国

气候改变导致极端干旱和洪涝的机理研究 周国逸 中国

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响应与反馈 碳循环研究的动态非平衡理论框架 骆亦其 美国

土壤碳库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 程维信 美国

气候变化与温带草原 万师强 中国

全球变化背景下中国东北样带陆地生态系统的过程与机理研究 周广胜 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土壤固碳:途径与制约因素 孙建新 中国

气候变化对中国东北部森林土壤有机碳储存的影响 张称意 中国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物入侵 全球变化下的生物入侵 李博 中国

植被的演替驱动力与入侵抵抗力 彭少麟 中国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生态 火生态学、林火体系模型研究和气象变化条件下的挑战 李超 加拿大

森林多样性及其固碳的群落学机制 马克平 中国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植物生理生态 高山植物抗冻的生理生态学研究 安黎哲 中国

中国北方草原内生真菌分布及其对宿主植物的依赖性研究 高玉葆 中国

全球变化背景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植被恢复与土壤生态过程 傅声雷 中国

资源热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以美国佛罗里达大沼地为例 古滨河 美国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态水文 气候变化-森林-水资源相互作用 孙阁 美国

定量评价气候变化和森林变化对大流域水文的相对贡献 魏晓华 加拿大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区域生态管理 气候变化对森林影响与适应性管理 刘世荣 中国

全球变化下的草地生态与管理 韩国栋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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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摇 全球变化下的现代生态学方法论

为适应全球变化与人类生存需要,现代生态学在研究方向、内容、尺度、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新研究领域

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了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1]。 本届论坛以邬建国教授的“景观生态学和气候

变化研究: 超越生态系统途径冶 ( Landscape Ecology &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Beyond the Ecosystem
Approach)报告开篇,在全面回顾全球气候变化过去、现在研究热点的基础上,指出景观生态学在气候变化研

究中的重要性,强调在景观尺度上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机制;报
告列举了几类研究范式,阐述了如何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异质性、等级结构、尺度、格局和过程等方法理论,
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的研究,并联系景观规划、景观设计和景观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齐家国

教授的报告围绕“如何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生态学问题冶这一主题展开,首先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详细介绍

了人类鄄气候相互作用的研究理论框架和热点研究领域,指出研究范围 /单元的大小、研究的时空尺度是开展

人鄄地鄄气耦合研究的关键;接着以东南亚的生物气候研究为例,全面介绍了生态系统研究方法的框架体系,该
方法具可推广性,可在合适时间尺度下,结合后期验证和前人研究,深入探讨生态系统过程,将成为生态学研

究的一个主要途径。 唐剑武教授的报告先阐述了生态系统过程的复杂性,随后从生态系统测量方法、生态系

统模拟研究、生态模型研究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系统生态学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进展,并介绍了土壤

呼吸指标的先进技术和仪器。 周国逸研究员的报告探讨了干旱与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土地变化、气候变化

之间的关系,并以鼎湖山的长期观测为例,提出气候变化是影响下垫面极端水热状况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

同时强调长期生态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长期生态数据的解析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对青年学者

从事生态学研究、特别是长期生态观测有良好的启发作用。
2. 2摇 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响应与反馈

全球气候变化与地球系统的碳库和碳循环过程变化紧密相关,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及其循环过程机制

研究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成因分析、变化趋势预测、减缓和适应对策分析领域的科学研究热点[2鄄3]。 骆亦其

教授首先做了题为“碳循环研究的动态非平衡理论框架冶的报告,他独创性的提出碳循环的动态非平衡理论

框架,举例详细阐述了生态系统碳循环在五种情况下处于动态非平衡:昼夜和季节变化、全球变化、一次干扰

作用、干扰持续作用、生态系统状态改变。 他指出碳循环的非平衡状态和变化幅度随时间变化,当陆地碳循环

处于非平衡状态时,碳鄄气候的反馈作用发生,一方面生态系统的内在过程促使碳趋向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外

力作用(如:干扰和气候变化)产生动态非平衡,内力外力相互博弈,决定碳循环的平衡状态。 程维信教授的

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土壤矿化的温度敏感性;(2)底物类型对温度的反应;(3)基质的有效性;(4)根
系过程对土壤矿化的影响,从较小尺度上全面介绍了土壤碳对于温度变化的响应,提出基质有效性、基质质量

