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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梅洋湖招学会 于 10 月 4

日至 13 日在武汉召开了第 二届全

国代表大会暨 19 63 年学术年会
。

中

国海洋湖招学会张重理事长在会上

作了
“

梅洋学与湖沼学的发展砚状

及其展望
”
的重要报告

。

会敌检圃了最近几年来我国梅

洋科学和湖沼科学的研究成果
,

进

行了专题封输
,

交流了拯骇
,

并肘希

了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

这次会裁共收到海洋科学与湖

沼科学镇域内有关水文物理
、

水文

化学
、

水生生物
、

地盾地貌以及湖泊

粽合稠查等方面的箫 文
、

报告 2 10

篇
。

会上宣菠前希了 12 2 篇
。

从箫

文内容看
,

艳大部分都道接或简接

地为生产服务作出一定的贡献 ; 部

分是基本理箫性方面的探封
,

为琪

补空白分支学科提供了理箫基础
。

从箫文作者看
,

百分之八十左右都

是解放后才从各有关高等院校毕业

而参加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具
。

他佣

的希文都是通过老专家带徒弟或者

与老专家通力合作所做出的成果
。

这表明了在我国梅洋科学和湖沼科

学研究工作中
,

一支既右理希知款
,

叉有实践趣验的科学工作队伍
,

已

翘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

为我国自力

更生地发展海泽科学和湖沼科学奠

定了良好基础
。

水生生物学方面的篇文
,

多是

与海洋和湖沼的粽合稠查
、

利用有

关的浮游动物
、

浮游植物
、

水生高等

植物
、

底栖动物
、

焦类和潮尚带藻类

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
,

它调为发展

漱业生产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觅和置料
。

如
《
长江家焦产

卵场和产卵条件
》
一文

,

作者根据较长时期在长江上 中游

一带规模较大的产卵爆水域中
,

所采获的受精后不久的

早期发育卵粒
,

并精合产卵婚的水文伏况和环境条件
,

发

现了确切的产卯爆范围
,

并对产卵条件提出了新的兑解
,

为家焦的人工催产和扩大天然焦苗的养植生产作出了极

有价值的胃献
。

还有些篇文
,

系杭而配套地研究了武昌

东湖中各类浮游动物的数量季节变动
,

对焦类饵料基础

的研究作出了良好的开端
。

一些关于动植物种类稠查
、

分类区系研究以及形态解剖
、

幼体发育和生理研究等方

面的希文
,

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

如
《
淇池焦类区系的来

源和种的分化
》
一文

,

不仅覃明了淇池焦类区系的特点
’

还对改进淇池焦类区系
、

提高渝业产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

《
银焦科的幼态持植砚象

》
的研究

,

明确了这是成年银焦

带有原始性状的持渡现象
,

因而提出了在分类系扰一应

与胜目或肚亚 目分开而独立成一目或亚目
。 《

胶州湾多

甲藻(凡ri 成ni “m )的研究
》 ,

不但弄清楚了这个梅湾多甲

藻的种类
,

而且扭过翩致的深入研究
,

料正了以往外国科

学家在鉴定藻种名称时的一些错熟观察
。 《酉藏南部地

区的藻类
》
研究

,

不仅了解到这个地区水体的底栖生物

鞍为丰富
,

为西藏渝业生产发展的提高提供了基本置料 :

而且还提出了豁多新种
,

料正了前人的一些错 簇观点
。

《
黄梅西部沿岸梅藻区系的分析研究 11

.

区系的植物地理

性盾
, ,

指出了这个梅区与日本梅以及与 日本太平泽沿岸

梅藻区系的近椽关系
。

这些瑞文表明 : 我国的水生生物

分类区系研究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已趣从单耗的

种类描述而进入了区系的来源和物种的分化探肘
。

几年

前的一些空白点也已挫得到了琪补
,

如放射虫
、

踢鳃类
、

穿钙藻类的分类研究
、

水蚤的幼体发育研究等
。

整个水

生生物学的研究面貌
,

也已视开始从分类研究为主而鳃

变成了以生态研究为主的方向
,

而且在道接简接地为生

产服务中做出了蔚多成精
。

稠查研究的范围海洋方面已

趣通及我国近梅的各个梅域
,

湖沼方面Rlj 已趣由广大内

陆而扩大到西藏
、

内蒙古和西双版钠等边疆地区
。

这些

希文也表明 :我国的水生生物学在密切地联系生产实际
、

解决生产和人民生活的豁多方面的研究过程中
,

既丰富
.

