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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于 1 9 9 4 年 l 月 22 日通过第四届 《海洋与湖沼》 学报编辑委员会委

员
,

由 3 3 人组成
,

其中主编一人
,

副主编 2 人
,

委员 29 人
,

另预留一名
。

编委简介如下
。

主 编

秦班珊 男
,

60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

长
,

国际第四纪委员会亚太地区副主席
。

于 1 9 56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

主要从事海洋

地质学研究
。

负责多项全国及国际合作海洋学综合调查研究
。

对中国陆架沉积作用
,

对

海底沉积物的类型
、

分布及物质组成进行大量调查和深人研究
,

提出了陆架沉积模式并编

绘了相应图件 ;对海水中悬浮体
、

海底灾害地质以及海洋第四纪地质的研究也都取得重大

进展
。

先后获国家和中科院一
、

二等奖 6 项
。

为我国海洋地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
。

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 50 篇
,

出版专著 4 部
。
《海洋科学集刊》

、

《海洋科学》

主编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T e l : 2 8 7 0 8 8 2 (办公室 ) 2 8 6 2 5 2 3 (家 )

副主编

刘建康 男
, ”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

研究

员
。

中国海洋与湖沼学会副理事长
。

于 19 4 7 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
,

获哲学博士学

位
。

主要从事生态学研究
。

40 年代
,

揭示鳝鱼的定规性雌雄转变现象
,

为低等脊稚动物

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

50 年代
,

主持梁子湖和长江鱼类生态调查的集体研

究项 目
,

为我国平原湖泊和长江鱼 类的生态学提供了大量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

是尔后论

证葛洲坝和三峡建坝对长江鱼类生态影响的主要依据
。

60 年代
,

发表的 《从生物生产力

角度看湖 泊渔业增产的途径 》一文
,

为 70 年代武昌东湖渔业的大幅度增产打下基础
。

80

年代
,

主持东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

在我国首先以生态系统学概念开展淡水生物

学研究工作
。

所著《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
,

着重于湖泊初级生产力的渔业利用
,

被收人

《世界的生态系统》丛书《湖泊与水库》卷
,

于 19 8 4 年在荷兰出版
。

通讯地址 : 4 3 0 0 7 2 武汉市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T el : 7 8 2 3 4 8 1(办公室 )

7 8 2 3 4 8 1一 2 0 8 9 (家 )
·

文圣常 男
,

72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青岛海洋大学教授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

理事长
,

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水文气象学会理事长
,

山东海洋湖

沼学会名誉理事长
。

于 1 9 4 7年毕业于美国航空机械学校
。

主要从事海浪谱和海浪 数 值

模型研究
。
为了避免迄今主要通过拟合观测资料得到风浪频谱

,

试图以解析 方 法 导 出

谱
,

其中引人光度因子作参量
,

它不仅能有效描述谱形
,

而且描述风浪频谱的成长全过程
。

还以解析方法导出风浪方向谱
,

并通过光度因子反映方向谱的成长变化
,

能解释方向分布

取决于频率的原因
。

在海浪数值模拟方面
,

针对当前国际上盛行的第三代模式存在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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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提 出一种新型的混合型模型
,

其中风浪部分的源函数
,

通过可靠的经验成长关系加以

确定
,

因此避免了分别计算能量输人
、

能量消耗和波波间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困难
,

并使预

报或后报的精度得到基本保证
,

需用的计算机时间不及第三代模式的 l八 。。

现任大祥环

流试验中国委员会副主任
。 s C O R 中国委员会前主席

。

著有 《海波原理》
、

《海浪理论与

计算原理》等书
。

通址地址
: 2 6 6 0 0 3 青岛海洋大学 T e l : 2 8 6 4 3 6 1一 2 2 7 0 (办公室 ) 2 8 6 8 0 4 3 (家 )

委 员

方国洪 男
,

54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物理室主任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常务理事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潮汐与海平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计算

物理海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于 1 96 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
。

主要从事海洋潮 汐 和

海洋环流研究
。

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一项 (第一完成者 )
,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一项 (第二完成者 )
,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 (均为第一完成者 )
。

曾

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
,

中国科学院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及山东省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