和根系激活效应对温度敏感性研究的重要性。 张称意研究员的报告从气候变化及其归因入手,辨析气候变化

与一般天气变化,并以我国为例,列举与生态系统关系密切的全球气候变化现象,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原因,模
拟不同排放情景下的增暖预估结果,指出气候变化还会继续发生,同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阐述大尺度气候变

化对农田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和碳储量的影响。 孙建新教授的报告综述了现有对土壤碳的主要研究成果,重
点介绍了土壤碳库的形式、来源、特殊组成,土壤碳在土壤过程中的转变和控制因子;提出土壤有机碳的转化

受土壤动物、微生物和植物根系控制,气候变化加速高纬度地区土壤碳分解、总体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指出

有关土壤碳的研究仍存在许多未知领域,运用新技术开展土壤固碳研究是将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万师强教授

的报告以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为例,通过四个大型气候变化实验:(1)全球变化多因子实验;(2)降水梯度变

化的温带草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3)不对称昼夜温差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研究;(4)降水变化下温

带草原的非线性响应研究,解析了气候变化对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 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

影响不仅体现在草原生态系统,也体现在森林生态系统,陆地样带可从机理上理解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

的响应,是实现预警、调节和减小全球变化不良影响,科学地规划和管理陆地生态系统的有效研究平台。 周广

胜研究员的报告从全球变化陆地样带研究的目标和核心科学问题入手,以中国东北样带研究为例,介绍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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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样带的设置意义,具体阐述了在该地区开展的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全球变化的适应性研究、生物多样性

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系统 /植被分布格局的解释、中国东北样带典

型生态系统的碳收支、耦合生物鄄物理鄄化学过程的陆地生态系统动态模型等。
2. 3摇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物入侵

全球变化改变生物分布的空间格局,导致生物种群的重新分布,目前生物入侵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三

大环境问题之一,生物入侵生态学已成为现代生态学的一个新分支和研究热点[4鄄5]。 本届论坛上,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李博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生物入侵的概念、特点和危害,指出生物入侵是全球化现象,
与全球变化的主要生态过程紧密相连,并归纳总结了生物入侵的十数规律和三大危害;同时以我国为例,详细

分析了我国入侵种的分布特点与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东南部区域是主要灾区,土著物种多样、人口密度高,是
该地区生物入侵易发的两大原因;最后强调全球变化不但改变入侵种的引入途径、气候制约因素,而且影响现

有入侵种的分布区域及对其的管理控制。
因全球气候变化,植物外来种的入侵受多种因素控制,可分为内因、外因两大类,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生产力、土壤营养、水分、干扰体制、群落结构和动态等方面[6]。 彭少麟教授的报告在回顾国内外传

统演替驱动力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多年研究成果,指出化感作用也是森林演替的重要驱动因子,其与种群竞争

更替假说、环境变化适应假说并称化学、生物和物理三大植被演替驱动力,并举例说明利用化感作用可有效抵

抗外来入侵种,是生态控制生物入侵的重要手段。 报告还阐述了全球变化可延缓植被演替进程、加剧群落的

化感过程、使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动态更具不确定性。
2. 4摇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生态

生物多样性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已日益成为全

球人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大型固定样地为主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人们了解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及其影响,理解物种共存机制等提供了翔实的数据[7,8]。 本届论坛上,马克平研究员的报

告首先简要回顾了森林固碳研究进展,强调森林在调节全球气候方面有重要作用;其次详细介绍了我国森林

多样性监测网络的建设,从 2004 年起至今,从北到南,在我国主要气候带和地带性森林类型地区,共建设了丰

林、凉水、长白山、东灵山、宝天曼、天童、古田山、八大公山、鼎湖山、弄岗、西双版纳十一个大型固定样地;接着

以古田山样地为例,全面介绍了在大型样地开展的各项研究内容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重点。 火是北方林的主

要干扰因子,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火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林火将二氧

化碳释放到大气中,使储存在森林中的碳减少;另一方面,林火造成一部分树木死亡,使林木的平均年龄降低,
从而使森林对二氧化碳的净吸收量增加[9]。 李超研究员的报告包涵三个方面:(1)全面介绍了火生态学的研

究内容以及林火的利弊问题,指出火是生态系统动态的组成部分,火的研究要兼顾林火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最
大限度的发挥其正面作用;(2)以 SEM鄄LAND 模型为例,详细解释了林火模型的内容和意义;(3)结合自身研

