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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1-23日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贝类学分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在北方名城—

—山西太原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企业家们围绕“贝类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这

一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既有大会主题报告、特邀报告，还有专题报告和研究生专

题报告，充分展示了中国贝类学各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张福绥院士（理事长）的大会主

题报告和分别来自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王清印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巫文隆教授的

两个特邀报告分别就海洋贝类资源及关键种发展态势、水产养殖生物育种（进展与展望）、贝类、

人文和信息整合研究等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框架，展示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两天的学术报告针对我国

贝类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存在的理论、技术和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技

术，如遗传育种和健康苗种培育技术、关键种种质保护与资源增殖技术、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等，

这些建设性思路和见解将为各级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次研讨会是一次注重实效、成果丰硕的盛会，与会人员96人，共收到古贝类、陆生贝类、淡水贝

类、医学贝类和海产贝类等方面的学术论文103篇，共30人次做了报告，陈慕雁等5名研究生获得优

秀学术报告奖励，同时接纳了数名新会员。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贝类学界值得纪念的学术盛会，两岸三地的贝类学家首次聚积一堂，共度仲秋，

共商大计，再一次证明：贝类学分会是个家庭，每个会员都在关心她的现状和未来。 

一批前辈不顾年岁已高，克服了种种困难，出席了研讨会，关注贝类学研究和学会的发展，为贝类

学研究和学会的发展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以自己的行动激励着我们年轻的一代；一批新面孔——

年轻的贝类学家和一批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报告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成果颇具

新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说明我国贝类学界不少年轻的学者已经具备了从事高层次研究的能

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我会健康发展之宗旨，而年轻学者的茁壮成长则是中国贝类学研究和学

会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与会期间，理事会还就学会发展思路、学会组织建设和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讨,明确今后一段

时间学会工作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坚持接轨世界，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承办

国际性学术会议，全力承办好200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国际医学和应用贝类学大会；坚持核心突

破，构建关键技术体系；坚持支撑引领，支撑传统产业发展，注重引领新的产业；坚持植根社会，

面向社会需求，急生产单位之所急，不断解决新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确定在承办国际会议期

间，举行理事会2006年度会议；按照中国动物学会关于统一会员登记号的通知要求，通知会员到工

作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学会进行登记，并按照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统一

调整的会费标准开展会费收取工作。 

本次学术讨论会得到了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西大学等单

位的高度关注，分别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并对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支持和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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