。

著有《潮汐和潮流的分析和预报》
、

《农历潮汐》二书
,

主编《中国近海潮流

永久预报 图表集》一套 20 余分册
,

发表论文 60 余篇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T e l : 2 8 7 9 0 6 2一 5 8 0 1(办公室 ) 5 8 1 5 8 6 7 (家 )

许东禹 男
,

58 岁
,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

研究员
。

于 1 9 6 0 年毕业

于长春地质学院
。

主要从事侮洋地质研究
。

成果曾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二项
。

主编

《太平洋中部多金属结核特征及成因》
、

《太平洋中部晚新生代古海洋》
、

《太平洋中部多金

属结核的研究》 (均为第一作者 )
,

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
、

《地质辞典》和《英汉地质辞

典》等 书的编写工作
。

参加联邦德国
“

中太平洋锰结壳调查
”

并参加 I G C 3P 18 项 目研究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 18 号信箱 T e l : 5 8 14 6 5 1

一 2 2 1 4 (办公室 ) 5 5 14 6 , 1 -

2 5 3 7 (家 )

刘永定 男
,

50 岁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常务理事
,

中国藻类学会常务理事
,

湖北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

理学博士
。

完成的主要

科学研究工作 12 项
。

其中
,

藻类蛋白工厂化生产中试为国家
“

七五
”

攻关任务
,

藻类在空

间环境中的适应及其功能为国家
“ 8“ ”

高技术课题
,

藻类蛋白饲料应用试验为国家攻关任

务
。

当前承担科研任务共 7 项
,

其中 6 项为负责人
。 1 9 90 年受邀访问以色列并参加 国际

应用藻类学会第五次大会
, 19 9 0一 1 9 91 年应聘在联邦德国作客座科学家研究半年并受资

助出席欧洲低重力研究联盟学术年会
, 19 9 2年参加国际微重力研究与应用学术会

, 1 9 9 3年

参加捷克国际应用藻类学大会
。

获奖成果 2 项 (省
、

院奖 )
,

科技工作奖 4 项 (全国科学大

会和省
、

部
、

院奖 )
,

优秀论文奖 2 项
。

共发表各种专业文章计 59 篇
,

译著 1本
。

通讯地址
: 4 3 0 0 7 2 武汉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T le : 7 2 3 4 81 一 2 01 , (办

公室 )
一 2 1 3 1(家 )

刘瑞玉 男
,

72 岁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

事长
,

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
。

于 19 4 , 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生物系
,

获理学学士学位
。

是

我国海洋底栖生物生态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
,

是 甲壳动物学的学术带头人
。

负责组

织完成多项国家重大海洋调查研究任务
。

系统阐述了整个中国海底栖生物的组成
、

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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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结构
、

生态特点
。
首先发现黄海冷水性生物群落

,

提出陆架海区系区划和群落方案
。

全面发展了甲壳动物学
,

搞清了主要类群的分类区系
。
推动了对虾育苗

、

养殖和资源增殖

研究
,

使我 国对虾增殖基础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成果获国家和院级奖 12 项
,

共发表

论文 80 多篇
,

专著和报告 9 册 (卷 )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T e l : 2 8 7 9 1 7 5或 2 8 7 9 0 6 2一 2 3 1 2 (办

公室 ) 2 8 6 6 3 16 (家 )

邱大洪 男
,

“ 岁
,

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教授
。

中

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
。
在海岸工程

、

近海工程
、

波浪力学等方面具相当学术造诣
。 “

钢

筋混凝土平台可行性研究
”

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发表有关波浪力学等方面

论文 30 余篇
。
发表专著有《波浪理论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

。

通讯地址
: 1 1 6 0 2 4 大连市 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T e l : 0 4 1 1 4 7 1 5 1 1一 5 1 5

李少菩 男
,

63 岁
,

厦门大学教授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海洋学会常

务理事
,

中国生态学会海洋生态常委会主任
,

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

中国梅洋湖沼

生态学会副理事长
,

福建省海洋湖沼学会
、

海洋学会副理事长
。

于 1 9 5 9 年毕业于厦门大

学生物学系
,

研究生
。
主要著作为 : 《中国海洋浮游挠足类》上卷 ( 1 9 6 5 )

