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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会工作概述 

2017年，中国生态学学会全年发展个人会员250余名，团体会员2个。截止2017年底，学

会个人会员总数10057人。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学会认真贯彻落实各级部门对学会改

革工作的要求，举办了以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分支机构秘书长沙龙，通过深入探讨学会治理改

革与创新发展策略，剖析学会管理、学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分支机构管理，实

施分支机构年度评估机制，提高学会质量，推动学会一体化建设。学会在党建、智库及决策

咨询、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表彰奖励、人才培养、

会员服务、学术期刊、组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学会全年组织学术研讨会、高层论坛和咨询活动共计39次，其中国际会议8次，累计参

会1万多人次，交流论文4922篇，在北京召开了被誉为“生态学奥林匹克”的“十二届国际

生态学大会”；举办了学会品牌科普“生态科普校园行”以及其他各类科普活动104次，受

众人数64888人次；组织撰写了《中国景观生态学学科发展报告》等2个生态分支学科发展报

告；形成“吉林省长白山生态保护战略与对策建议”等4项决策性咨询报告；在吉林长白山、

山东烟台、辽宁盘锦、河南林州、甘肃定西等地进行调研，为当地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和建

议；立项开展了“生态资产监管机制研究”等6项调研专题；学会主办《生态学报》等7个刊

物，影响因子等各项指标均有所提高，办刊质量稳健上升。 

二、组织架构 

（一）组织机构 

 



本团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

间领导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日常办

事机构为中国生态学学会办公室，负责学会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和事务管理。下设组织发展、

学术交流、科普教育与期刊、科技咨询等部门。 

（二）领导机构 

理 事 长：刘世荣 

副理事长：安黎哲、董鸣、吕永龙、闵庆文（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志云、彭少麟、

王克林、吴文良、魏辅文（院士）、薛建辉（全国政协委员） 

秘 书 长：陈利顶（全国政协委员） 

（三）监事会 

2017年学会未设立监事会。 

（四）分支机构 

学会下设农业生态、城市生态、数学生态、海洋生态、微生物生态、动物生态、化学生

态、景观生态、湿地生态、种群生态、生态工程、长期生态、民族生态、生态健康与人类生

态、污染生态、旅游生态、生态水文、中药资源生态、淡水生态、红树林生态、稳定同位素

生态、生态遥感、生物入侵生态等专业委员会；设有青年、科普、教育、期刊、咨询工作委

员会。 

三、党建工作 

以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为重要抓

手，尊崇党章、遵守党规，规范言行。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科学规范学会党建工作制度和

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学会主体业务中融入党的元素，充分发

挥学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专家的作用。在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分支机构秘书长会

议期间，组织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结合首个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学院2017年公众科学日，与挂靠单位、地方生态学会及相关的高校院所，

共同开展了“展现青春风采、勇担率先先锋——纪念五四运动98周年暨主题报告会”、“探

索创新 追逐未来-科普报告会”，以及送科技下乡等活动。通过党的建设带动学会发展，有

效地激发广大生态学科技工作者参与党建工作的积极性。 

四、学会的主要工作 

（一）智库及决策咨询 

学会目前拥有李文华、蒋有绪、刘兴土、秦大河、方精云、傅伯杰、康乐、魏辅文等一

批院士，以及学会下属23个专业委员会和5个工作委员会的专家团队，通过学会专家的智库

作用，在探索科技前沿发展趋势及动向，参与国家决策咨询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7年，学会开展了生态学重点分支学科的前沿与动态研究，组织撰写了《中国景观生

态学学科发展报告》和《生态学透视：产业生态学》生态分支学科的前沿报告；承办了“第



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这一全球生态学领域覆盖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盛会，为中国生态学全面走向世界开辟了新的里程碑；举办了“第九届现代生态学讲座暨

第七届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对现代生态学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及国际生态学的

研究热点进行交流与探讨；组织了“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可持续经营等方面与国际学界进行了交流；

各专业委员会对推动各分支学科研究的交流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为政府和地方服务方面，组织了多次实地调研和科技咨询服务活动，形成了“吉林省

长白山生态保护战略与对策建议”、“辽河生态经济区湿地保护与利用考察评估与后续工作

建议”、“红旗渠对协调区域人与自然关系的贡献及定量评估总体思路”、“关于把海洋生

态类型纳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议”等决策性咨询报告；立项开展了“生态资产监管机制

