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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藻类学会及其第一届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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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坤山 ( G a o K u n s h a n )

(汕头大学科学研究院能源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

广东 51 岌拓3

19 89 年 日本与韩国的藻类学者在汉城召开了第一届 日韩藻类学研讨会
。

1991 年 日

韩藻类学者又在筑波举行了第二次日韩藻类学研讨会
。

在这次会议上
,

日韩藻类学家以

及来 自亚太地区的其他藻类学者
,

决定邀请亚太地区国家的广大藻类学者于 19 93 年在

汉城召开亚太藻类学会议
。

在这次会议上
,

各国藻类学家经过讨论达成共识
,

决定成立

亚太藻类学会
,

作为亚太藻类学会的组织机构
。

亚太藻类学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
,

时间

定在国际海藻学学术讨论会 ( 丁五e I nt e

am
t i o anl

’

se
awe de S ym p os ium ) 和国际藻类学术

大会 ( hT
e I n t e r n a t i o an l p hy

e o l o ig
e a 一。 n gr e s s ) 之间的一年

。

亚太藻类学会的理事会由东京水产大学 Y
.

A r u g a 任会长
,

副会长待定
。

本学会的

理事会由以下人员构成 : Y
.

A ur ga ( 日本 )
、

R
.

J
.

儿 gn ( 澳洲 )
、

曾呈奎 ( 中国 )
、

R

s a t a ir ( 印度尼西亚 )
、

李仁圭 (韩国)
、

s ie w M o i P恤雌 (马来西亚 )
、

G
.

e
.

肠 o n o

( 菲律宾 )
、

江永棉 ( 中国台湾 )
、

K
.

玫 w m a n

om
o n t (泰国 ) 以及 W

.

N e l s o n (新西

兰 )
。

理事会的作用是
,

组织亚太藻类学会议的召开
、

选举会长与副会长
,

并选补理事

等
。

亚太藻类学会的会员有三种
。

一是个人会员
,

凡出席亚太藻类学会议的个人从会议

召开的时间算起都具有 6 年的会员资格 ; 二是团体会员
,

指赞助亚太藻类学会的公司或

组织 ; 三是名誉会员
,

系指亚太藻类学会理事会授予对本学会有特殊贡献的藻类学家名

誉会员
。

亚太藻类学会议的出席注册费已包括会员费
,

所以会员不需要另外缴纳会员

费
。

第一届亚太藻类学会议 ( hT
e iF r s t A s i a n P ac in e p h y e o l o ig ca l oF

r u m ) 于 1996年 7

月 22一 2 6 日在澳洲悉尼 ( s y d en y ) 的 hT
e u 川 v e r s i t y o f N e w s o u th w a l e s (N sw 大

学 ) 召开
。

本次会议的主席是东京水产大学的 Y
.

A ur ga 教授
。

N sw 大学 R
.

J
.

儿gn

教授负责了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
。

本次会议有 14 个国家与地 区的 130 位藻类学工作者

参加
。

韩国 33 人
、

日本 22 人
、

澳洲 21 人
、

中国台湾 10 人
、

菲律宾 8 人
、

马来西亚 5

人
、

印度尼西亚 3 人
、

新西兰 3 人
、

泰国 2 人
、

中国大陆 1人
、

比利时 1人
、

美 国 1

人
、

加拿大 1人
、

香港地区 1人
。

马来西亚的 iS e w M io P ha gn 博士
、

日本的吉田忠生教授
、

.

澳洲的 D
.

cM hu hg 教

授和 P
.

st e in be gr 教授分别做了特邀报告
。

P
.

s iet n be gr 教授有关化学生态学的报告涉

及到许多新的领域
,

值得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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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与展示发表的内容
,

包括分类
、

生理生态
、

遗传
、

生化
、

培养
、

产业
、

养殖

等
。

按照实验材料来看
,

海藻的研究发表比微藻的多
。

海藻方面
,

以红藻的紫菜与茬篱

以及褐藻的马尾藻类的发表为最多 ; 微藻方面
,

以蓝藻的发表为最多
。

有关海藻无菌培

养的新方法
,

日本东海大学 N
.

Sag a 教授等报道了紫菜丝状体无菌培养的方法
。

有关藻

类化学生 态学方面 的研究
,

澳洲 R
.

D e N ys 博士报告的藻类二级代谢产物抗污损

( a n t i fo u l i n g ) 效果值得注目
。

下一届学术交流会将于 199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
,

请藻类学研究与生产领域的

专家学者积极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