、

中卷 ( 1 9 8 2 ) (与

郑重等合著 ) ;《海洋浮游生物学》 ( 1 9 8 4 ) ; “
M

a r i n e p l a n k b i o l o g y
”

( 1 9 8 9 ) ; 《海洋挠足类

生物学》 ( 1 9 9 2 )
。

参加并担任技术顾问的
“

罗源湾镰沃大官坂鱼
、

虾
、

贝综合开发
”

课题获

国家教委 1 9 91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 《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上升流区生态系研究 》获福建省

1 9 91 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

通讯地址
: 3 6 10 0 5 福建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T e l : 2 0 8 6 3 9 7 (办公室 ) 2 0 8 6 6 3 9

(家 )

李光友 男
,

54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

务理事
,

中国海洋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

海洋药物学会常务理事
,

青岛市科协副主席
,

1 9 6 5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
,

于 1 9 81 一 1 9 8 3 年
,

作为访问学者在 日本鹿儿岛大学进行

学习和研究
。

所进行的 O 九工程研究 (水下兵器防除海洋附着生物方法研究 )
,

先后研制出

3个方法
,

为加速我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

其中 2个方法已获全国科学大会
、

中国科学院 (二等 )奖
。
对海洋经济动物病害的免疫防治研究

,

奠定和丰富了海洋生物免

疫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

所获几项重要研究成果先后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

国际新技术

奖共 3 项
,

所承担的中科院
“

八五
”

攻关课题海洋虾贝病害免疫防治研究成果
,

开辟了海洋

经济动物病害防治的新途径
。
先后撰写技术报告

、

国内外发表论文 30 余篇
。

于 1 9 91 年

1 月获国家教委
、

人事部授予的
“

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回国 留学

人员
”

称号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T e l : 2 8 6 8 0 0 8 (办公室 ) 5 8一5一7 9 (家 )

李瑞旭 男
, ” 岁

,

科学出版社期刊室主任
,

编审
。

中科院期刊业务指导小组成 员

兼办公室主任
,

中科院科学出版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兼学术期刊专家组副组长
,

国家技术

监督局全国文献工作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七分会委员
,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常务理事
、

编

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

中国科技信息集团 C S T A 工程领导小组成员
,

中科院 自然科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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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期刊协会科技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于 19 6 4 年毕业于北京林学

院
,

获林学
、

数学两专业双学位
。

主要工作有
:
参加调研和部分起草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

署组织的《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 ))( 国家已发布执行 ) ;参加国家科委组织的
“

优秀期刊评

选标准
”
的研讨和起草工作 ;参加

“
中国科学院优秀 自然科学期刊评选标准

”

的调研起草工

作
。

主要著作有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合理布局》
、

《生物学期刊布局》等
。

通讯地址 : 10 0 7 1 7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科学出版社期刊室 T le : 4 0 1 8 8 3 3

一 3 9 3 或 4 0 19 8 1 9

张正斌 男
,

58 岁
,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研究所所长
,

教授
。

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
、

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海洋化学学会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化学学会副理事长
,

山

东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
。

于 19 5 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 系
。 1 9 8 3 年 9一 12 月为 美

国 O r e
go

n 州立大学海洋学客座教授
。

主要从事溶液络合物稳定性和稳定常数实验测定

方法研究
,

大青山贫铀矿中铀的提取
、

海水中铀的提取
,

以及铀的萃取理论和萃取化学
、

提

铀机理研究
。

成果 曾获 1 9 7 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 19 8 7 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 3 等奖

, 19 86 年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l 等奖
, l ” 。 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2 等奖

,

以及省级奖 10 余项
。

至今

已完成 5 项国家基金
,

其成果已被列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成果选编》 海洋科学项
。

1 9 86 年获国家科委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 1 98 7 年为山东省拔尖人才

, 19 9 0

年获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的
“

先进科技工作者
”

称号
, 1 9 9 2 年获山东省

“
先进科技工作者

”

称号
, 19 9 3 年获

“

全国优秀教师
”

称号
。

至今出版专著 6部
,

在 《中国科学》
、

《科学通报》
、

《海洋与湖沼》学报以及 《M a r i ne C ha m is t r y》 发表学术论文约 1 60 篇
。

曾 7次出席国 际

学术会议
, 19 9 3 年应邀到台湾 3 所高校讲学

。

通讯地址 : 2 6 6 0 03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研究所 T le : 2 8 6 4 3 6 1一 2 3 2 5 (办公