研究”、“南海岛礁生态建设与保护方案研究”、“祁连山生态保护方案研究”、“石漠化

生态整治生态评价与发展规划”、“国家公园建设与生态监管体系研究”等专题调研；举办

了“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开展了中国生态学学会-甘肃安贝源生态循环农牧

业创新发展专家工作站建设，对地方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方政府科学决策发挥

了积极作用。 

（二）学术交流 

2017年，学会及所属分支机构主办和参与主办的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高层论

坛和咨询活动共计39次，其中国际会议8次。累计参会1万多人次，交流论文4922篇。学会不

断强化自身能力提升与建设，在不断深化学科理论基础研究基础上，面向全球，积极参与国

际学术交流活动，提升学会话语权和国际地位。8月21日，由国际生态学会与中国生态学学

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INTECOL2017 Beijing）在北京盛大开幕，这是“生

态学奥林匹克”首次在中国召开，也为中国生态学全面走向世界开辟了新的里程碑，来自全

球73个国家和地区的2518名代表与会，其中外宾508人。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的成功举

办，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生态学学会与国际生态学会合作关系，以及与世界各国生态学者之家

的关系，也进一步提高了学会组织开展和管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能力，由此提升我国生态

学在国际科技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学会及所属分支机构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生态学者的关注，学术活动质

量不断提高。学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助力地方发展，突出学术交流活动的实效性，通过举

办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等活动，推动创新，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库支持；通过在北

京举办第五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暨“易修复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助力青年人才创新

创业。学会分支机构不断加强深度切磋交流，努力提升专题性学术会议质量。2017年举办了

“昆虫与植物分子互作机理”专题性学术研讨会、2017年珍稀濒危植物种群保护与恢复研讨

会、海洋类国家公园学术沙龙暨海洋国家公园布局项目研讨会、2017年污染生态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第八届全国红树林学术研讨会、第七届全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学术会议、第二届中国



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修复大会、第一届中国水产动保高峰论坛、第四届全国稳定同位素生态

学学术研讨会、第七届数学生态学术研讨会、中国生态学学会微生物生态专业委员会2017

年学术年会、中国湿地论坛（第二届）、第十三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学与资源保护学术研讨

会、第九届中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化学生态学前言学术研讨会、第五届全国种群生态

学前沿论坛、第五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等专题性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学术水平

和学会影响力。 

（三）科普活动 

2017年，学会总计举办主题科普活动104次；举办科普讲座69次，科普展览16次，其他

科普宣传活动64次；参加活动的科技工作者319人次，主题科普活动受众人数64888人次。 

打造“生态科普校园行”品牌科普活动精品，进一步拓展受众面。在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4-11月，学会分别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台州学院、鼎湖

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天津生态学会、广东省生态学会、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

在湖南会同、沈阳农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台州学院、青岛、广州、

大连、厦门，开展了“春天的萌动：一起来做植物精灵召唤师”、“鸟类资源科普行”、“生

态科普校园行——南开大学站”、“生物多样性展览“”、“台州学院生态科普校园行”、

“DNA、浮游生物与海洋”等海洋生态系列科普讲座、“鼎湖山生态科普校园行”、“生态

文明建设走进校园”、“生态科普进校园——认识身边的动植物”等系列生态科普校园活动。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调查问卷、科普讲座、展览、摄影展、标本展、参

观、科学实践、有奖竞答、科学实验、制作大自然艺术品、植物拓印、动植物猜谜等，深受

青少年学生们的喜欢，共16000多人次参加了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青少年学生对生态科学的

认知和浓厚兴趣。 

结合全国科技周、世界海洋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湿地日、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科

普日等纪念日，聚焦社会热点及公民日常生活关注的话题，学会及所属分支机构开展了水族

生物科普展、“潮汐之间””专题讲座、“科技与生活同行”生态科普知识竞赛等科技周活

动，“扬波大海，走向深蓝”等系列“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保护北

京鸟类，建设美丽家园”等第48个世界地球日科普活动，“红树林主要生态功能及其恢复技

术现状”湿地科普讲座，“明天小小科学家：植物标本小达人” 中国科学院第十三届公众

科学日科普活动，共34000公众参与了活动，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引起良好反响。学