究,探讨如何运用模型重现自然火的林火体系、开展防火、研究气候变化对森林和火的动态影响、研究火和森

林采伐的相互作用。
2. 5摇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植物生理生态

植物生理生态学是从生理机制上探讨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物质代谢和能量传递规律以及植物对不同环境

条件的适应性[10]。 由于它能够给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以生理机制上的解释,因而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安黎

哲教授的报告围绕四个方面探讨了高山冰缘植物的研究进展:(1)生态学特征研究上,运用极端环境下自然

生长的典型植物阐释抗冻机制;(2)模式材料的选择上,运用高山离子芥作为研究抗冻机理的实验体系;(3)
抗冻生理生态学和分子机制研究上,阐释了冰缘植物适应特殊环境的能量代谢、信号转导机理;(4)克隆具有

高效抗冻功能的基因资源验证功能,培育抗冻作物品种,为挖掘极端环境下新基因资源和抗冻基因工程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
高玉葆教授的报告首先回顾了自 1898 年以来内生真菌的发现和研究历史,阐述了目前对内生真菌与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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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植物的共生关系的四点新认识,接着重点介绍了在北方内蒙古草原上对羽茅地理种群内生真菌的研究,
指出羽毛内生真菌存在高度变异性、与宿主植物遗传变异或分化的非同步性、与宿主双方获得利益的非对称

性、以及共生关系性质的多重依赖性等特点。
2. 6摇 全球变化背景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在人类过度干扰和全球变化加剧的双重胁迫下,生态恢复已成为应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和减缓全球

变化的主要对策之一,其中植被恢复是一项重要途径,但在重金属污染严重或持水能力差的喀斯特地区等极

度退化土地上进行植被恢复的效果并不理想,应在进行植被恢复前进行土壤恢复或修复[11]。 傅声雷研究员

的报告以鹤山站的野外控制实验为基础,重点介绍了植被恢复后的生态功能演变,并结合土壤生物在生态恢

复中的作用,总结了土壤生物生态功能方面的研究成果;报告还针对植被恢复过程中不同人工林生态系统的

碳收支、植物物种及其凋落物对乡土物种定居的影响、植被配置与管理对土壤养分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土
壤生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土壤生物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方面进行论述,研究成果有助

于正确评价桉树等速生树种的生态功能、准确评估土壤生物对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作用。
全球变化是指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而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变化,主要包括大气组成变化、气候变化以

及由于人口、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压力而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三个方面,其中高强度人类活动干扰是导致生态

系统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与自然因子叠加,对生态退化起着加速和主导作用[12]。 古滨河教授的报告首先介

绍了资源热点、资源补贴、资源聚焦、本地 /异地资源等概念;其次以佛罗里达大沼地为例,分析了气候变化引

起的资源变化对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种群动态和群落组织的重大影响;提出树岛( tree islands)土壤总磷的时

间变化特征与人类对大沼地的水文干预有密切关系,而树岛( tree islands)的磷储存能力下降,有可能成为大

沼地富营养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修复大沼地的水文模式、重建树岛( tree islands),是恢复野生动物种群、
保护大沼地的重要措施。
2. 7摇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态水文

局地水循环是陆地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地表植被的结构、功能与分布格局,还影响地球表面

的能量收支、转换和分配,在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氮平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鄄15]。 本届论坛中,魏晓华研

究员的报告重点探讨了大尺度上森林变化与水文的关系,以两个流域中森林干扰和水文变化为例,特别介绍

了可用于大尺度研究的方法,指出森林变化与径流关系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由较长时间尺度表达的年径流量

上,绝大多数的配对集水区的试验研究表明,采伐森林就会增加年径流量和降雨量,而在荒地上造林就会减少

年径流量,这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森林管理有一定指导作用。 孙阁研究员的报告阐述了气候变化鄄森林碳鄄水
资源三者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研究工作,提出气候鄄碳鄄水耦合模型,该模型可量化不同流域、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产水量、径流量、需水量,有助于研究气候引起的水文和森林变化、植被采伐和造林对径流

影响、水资源开发与林业发展、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问题;报告还指出,结合 GIS 等新技术,开发地球系统

综合模型,进行尺度推演,研究系统的阈值和稳定性,是将来碳鄄水耦合研究的重点。
2. 8摇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区域生态管理