室 ) 2 8 6 9 5 8 1 (家 )

苏纪兰 男
,

58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

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
,

《海洋学报》主编
。

于 19 6 7 年毕业于美

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机械工程系
,

获博士学位
。
主要从事河 口动力海洋学及陆架动力

海洋学研究
。

发现并成功模拟了潮流不对称性对长江口及杭州湾最大浑浊带形成的重要

作用
。
首次系统研究河口 锋面及效应

,

提出长江冲淡水次级锋概念 ; 第一次研究陆架与

宽河 口亚潮频段的相互作用 ;率先从理论上获得多港池港湾共振频率 ;提出模拟潮致底质

冲淤的有效办法
,

首次系统地揭示中国近海陆架波特性等
。
自 1 9 8 0 年以来共发表论 文

6 0 余篇
。

通讯地址 : 3 1 0 01 2 杭州市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T e :l 8 0 7 6 9 2 4 一 3 3 4

(办公室 )

陈吉余 男
,

72 岁
,

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所长
,

教授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
,

中国

海洋湖沼学会河口 海岸分会理事长
,

上海市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
。

毕业于浙江大学
,

研究

生
。

主要从事河 口海岸学科研究
,

为我国河口海岸学科主要开拓者之一
。

建立河口 海岸

动力地质
、

沉积相 结合的学科体系
,

在河口发育
,

海岸副面塑造等理论上有发展
,

在实践上

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
,

倡导全国海岸带和海洋资源综合调查
。

著有《长江河 口动力过程

和地貌发育》
、

《中国海岸发育和演变规律》等专著
。

获 1 9 8 5年国家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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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育工作者
, 1 9 9 0 年国家教委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

曾任国际《河 口 》编委
,

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国际潮滩研究工作会议
,

为国际地理学会环境委员会召开地区性学

术会议 ( 一9 9 0 )
o

通讯地址
: 2 0 0 0 6 2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河 口海岸研究 所 T le

: 2 5 7 7 , 7 7一

2 8 5 2 (办公室 )
一 3 3 8 6 (家 )

陈宜瑜 男
,

50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
,

湖北省科协常委
,

湖北省动物学会

理事长
,

武汉市科协副主席
。

于 1 9 6 4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
。
主要从事鱼类学和动物

分类学的研究
。

在淡水鱼类系统分类研究中
,

完成了草鳍鳅科和鲤科重要类群的分类整

理
,

发表过 5 个新属 30 多个新种
,

参加编写的《中国鲤科鱼类志》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

在动物系统发育研究中
,

完成了有关鲤形 目鱼类系统发育研究的系列论文
,

获中科院

科技进步二等奖
。

在生物地理学研究中
,

通过对裂腹鱼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去解释青藏

高原的地质历史
,

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

开创了白暨豚的研究
。

主编濒危鱼类红皮书
,

推动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
。

领导和组织了洪湖水体生物生产力综合开发及湖泊环境优

化的研究
,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

通讯地址 : 4 3 0 0 7 2 武汉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 究 所 T e l : 7 8 2 3 4 5 1一 2 2 5 3

(办公室 )
一 2 1 8 9 (家 )

汪品先 男
,

57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同济大学教授
。

科委中国委员会副主任
,

中

国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副主任
,

中国古生物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
,

中

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

于 l % o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
,

主要从事海洋微体古生物学

与古海洋学研究
,

著有
“
M a r i n e

M i c r o p a l e o n t o l o gy o f C h i n a ”

( 1 9 8 5 ) 等书籍
、

论文
。 “

我

国近海沉积钙质微体化石的分布及其古环境意义
”

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

家 自然科学四等奖
。

现任国际海洋地质委员会委员
、

国际《古地理
、

古气候
、

古生态》学报

编委
,

国际地层委员会早第三纪分委员会委员
、

晚第三纪分委员会委员
,

伦敦地质学会各

届会员
。

通讯地址
: 2 0 0 0 9 2 上海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T e l : 5 4 5 5 0 8 0一 3 20 7 (办公室 )