会各专业委员会结合领域特色，还开展了多样化具有专业特色的生态科普宣传活动。 

发挥科学传播团队优势，提升科普活动水平。依托科学传播专家团队，2017年学会组织

了大众科普讲座32场，受众约5000人次；开发创作了“从土壤到餐桌的奇幻之旅”、“土壤

修复”、“农家种子”、“野外站家庭科普资源包设计案例推广”等4个科普资源和资源包，

形式包括漫画、展板、手册、视频、知识问答、实验、知识竞赛试题库等多种形式，资源包



开发完成，对提升科技成果的社会化效益和价值，加速科技成果科普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 

作为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和东亚生态学会联盟（EAFES）的会员单位，学会加强与

国际组织及各国生态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和联系。2017年，学会专家学者出境参加学术会议

等201人次。学会通过主办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全年共接待境外学者参加学术交流等

活动727人次，接待境外学者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数大幅增加。  

积极推进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学会现有11名专家学者在国际组织担任职务，其

中傅伯杰院士担任国际生态学会副主席，刘世荣理事长担任国际生态学会执行委员等重要国

际职位。2017年6月5-8日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办的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上，经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执行理事会共同协商和投票，全票通过成

立“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国分会（China Chapter of SWS）”，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

吕宪国研究员当选为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国分会主席。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树青教

授、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姜明研究员当选为中国分会副主席。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

国分会的成立，既是世界湿地研究者对中国湿地研究的认可，更是对我所湿地科学研究及国

际合作工作所取得成绩的高度认同；同时搭建了湿地学科的国际对接平台，对于进一步提高

我所乃至我国湿地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不断推进国际合作。1月，国际植物保护组织（IPPC）实施审核并正式颁布了首个杂草

检疫国际标准《ISPM 27 Diagnostic protocols for regulated pests. DP 19: Sorghum 

halepense》。该标准由生物入侵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强胜教授牵头负责，由中国、美

国、土耳其以及加拿大等多国十数位科学家历时8年起草，先后历经十数次审查和修改完善。

该标准规定了利用子实、植株（幼苗、成株）形态特征、分子以及生化检测技术的检疫准则、

方法和流程，特别针对假高粱及其高粱属其他易混淆5种近缘种鉴别技术特征。 

（五）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2017年，学会开展了生态科技创新驱动助力地方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在规划咨

询、成果推广、联合攻关和产业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针对生态环境相关问题，

学会组建了4个专家服务团队，撰写了3篇建议专报，陆续提交给相关部门；2）在甘肃甘南

和山东长岛进行了2次生态科技创新驱动助力活动，通过高层论坛结合调研咨询活动，为当

地生态建设出谋划策，助力地方发展；3）建立了一个学会专家工作站，服务企业发展。4）

发挥学会优势，开展智库咨询。针对吉林长白山、辽河生态经济区、河南林州市、红旗渠的

生态保护和建设等问题，组织专家深入实地开展调研和咨询服务活动，提出了书面的专报建

议。 5）拓宽合作，依托学会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国内外生态学科技工作者和

企事业单位搭建了平台，30家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展览展示等推介活动。6）强化推广，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集成开发了3个科普资源包，并运用于当年进行的12场生态科普校园行活动



中，累计受益逾万人。学会开展和实施了“吉林省长白山生态保护”、“辽河口生态经济区

湿地保护与利用”、“中国生态学学会-甘肃安贝源生态循环农牧业创新发展专家工作站”、

“海洋类国家公园学术沙龙”、“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林州市生态建设和

红旗渠生态价值”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创新项目。 

（六）表彰奖励 

5月30日，结合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学会开展了宣传和表彰生态学优秀科技工

作者的活动，31名生态学科技工作者获奖。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期间，为鼓励和加强青

年学者交流，创造与国际生态大咖面对面的机会，大会共资助30名青年学者参会。积极举荐

优秀人才参评国家有关奖项，2017年开展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第十

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候选人和首

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对象推介工作。 

（七）人才培养 

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期间，为鼓励和加强青年学者交流，创造与国际生态大咖面对

面的机会，大会共资助30名青年学者参会。按照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要求，2017

年学会组织开展了生态学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名生态学科技工作者入选中国科协第三

