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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土保持研究会2004年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四次学术年会会议纪要 

   南方水土保持研究会2004年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四次学术年会于2004年10月12日至

14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的水土保持科研、教学、

生产和管理部门的45个单位的71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土保

持学会、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世界水土保持协会等单位发来了贺信。 

    开幕式由本会副理事长朱克成同志主持。开幕式上，江苏省水利厅张小马副厅长

莅临会议致辞并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江苏省近年来在水土保持方面取得的成就。王志

锋理事长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本会会员在水土保持科研、教学、生产等各个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大家热情关心和支持研究会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李凤秘书长

代表理事会向大会作了研究会近二年来的工作报告。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5

篇，其中51篇已被推荐至《中国水土保持科学》杂志上发表。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学术交流；第二阶段是考察江苏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会代表对本次学术年

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整个会议气氛热烈，代表们各抒已见，学术上民主探

讨，相互学习，相互启迪。通过学术交流和现场考察，与会代表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

路，真正起到了交流、借鉴、学习的目的。现将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评选出优秀论文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北京林业大学、深圳市水土保持办公室、中科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深圳市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学术交流会上作

了大会发言，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有关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国内

最先进的研究成果，也有最具实践意义的水土保持应用成果，内容丰富，涉及全国水土

保持生态修复规划、裸露山体缺口治理、低丘红壤退化的生态水文、南方水土保持优良

乡土草种、边坡生态恢复技术、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的建设与实践、长江三峡花岗岩坡

面土管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监测水土流失的定量新方法、长江流域土壤的特性与长江洪

水、坡沟治理工程、土壤侵蚀坡度效应及水保功能研究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会议还进行

了分组讨论，代表们结合所在省份或岗位的特点，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议，一要加强合作与交流，以研究会为平台，促进

科研院校、政府水保部门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二要加强科研攻关，针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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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面临的共性问题（如：边坡治理、水土保持植物诸如类芦推广、水库库岸消落区

水陆两栖植物筛选等），组织力量攻关；三是希望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强水土

保持动态监测和基础研究工作。代表们畅所欲言，既有浓厚的学术气氛，又有许多有关

方面的典型实例，东、南、西、北、中各种流派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气氛活跃。 

    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评选，在本次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中，评选出13篇优秀论文。 

    会议第二阶段的现场考察，代表们对江苏省在城市水土保持、公路两侧生态建

设、城郊生态旅游区的水土保持等方面改善人居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二、研究会三届三次理事会的决议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南方水土保持研究会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到会理事共24人。会

上李凤秘书长向理事们汇报了研究会2003年和2004年的财务收支情况。经理事会研究

决定以下事项： 

    1.同意吸收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长江水利委

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为理事单位，并增补杨玉盛、查轩、张平仓等3位同志

为理事。目前本会理事单位40个，理事50名。 

    2.同意吸收冉涛等26位同志为研究会会员。 

    3.原则上同意我会退休后的荣誉理事今后参加学术年会可免其会务费。 

    4.安徽省水利厅水保处、南昌工程学院积极申请下次学术年会（2006年学术研讨

会）的承办权，经理事会讨论决定，2006年学术年会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会议主题

为“水土保持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5.议定2005年组织一次专题小型学术考察活动。 

    6.为拓宽我会的发展空间和充分发挥我会行业自律的作用，会议议定力争取得水

利部水土保持司的支持，拟将我会更名为“南方水土保持协会”。 

    7.在高等院校的水土保持以及相关专业的大三、大四学生和研究生里，大力发展

学生会员。 

    三、研究会下一步工作计划 

    代表们对研究会近二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称赞，同时为研究会今后的发展提

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研究会对下一步工作初步计划如下： 

    1.为会员做好2004年学术研讨会的会后服务工作。 

    2.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继续探索建立多元结构的会员制，努力发展团体会员，



加强会员信息的管理。 

    3.拟于近期出版一期研究会会讯。 

    4.拟于2005年组织一次我国北方荒漠化防治考察活动。 

    5.筹备召开第4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结合换届选举召开第15次学

术年会。 

    6.围绕第15次学术研讨的主题，拟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广泛征集论文，并在学术

年会召开前出版论文集。 

    7.学习兄弟学会的先进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使研究会的工作

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为将我会建设成自主活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深受广大会员

和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欢迎的新型社团而努力奋斗。 

南方水土保持研究会 

     200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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