孟庆闻 女
,

68 岁
,

上海水产大学教授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

中国

水产学会名誉理事长
,

农业院校水产高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
,

《水产学报》主编
。

于 1 9 49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
。

主要从事鱼类学研究
。

共发表专著 7 本
,

其中第二作

者的《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 罗伦管系统的研究》 获 1 9 8 7 年国家自然

科学三等奖
,

作者之一的《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于 1 9 81 年获国家水产总局技术改进成果

一等奖
、

《中国鱼系统检索》获 1 9 9 0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

第一作者的《鱼类比较

解剖 》被评为 1” 1 年国家 级优秀教材
。
主编过两套教材

,

翻译 80 万字专著一部
,

在学报

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29 篇
。 1 9 8 7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 19 7 9 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

1 9 8 ,一 19 8 9 年任亚洲水产学会理事
。

通讯地址
: Zo u o g o 上海 上海水产大学 T e l: 5 4 3 10 9 0 (办公室 ) 5 4 3 2 8 0 -

(家 )

赵一阳 男
, ”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地质研究室主任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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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学会地质学分会主任委员
。

于 19 5 7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
。

主要从事海洋沉积地球

化学的研究
,

首次提出了大陆架沉积物地球化学模式 ;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浅海沉积化学元

素丰度表 ;开创
“
元素地层学

”

的研究 ;提出定量研究
“
沉积强度

”

的概念 ; 开拓了沉积作用
“

元素指示剂
”
的研究等

。

发表重要学术论文 80 余篇
,

有 4 部专著分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
、

二等奖
。
主要论著曾多次在美

、

澳
、

日
、

前苏联
、

英
、

墨西哥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南海路 7号 T e l : 2 8 7 9 0 6 2 (办公室 ) 3 8 6 7 7 C。 (家 )

相建海 男
,

47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实验海洋生物开放实验室副主任
,

研究

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

于 19 7 8 年考人南开大学生物 系
,

作为 研 究

生
,

于 1 9 8 0 年 5 月一 1 9 82 年 10 月在原西德弗赖堡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学习
。

已完成和

承担国家攻关
、

院重点项 目
,

国家基金课题
,

省重点项 目等 30 余项
。
先后 9 次赴美

、

加
、

日
、

澳大利亚等国讲学和合作研究
。

在对虾
、

贝类繁殖遗传和资源生态学上取得重要成果
。

共

发表和完成论文 40 篇
。

被科学院评为优秀导师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开放实验室 T e l : 2 8 7 9 0 6 2
一 5 2 0 5 (办公

室 ) 5 8 12 6 8 4 (家 )

胡鸿钧 男
,

60 岁
,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常务理事
,

湖北省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
,

湖北省出国留学 回国人员联谊会副理事长
。

于

19 6 ,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生部
。

于 1 9 80 一 1 9 8 2年为美国加州大 学

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 主要从事淡水藻类学研究

,

30 余年来与同事合作发现淡水绿 藻 3

个新属
,

20 多个新种 ; 19 8 0 年与同事合作首次发现一种裸甲藻光合色素系统中含 有 藻

蓝素 ( P h y o y an i )n
,

为研究甲藻的系统演化提供新的线索 ; 80 年代中期以来
,

主要从事

螺旋藻生物技术研究
, 1 9 8 9 年完成国家科委重点项 目

“

螺旋藻工厂化中试
” , 1 9 9 2 年承担

国家火炬计划建成我国第一座利用地热控温
,

半封闭全循环式的螺旋藻工厂
。

发表专著

3 部
,

其 中《中国淡水藻类》为我国第一部淡水藻类分类学综合性参考书
。

论文《优良藻种

的选育与培养条件研究》获中科院 1 9 9 2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

现任第五届国际藻类学会组

织委员会委员
。

通讯地址
: 4 3 0 0 7 4 武汉市 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T e l: 7 8 0 1 1 2 6 , 7 8 0 2 0 2 5

-

2 3 2 (办公室 ) 7 8 1 7 8 0 8 (家 )

袁业立 男
,

56 岁
,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常务理事
,

中国海洋遥感学会理事长
,

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

于 1 9 8 2 年毕

业于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海洋
、

大气和地球科学系
,

获博士学位
。

主要从事物理海洋

学研究
。

其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成就有 : 建立了黄海冷水团浅海热生非线性环流模式 ;开