区域生态管理强调适应性的生态系统管理,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干扰排除以及空间格局规划和

管理,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完整性,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

和持续改善[16,17]。 在本届论坛上,刘世荣教授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多个研究案例,综合论述了气候变化对树木

生理生化生长、森林分布、物候、生产力的影响,提出适应性森林管理不应局限于碳储量和固碳能力、应兼顾碳

稳定性、区域水 /碳平衡,并减少排放、造林护林、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材料,推行森林可持续经营,促使林业管

理适应气候变化、地球暖化环境下的森林病虫害和林火管理。 韩国栋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
(1)全球草地和碳储量。 指出全球草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 40. 5% ,但对其碳储量的研究未得到足够重视,报
告探讨了内蒙古草原不同草地类型中植被、土壤的碳储量,以及不同放牧强度下碳储量的变化;(2)气候变化

与草地生态。 报告运用模型分析、野外实验和机理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指出草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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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涉及几种温室气体,且响应过程受降水、土地利用、氮沉降及入侵种影响。 (3)气候变化与草地管理。 报告

强调草地植物固碳、放牧家畜管理是实现草地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要途径,并通过与基层政府、牧民合作社的

实例运作,表明通过家畜管理可有效增加草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更进一步提出草地生态补偿与碳汇政策相关

联的管理方法。
3摇 总结和展望

近年来,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加剧,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

成威胁,因此,全球变化下的现代生态学研究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现代生态学突破

了原有经典或传统生态学的自然科学界限, 在研究层次、时空尺度、内容和技术方法上均有较大的转变[18鄄20]。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全球变化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人类必需科学地认知在全球自然变化和人为活动双重影

响下的生态系统变化过程与机制,预测其变化趋势,进而实施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以维持对人类生存和持

续发展适宜的环境[18]。 当前,我国在现代生态学领域,尤其是全球变化与生态系统响应的研究,虽然已开展

大量工作,取得许多重要研究进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尚有一定差距,加强国际、国内之间的学术交流

是缩小差距的有效方式。 本次会议为国内外华人优秀生态学家和青年学者构筑了一个沟通平台,在弘扬李博

院士讲座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跟踪学科发展前沿,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尤其是与青年学者之间的互动。
虽然本次会议在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上取得重大成果,但有待进一步上升和改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以尝试:(1)加强学科交叉融合。 现代生态学的一大特点是多学科交叉,可在现有学科领域范围内进一步拓

宽,邀请其他学科(如: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经济学等)的研究专家莅会交流,不断丰富学科研究内容,不
断更新研究手段和方法。 (2)宏观微观领域并重。 从现代生态学讲座的发展历程来看,会议内容多集中在宏

观生态学领域,现代生态学强调多尺度、多过程的综合研究,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今后可考虑适当增加微

观生态学(如:分子生态学、生理生态学、疾病生态学、进化生态学)的比重,突出生态学机理和技术调控相结

合的研究方向。 (3)增进专家和青年学者互动。 本届论坛通过举办“绿色人生冶座谈和“友谊篮球赛冶的方

式,尝试推动专家与青年学者之间的深入交流,在座谈会上专家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从如何走上生态学之

路,到做学问的艰辛和快乐,及对年轻学者的期望和忠告,青年学者们亦踊跃发言,气氛空前热烈;青年学者与

专家之间友谊篮球赛,又进一步拉近了青年学者与专家之间的距离,参会学员纷纷表示希望论坛能提供更多

机会和平台,向专家们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理念和精神。 (4)搭建网络平台注重会后交流。 纵观历届现

代学生态学论坛,会上气氛活跃、青年学者之间、专家与青年学者之间互动热烈,但会后沟通有所欠缺,参会人

员亦表示对会后交流平台的需求,可考虑在现有通讯录的基础上,利用网络工具,搭建虚拟平台,进一步组织

论坛会后讨论和交流,加强青年学者之间的联系,互促共进。 (5)组建青年生态学者联谊会。 现代生态学论

坛从 1994 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期,学员遍布国内外各地,研究方向涵盖生态学各领域,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青年生态学者联谊会的成立,不仅能够为年轻学者们交流学术信息的平台,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
长补短,更有助于紧密团结青年一代生态学工作者,作为现代生态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推动

我国生态学科发展做贡献。
致谢:本次会议得到美国哈希公司的赞助和支持,本届组委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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