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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鱼类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

琪 1 993 年学术年会在青岛召开

一讯一一简一

T h e F o u r t h

S
o e i e t y a n d

M
e m e b e r ’ 5

C
o n f e r e n e e o f

1 9 9 3
’ 5 A n n u a l S y m p o , i u m

T h e

h e ld

C h i n e s e Ie h t h y o
l
o矛 e a l

i n q n g d a o

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率不断加强
,

高额掠捕重要经济鱼类资源
、

环境污染直接威胁鱼类

生态栖息地
、

人工增养殖培苗系统对天然鱼种遗传多样性的破坏等
,

已在相当程度上导致

物种绝灭
、

传统鱼种资源衰退和种质资源的退化
。

因此
,

尽快查明我国鱼类物种多样性特

征
,

研究持续利用重要鱼类资源和开展濒危鱼种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

已成为当今鱼类学研

究的优先主题
,

更需要我国鱼类学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

本着这一热衷愿望
,

中国鱼类

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 1 9 9 3 年学术年会
,

于 19 9 3 年 10 月25 日一 30 日在青岛召开
。

这次会议得到 了全国鱼类学界的积极响应
,

应征论文 105 篇
。

来自全国 18 个省
、

市
、

自治区 30 多个科研和大专院校的 “ 位鱼类学科技工作者
,

广泛交流了近年来从事鱼类

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

内容涉及到系统发育
、

形态结构
、

区系分类
、

生态学
、

生物化学
、

遗传学
、

动物地理学
、

生物监测
、

资源利用和保护
、

养殖等分支领域
。

这次会议基本反映了当前我

国鱼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

其中有些研究工作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和具有国际影响
,

体

现并代表了国内鱼类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和发展现状
。

鱼类学的基础性研 究 在 有 所

突 破 的 同 时
,

也趋向于更紧密联系应用实际 ; 应用性基础研究在进一步面向渔业生产

第一线的基础上
,

理论与实践上又有了较大的提高
。

例如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罗秉征研

究员的
“

持续发展与生态学前沿— 兼论近海渔业资源持续利用问题
” ,

从当前国际生态

学最新理论发展动态结合我国海洋渔业生态学研究实际
,

提出生态元
、

经济元和社会元三

元一体的复合生态学管理模式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年轻的崔奕波研究员等的
“

草

鱼生物能量学的一个初步模型
” ,

运用系统生态学理论和实验
,

成功地建立了养殖生态系

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食植动物的生长 率
、

摄食率及其与环境温度的关系模型
,

为深人研究

水域生态系统 中能流与物质循环规律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

上海水产大学殷名称 副教授的
“

欧美鱼类和仔鱼生物学简介
” ,

展示了九十年代国际鱼类学研究的另一热门主题— 鱼

类资源补充机制及其数量变动规律的前沿动态 ;水利部
、

中国科学院水库渔业研究所梁旭

方博士的
“

缎鱼猎物识别的感觉行为生理学研究
” ,

通过鱼类捕食行为学实验
,

提 出姗鱼的

视觉和侧线系统在捕食行为中起主导作用
,

并诱导捕食反应的新见解
。

华中农业大学熊

邦喜副教授的
“

水库综合养鱼发展前景
” ,

针对我国传统水库养鱼模式
,

认为水库是一个具

有多种生态功能和综合效益的水体
,

宜突破现有的单一品种的简单放养
,

开展以多鱼种配

套养殖的综合养鱼业
。

这次会议的另一议题
,

是选举和产生了新一届鱼类学会理事会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曹文宣研究员当选为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王存信副研究员
、

厦门大学

丘书院教授和上海水产大学苏锦祥教授为副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陈毅峰

副研究员任秘书长
。

(朱鑫华 Z h u x i n h u a ,

陈毅峰 C h e n Y i f e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