拓陆架中尺度涡和剪切波解析研究领域 ;实现在定常边值条件下
,

非定常中尺度过程的数

值模拟 ;系统地研究了风生波的生成发展机制和成长过程中非线性水波的属性
,

证明非线

性平衡态的存在并揭示了非线性水波的不稳定能量转移规律 ; 开辟了破碎波统计研究方

向
,

提出了破碎波统计模型和统计方法
,

并在海气强交换过程研究方面有突出成果 ; 得 出

多项风浪发展的理论源函数
,

发展了一种新的第三代海浪数值模拟方法 ;关于微骑行波的

研究为利用遥感资料反演海浪方向谱奠定了基础
。
曾在《中国科学 》

、

《海洋与湖沼》学报

和 《海洋学报 》 等刊物上发表中
、

英文论文近 50 篇
。

有关研究工作 曾多次获得部委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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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

其中包括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

通讯地址
: 2 6 6 00 3 青岛市红岛 支 路 1 3 号 T e l : 2 86 6 5 1 0一 3 5 5 (办 公 室 )

5 5 1 3 4 0 7 (家 )

唐启升 男
,

50 岁
,

黄海水产研究所室主任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二
、

三届学科组成员
。
于 1% l 年毕业于黄海水产学院

。

于 1 98 1一
1 9 8 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挪威海洋研究所

、

美国马里兰大学
、

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学习和

研究
。
主要从事海洋生态学研究

。
开拓中国大海洋生态系研究

,

其黄海研究成果已在世

界大海洋生态系研究领域占有显著地位 ;主持渔业生态
、

资源评估等课题多项
。

撰写论文

报告 80 余篇
,

主编或同他人合作专著 , 册
。
目前主要参加

“

全球海洋生态系动态
” 、 “
大海

洋生态系监测与保护
” 、 “

北太平洋气候变化与容纳量
”

等国际项目的启动研究和组织活

动
。 1 9 8 7年以来在国外主持

、

组织 4 次国际会议
。

现为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学术局委

员兼渔业科学委员会主席
,

全球海洋生态系动态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

通讯地址
: 2 6 6 0 0 3 青岛市莱阳路 19 号 T e l : 2 8 6 9 2 0 3

顾宋堪 男
,

62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化学学会

理事长
。

于 1 9 5 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
。

于 1 9 7 9一 1 98 1年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利物

浦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
。

主要从事海洋化学研究
。
共发表论文 100 多篇

,

以第一作者发

表约 60 篇
,

撰写及主编专著 4 部
。

其中作为第一负责人的
“

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

是中国海

洋化学研究的开创和基石 ; 在世界海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
“

黄海 0 :

垂直分布最大值 系由

冬季保持而来的理论
”

填补了国际空白 ; “

天然 p H
一

无试剂
一

防吸附物理涂汞电极系统
” 、

“

天然水循环中痕量 Z n +2 等的均匀分布规律
”

及
“
水

一

水汽 Z n Z十

等天然本底定值转移 规

律
” 、 “

原始天然水由 Z n Z十
等饱和的水蒸汽形成

”

等 新方法
一

新规律
一

新理论 已构成 了 一个

新体系
,

自成一派
。 “

水汽化学
”

新学科正被创立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T e l : 2 5 7 9 0 6 2一 2 9 3 (办公室 ) 2 5 6 2 3 4 0

(家 )

秦曾派 男
,

60 岁
,

上海台风研究所研究员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理

、

大气
、

海洋

学科评议组成员
,

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
,

海洋气象学会海气相互作用研究会副理事长
,

上海市气象学会理事长
,

上海市灾害防护协会
、

上海市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
, 《大气科学

研究与应用》主编
。

于 1 9 56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系
。
主要从事大气动力学

、

海洋动力

学
、

和海气相互作用研究
。
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76 篇

,

译著 1部
。

曾获国家

自然科学三等奖
,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

山东省教委一等奖
,

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会表彰
。

现为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 ( I A sP o ) 海洋灾害委员会执行委员
,