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7-2019年度）。 

服务科技工作者是学会的根本宗旨，本会以全力打造科技工作者之家，全方位助推科技

工作者成长为目标。5月16-17日，学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等在上海举办了“第九届现代生态学

讲座暨第七届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邀请活跃在国际生态学一线的华人资深科学家作为

主讲人，通过和青年生态学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发展了开放式学术交流和综合性学术研讨相

结合的创新模式，使广大生态学工作者受益匪浅，既学到了知识又开阔了眼界。10月12-13

日，学会与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自然资本项目组共同举办了“自然资本途

径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 InVEST 培训，来自全国的351名青年学者参加了培训。此外，

学会各分支机构结合自身领域特色，积极开展生态学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培训，淡水生态、

生物入侵生态、区域生态、中药资源生态等专业委员会，结合自身领域，开展了近10场专业

技术培训活动，累计受训500余人。 

五、会员服务 

从服务质量入手，扩大会员基础、服务会员专业学术需求，着力提升服务科技工作者的

能力。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加强会员们的归属感是增强科技社团吸引力和凝聚

力的根本之道，也是推动科技进步、造就科学大师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科协、科技部《关

于开展2017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通知》（科协发厅字〔2017〕21号）的有关精神，

我会开展了一系列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扩大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知晓度，努力营造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节日氛围。抓住契机宣传学会、服务科技工作者，探索会员服务工作的新思

路。2017年发展会员250余名，发展团体会员2个。截止2017年底，学会个人会员总数逾1万



人。 

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会员信息全部实行电子化管

理，定期更新会员信息，经统计，更新会员数据达到400条。紧跟信息化发展的步伐，在会

员中推广使用更加生态的电子会员证，强化会员管理平台的个性化服务。（2）开通学会微

信公众号，强化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加强服务的针对性和提高服务

效率。（3）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学会及专业最新资讯信息。（4）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完善财政票据核销管理制度的通知》（财综【2017】36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央单位财政票据核销管理的通知》（财办综【2017】77号）的精神，学会已完成全国统一

性会费票据电子信息化改革的工作。 

反映会员诉求，服务改革发展。及时了解科技人员心声，加强沟通互动，了解会员所想，

继续履行中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的义务与责任，面向全体会员开展了“生态学科技工

作者意见或建议征集”、“科技工作者心理和职业发展状况调查”、“对党的十九大反响情

况快速调查”等工作，虽然任务艰巨但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3项意见或建议被中国科协

确认为有效信息。 

六、学术期刊 

在学术期刊方面，学会强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学会与美国生态学会2015

年联合创办 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在线开放期刊以来，有效提高了中国

生态学在国际期刊出版市场的竞争力，为我国生态学科技期刊国际化进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7年起，该刊物正式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出版，并将继续提升质量，向生态学国际精品期刊

迈进。 

学会整合资源，进一步充实“中国生态环境期刊网”，努力提升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和

学术水平。4月15-16日，《应用生态学报》和《生态学杂志》编辑部在南昌召开了两刊编委

会，探讨期刊工作和发展。8月，《林业研究》（英文版）在哈尔滨举办了“森林生态系统

经营研讨会暨《林业研究》第八届国际编委会”。来自世界15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对期刊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根据201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板），学会主办刊物各项指标表现良好，

再创新高。《生态学报》被引频次21364，居全国核心科技期刊第1名，综合评价总分92.5，

列第8名。《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和《生态学杂志》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一直处生态学期刊排名之冠，分别列第1、第2、第3名和第1、第2、第4名。《生态学报》、

《应用生态学报》2017年继续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TOP50项目资助，《生态学杂

志》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培育计划资助。 

七、组织建设 

按照民政部和中国科协要求，学会积极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科协对学会改革工作的各项要求。按照中国科协的要求，



定期召开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会议。举办了以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学会分支机构秘书长沙龙1

次，讨论制定了《中国生态学学会2017年院士推选工作方案》、《中国生态学学会第十届理

事会换届方案》，以及学会治理改革与创新发展的思路与策略，进一步规范学会管理、学科

发展、分支机构工作机制等问题。启动生态学科发展及二级学科设置；学会分支机构设置等

调研项目，进一步强化改革学会评价管理机制，实施分支机构年度评估机制，对工作和管理

存在较大差距的分支机构实行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提高学会质量，推动学会一体化建设。 