了学科的研究内容
,

叉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

在水文物理方面
,

有关大气环流与海洋环流之简的

棕合关系的几篇希文
,

初步探时了阿留申低压对亚洲大

陆和北美洲气温的关系
, 、

以及对我国长江流域夏季梅雨

盈亏梢长的影响
,

并探前了水温与气温同大气环流之简

的关系
,

为海洋天气预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青料
。

有

关悔浪研究的一些篇文
,

对国外现有的梅浪预报理箫及

海浪扰箭的某些桔果作了改进
。 ,

水文化学方面的篇文
,

对河口的水化学固题和硅离子的变化也作了一些探前
。

会裁收到二百一十篇科学渝文对生产和发展科学作出有价值食献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
检阴我国海洋科和学湖沼科学研究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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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巢湖的黄源翎查
》
及其他一些研究报告

,

对研究长江中

下游湖泊的水文物理具有指导意义
,

同时对湖泊的粽合

利用也作了较全面的爵价
。 《
青梅湖水文特征

》
的研究

,

为研究高原成水湖泊的粽合利用提供了有价值 的置料
。

此外
,

还有关于中国近梅一些梅区梅况分布及分析方法
、

梅流分布及动力理箫
、

潮流及假潮
、

大气与海泽热交换等

等方面的篇文
,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殷事业将产生一定的

积极作用
。

地盾地貌方面
,

关于我国围梅工程周粗的箫文
,

叙述

了我国围梅工程的历史艇脆
,

并根据我国海岸的具体情

况提出了今后意见
。 《

珠江河 口动力地貌特征与梅滩利

用尚题
》
一文

,

蔚希了珠江河 口区地貌动态的几个主要特

征
,

并提出了把这个区域的梅滩划分为三个类型
,

沙洲型

及海湾型梅滩以发展国营农踢为主
,

沿岸型梅滩以公社

农爆为主的开垦的看法
。

有些箫文还对我国沿岸某些海

湾及近岸浅梅的陆源性盾和海底沉积物中的有机盾和碳

酸钙的分布情况和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衬
。

这都直

接周接地为生产实践提出了有益的夏献
。

会裁还粗擞了
《
海泽稠查方案

》 、《
湖泊分型和稠查方

法叭
《
水体生物生产力

》以及
《
水生生物种擎数量变动

》
等

四个专题前输
。

与会代表在学术箫文
、

专题前输和方向

任务的衬箫中
,

都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
,

心情舒锡地进行

了热烈衬箫
,

交换了各自的看法
,

一致歌为 : 今后我国的

海洋科学和湖沼科学仍须糙植加描各分支学科周的互相

协稠和粽合的研究
,

才能有力地促进这两个姊妹科学的

迅速全面发展
,

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段事业服务
。

时箫中也有些简题由于觅解不尽相同而留待今后作进一

步的研究探前
,

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发展我国梅洋科

学和湖沼科学的建殷性意见
。

这次会敌还总桔了中国海泽湖沼学会第二届常务理

事会的工作
,

封箫修改了会章
,

选举了第三届学会理事会

理事三十六人
,

并推举张醒为中国梅洋湖沼学会第三居

理事会理事长
,

媲欲止为副理事长
,

曾呈奎为秘书长
。

参加这次会裁的有来自辽宁
、

吉林
、

河北
、

山东
、

江

苏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云南
、

四川
、

湖北以及北京
、

天津
、

上

梅
、

南京等十几个省市的梅洋和湖沼科学工作者代 表 80

多人
,

中央水产部副部长锡扶青和国家科委的代表也参

加了会栽
。

会栽期简
,

还有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湖泊
、

水

生生物研究
、

教学机构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一百多人列席

井参加了封箫
。

〔邓 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