作为中国唯一

的执行委员
,

负责向该组织定期报告我国海洋灾害的事件
、

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
。

通讯地址 : 2 0 0 0 3 0 上海市徐汇区蒲西路 16 6 号 T e l : 4 3 8 6 7 0 0一 4 7 6 (办公室 )

4 3 5 , 4 6 6 (家 )

黄 麒 男
,

57 岁
,

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研究员
。

于 1 9 6 3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

学地球化学系
。

多次获得省
、

部级科技进步一
、

二和三等奖
。

其中
“

柴达木盆地古气候
、

古环

境
”
研究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

柴达木盆地察尔汗首采 卤过程中水动态水化学变化

规律
”

研究
,

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国家二等奖
。 1 9 81 一 19 8 2 年在澳大利亚 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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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 1 9 9 0一 1 9 91 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等开展合作研究
,

参加过两

次有关国际会议
。

发表近百篇论文
。

通讯地址 : 7 1 0 0 4 3 青海省西宁市西影路 6 号 T :el 5 2 5 4 8 0 6 (办公室 )

梁瑞驹 男
,

59 岁
,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
,

教授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

长
,

江苏省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
。

于 1 9 80 年毕业于荷兰 D le f 大学研究生班
。

主要从事

水文研究
。

发表过多篇论文
,

编有专著二部 (英文版 )
,

主编过大型工具书五部
。

作为项目

负责人的
“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取排水口 布置和温排放研究
”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 “

太湖流域

91 年洪涝灾害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
经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 ; 曾获得国家

“
七五

”

攻关科

技成果优秀奖和水利部科技进步奖
,

主持过第四届国际水文大会 (巴黎
, 1 9 9 3 )

、

城市水资

源管理与保护学术讨论会 (东京
, 1 9 8 9 )等国际会议

。

通讯地址
: 10 0 0 4 4 北京车公庄西路 2 0 号 T e l : 8 4 12 5 9 8 (办公室 ) 8 4 7 4 1 8 1 (家 )

曾庆存 男
,

58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气候与

环境预测研究中心主任
。

于 1 9 , 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1 96 1年在原苏联获副博士学位

。 6 0

年代初最早提出原始方程求解方法并创立了半隐式差分格式
,

后又系统地发展了计算地

球流体力学理论
,

建立了大气运动的地转适应过程理论
,

发展 了波包动力学和连续谱理论

及大气遥感理论 ;与同事一起建立了大气
、

大洋环流模式和近海环流模式
,

在气候数值模拟

和近海环流模拟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

主要代表作有《大气红外遥测原理》等
。

现任自

然控制论研究中心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主任
,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委员
。

通讯地址 : 10 0 0 8 0 北京中关村 2 7 1 8信箱 T e l: 2 5 5 9 2 6 7 (办公室 ) 2 5 5 9 2 7 7

(家 )

曾呈奎 男
,

85 岁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名誉所长
,

研究员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博士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

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科协委员
,

山东省

科协名誉主席
,

世界水产养殖学会终身荣誉会员
。

于 19 4 2 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

院
,

获博士学位并获 R a c k ha m 博士后奖学金
。
主要从事海洋生物学特别是海藻生物学

研究
。
先后发现了几十个新种

, 2 个新属和 1个新科
,

为中国海藻志的编写提供了基本资

料
。

现任中国抱子植物志编委会主任
。
对经济海藻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化学加工以及对海

带
、

紫菜的生物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

为探讨光合生物的进化研究提供了资料
。

提出并阐

明了我国海洋水产生产必须走农牧化的道路
,

开展了海藻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研究
。

共

发表论文 2 50 篇
,

专著 8 部
。

主编和主要论著有 : 《海带养殖学 》
、

《中国经济海藻志》
、

《中

国常见海藻》 (英文版 )
、

《海藻栽培学 》和《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及开发 》等
。

曾参加过第一
、

二
、

三
、

四届国际藻类学术大会等数十次国际会议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 1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T e l: 2 5 7 0 2 2 0 (办公室 ) 2 5 6 9 1 1 7 (家 )

t 金海 男
,

56 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蒯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