九、其他 

圆满完成中国科协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优秀科技社团（2015-2017年）项目；2017年学

会获得《中国科协技术协会年鉴》优秀组织单位，以及中国科协机关党委、中国科协科技社

团党委颁发的2017年中国科协全国学会乒乓球赛团体组织奖等荣誉称号。 

中国生态学学会秘书处，地址：北京海淀区双清路18号，邮编：100085，电话：

010-62849113,62849101，E-mail： esc@rcees.ac.cn。 

十、大事记 

3月16-18日，刘兴土院士牵头的专家组完成调研报告“吉林省长白山生态保护战略与对

策建议”报送科协。 

4月15-16日，学会期刊《应用生态学报》和《生态学杂志》编辑部在南昌召开两刊编委

会暨学术研讨会。编委及相关领域江西高校、科研院所师生共计300余人参会。 

5月16-17日，学会参与主办的“第九届现代生态学讲座暨第七届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

在上海举办。30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 

5月25-26日，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筹）在京举办“基于R语言的地理加权模型培训”。

英国利兹大学Alexis Comber教授和英国洛桑研究所Paul Harris博士授课，100多名青年学

生参加培训。 

6月12-13日，学会与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城市生态

论坛”，230人参会。 

7月8-10日，民族生态专业委员会与中央民族大学、凯里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族

生态学大会”在贵州凯里举行。248名国内外代表参会。 

8月2-3日，“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召开，

15个国家120余名林业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8月8-9日，学会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南冶力关举办“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

口论坛”，160多人参会。人民日报等30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现场报道。会后，专家们甘南

州进行实地考察，并对甘南州建设提出建议。 

8月10-13日，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农业生态与生态农业研讨会”

在延安举办，200名专家和从业人员参加会议。 

mailto:esc@rcees.ac.cn


8月17-19日，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第三届环境生态博士创新论坛” 在长春举办。

来自美国、巴西、日本，以及我国相关高校院所的150余名代表参会。  

8月21-25日，由国际生态协会主办、中国生态学学会承办的生态学界最高盛会“第十二

届国际生态学大会（INTECOL2017 Beijing）暨第十六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

自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的2518名学者参会，其中外宾508人。 

8月24-29日，污染生态专业委员会和中南大学等单位组织的“2017年污染生态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土壤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国际研讨会”在长沙举办。来自10个国家及

中国25个省市、60个单位的24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9月21-22日，生态工程专业委员会参与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修复大

会”在武汉举行。3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10月16–18日，稳定同位素生态专业委员会在南京举办“第四届全国稳定同位素生态学

学术研讨会”。300余位科研人员参加会议。 

10月20-23日，微生物生态专业委员会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在北京举办 “中国生态学学会

微生物生态专业委员会2017年学术年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美国、英国、荷兰、日本、韩

国、印度、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160多个单位的550余人注册参加。 

10月25-28日，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与西南林业大学/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在昆明举办“中国湿地论坛（第二届）暨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

生态专业委员会2017年会”。400余人参会。 

10月27-29日，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学与资源保护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西部动物学学术会议”在成都召开。近600名代表参会。 

11月11-22日，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参与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

在广州召开。来自海内外207所高校院所的755名代表参会。 

11月28日，陈利顶秘书长带队在河南林州开展了学会服务地方对接活动，为助力林州市

及红旗渠沿线地区的生态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 

12月24日，生态工程专业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

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名代表参加了交流。 

 

 

 

 

 



学会活动图片 

一、学术交流 

 
第十二届国际生态学大会（INTECOL2017 Beijing）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北京论坛        气候智能型可持续土地管理与提升旱地生态系统 

服务国际研讨会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微生物生态学学术年会 

 

第九届现代生态学讲座暨第七届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           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 

 



 

第五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及“易修复之星”创新创业大赛 

 

第九届中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                第五届种群生态学前沿论坛   

二、科技咨询 

 

国家公园学术沙龙                        林州、红旗渠生态调研 

 

烟台海洋类国家公园建设调研        生态循环农牧业创新专家工作站-甘肃安贝源 

 

 

 



三、科普教育 

 

森林景观模型培训                    自然资本途径与InVEST模型培训 

 

生态科普校园行 

 

全国海洋日                           全国科技周 

 

生态科普资源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