理事长
,

山东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

山东海洋湖沼学会翻理事长
。
国际海洋兽类协会名誉会

员
。

于 1% 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
。

于 198 1一 1 9 8 3 年
,

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纽芬

兰纪念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
。

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的分类学
、

形态学
、

组织学
、

行为学
、

种群生态学
、

资源管理生态学和 自然资源量估计等领域的研究
。
首次提出斑海豹新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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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国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水平
。

曾参加南极考察
,

担任
“

八五
”

中科院重大

项目
“

重要海湾
、

湖泊水产增养殖农牧化及生态调控技术的研究
”

和
“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站

网
—

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站
”

的研究工作负责人
。 1 9 8 6 年以来发表论文 20 余篇

。

通讯地址
: 2 6 6 0 7一 青岛市南海路 7号 T e l : 2 8 7 9 0 6 2一 3 4 2 3 (办公室 ) 5 8 1 4 8 2 6

(家 )

管华诗 男
,

54 岁
,

青岛海洋大学校长兼海洋药物与食品研究所所长
,

教授
。

中国

海洋湖沼学会海洋药物分会
、

中国药学会海洋药物分会理事长
。 《中国海洋药物 》副主编

。

1 9 6 4年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
。

长期从事海洋药物与食品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
,

取得显著成就
,

尤其在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开发中
,

取得多项有重大学术意义和

应用价值的新成果
,

或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

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开拓了学科新

领域
。 70 年代

,

他为主参与研究的海洋生物制品藻酸丙二醋
、

农用乳化剂获 19 7 8 年国家

科学大会奖
。

在海洋药物和海洋保健食品方面
,

近 20 年内
,

他先后研制成功 8 个产品
,

其

中 5 项获海洋药物发明专利
,

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其成果 曾获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

南斯拉夫第十五届国际新发明博览会金牌
,

国家经委优秀成果一等奖
。

藻酸双醋

钠药物已出口俄罗斯
、

美国和东南亚各国
,

为国家赢得荣誉
。

发表论文多篇
。

他本人荣获山

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

山东省优秀科技拔尖人才
,

全国
“

五一
”

劳动奖章
, “

国家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
”

等荣誉称号
。

当选为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
。 1 9 9 3 年应荷兰鹿特丹大学

邀请去该校讲学
,

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通讯地址
: 2 6 6 0 0 3 青岛海洋大学 T e l: 2 8 6 4 3 6 1一 2 6 2 8 (办公室 )

潘金培 男
,

58 岁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中国水产学会副理

事长
,

中国鱼病研究会主任
。

于 19 6 5 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
,

研究生
。

主要从事水生生物

病害研究
。 1 9 81 一 1 9 8 3 年在西德慕尼黑大学热带医学和寄生虫学研究所进修

,

并先后赴

欧
、

美
、

亚洲 10 余个国家进行合作研究
、

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被聘为欧洲鱼病学家

协会和亚洲鱼病学会理事
。

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
,

参加编写和主编学术专著 7

部
,

其中《鱼病的诊断与防治》曾先后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
、

二
、

三等奖
。

通讯地址 ; 51 0 3 01 广州市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 洋 研 究 所 T el : 4 45 1 3 3 5 一 71 9

(办公室 ) 4 4 5 5 7 6 7 (家 )

淡培民 男
,

57 岁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

江苏省海洋湖沼

学会副理事长
,

江苏省气象学会常务理事
。

于 1 9 , 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水文气 象 学

院
,

获全优毕业证书
。

主要从事水文气象学研究
, 1 9 8 9 年以来出版三部专著《抚仙湖 》 (负

责水文气象部分 )
、

《云南断陷湖泊环境与沉积 )}( 负责水文气象部分 )及《三峡工程对长江

中下游湖泊与注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主编 )
。

现任国际贝加尔生态研究中心

科学顾问
,

( 日本)关西水圈环境研究机构理事
,

国际琵琶湖物质输移实验科学顾问
、

背景

环流组负责人
,

国际理论与应用胡 沼目洽会员
,

国际太湖研究协会会员
,

国际淡水生物协

会会员
。

现主持中日湖泊学 合作研究
,

中苏贝加尔湖合作研究及中
一

丹净化湖泊水质合作

研究
。

通讯地址
: 2 1 0 0 0 8 南京市北京东路 7 3 号 T e l : 7 7一3 9 2 6 (办公室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办公室供稿
,

王琳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