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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学会文件 
 

 

中林会学字〔2018〕99 号 

 

中国林学会关于召开 

第六届中国林业学术大会的第二轮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学会，中国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

员会，各有关单位： 

2018 年 9 月，中国林学会下发了《中国林学会关于召

开第六届中国林业学术大会的第一轮通知》（中林会学字

〔2018〕78 号）。在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第六届中

国林业学术大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大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14—17 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召开。现将大会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办、承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中国林学会，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二）承办单位：中国林学会秘书处，湖南省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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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时间与地点 

（一）大会时间：2018 年 11 月 14—17 日，会期 3 天，

11 月 14 日全天报到。11 月 15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及大会主

旨报告，11 月 15 日下午与 16 日全天分会场报告。 

（二）大会地点：会议安排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内，

各分会场入住及报到宾馆见附件 1。 

三、大会主要内容 

（一）大会开幕式 

11 月 15 日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有关领导出席并致

辞，颁发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第七届梁希科普奖、

第七届梁希优秀学子奖。 

（二）大会主旨报告 

11 月 15 日上午，开幕式后拟邀请知名院士、专家和有

关领导就林业学科发展、林业科技创新和社会关注的重大林

业问题作学术报告。 

（三）分会场特邀报告 

大会设木本植物基因组与分子生物学、森林培育、湿地

与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草原和青年科学家论坛等共 25

个分会场，各分会场根据自身情况安排特邀报告，分会场主

题及特邀报告详情见附件 1。 

（四）分会场学术交流 

各分会场将围绕会议主题和研讨内容开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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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一）有关领导和特邀专家； 

（二）从事大会涉及相关领域的科研、管理、教学、生

产部门的科技工作者；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学会和中国林学会各分

会、专业委员会有关专/兼职人员。 

五、会议费 

参会代表需缴纳会议注册费，标准为：一般代表 1300

元/人，中国林学会会员（会员注册网址 www.csfmember.org）

1200 元/人，学生（凭学生证）800 元/人。代表往返交通费

和住宿费自理。 

六、报到注意事项 

（一）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本着节俭办会原则，

本届大会不安排接送站。各分会场入住地点安排在不同宾

馆，请报名不同会场的代表自行前往分会场所在宾馆报到注

册。 

（二）现场报到、材料分发等工作均在各分会场入住宾

馆进行。 

（三）参会代表须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 2），并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前将回执发邮件至各分会场联系人。为便于各

接待点的会务工作，请各参会代表提前确定交通方式，提供

航班、铁路等信息，以及住宿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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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于会议规模大、报名人数多，住宿紧张，各位

代表报到时凭第二轮通知（电子版）和参会回执注册，安排

住宿。会前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参会回执的与会人

员，将无法保证其住宿。 

七、其他 

大 会 有 关 信 息 将 随 时 在 中 国 林 学 会 网 站

（http://www.csf.org.cn）、“中国林学会资讯”、“中国林

下经济”微信公众号相关栏目发布，请关注查阅。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路东小府 2 号中国林学会

学术部（100091） 

联 系 人：李  莉，李  彦，王  妍，何  英，曾祥谓 

电    话：（010）62889819  62889821 

传    真：（010）62889819 

“中国林学会资讯”、“中国林下经济”微信公众号： 

      

附件：1. 大会入住宾馆、分会场特邀报告及联系人 

2. 参会回执 

中国林学会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主题词：林业学术大会  第二轮通知                   

抄  送：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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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会入住宾馆、分会场特邀报告及分会场联系人 
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1 

华雅酒店 

长沙市万

家丽中路

二段 81号 

0731－
85322222 

S1 

木本植物

基因组与

分子生物

学分会场 

创新源头 -

木本植物基

础生物学 

中国林科院林业

研究所 

南京林业大学 

1. 李来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研究员：林木次生生长分子机理

研究； 

2. 刘建全，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教授：铁木基因组与进化历史； 

3. 王柏臣，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树木维管发育的研究； 

4. 李全梓，中国林科院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木质素合

成及调控； 

5. 曾  为，浙江农林大学特聘教授：细胞壁多糖代谢与木材形成研究。 

6. 罗克明，西南大学副院长/教授：Auxin-mediated Aux/IAA-ARF-HBs 

Signaling Cascade Regulates Secondary Xylem Development in 

Populus。 

赵树堂，
13401106689 

shutang@caf.ac.cn 

陈颖男 

15850558238 

韩志强 

13051853030 

S3 

林木遗传

育种分会

场 

基于大数据

时代的中国

林木遗传育

种 

东北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1. 沈熙环，北京林业大学，林木遗传育种分会荣誉主任委员/教授：持续、

稳定发展我国林木遗传育种事业的思考； 

2. 杨连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司副司长：林木种苗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3. 杨传平，东北林业大学，林木遗传育种分会主任委员/教授：美国林木

遗传育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4. 施季森，南京林业大学，林木遗传育种分会副主任委员/教授：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AI）时代高效精准林木遗传育种若干趋势评述； 

5. 王军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处长/研究员：珍贵树种楸树良种选

育与特异性状解析。 

丁昌俊 

13581996158 

changjund@126.com 

张平冬 

13521298023 

赵曦阳 

15246668860 

S8 

森林保护

分会场 
森林保护与

绿色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林科院新技

术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华北

林业实验中心 

1. 周国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关于珍贵树种病虫害防治的思考； 

2. 宋瑞清，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绿木霉与褐环乳牛肝菌互作机理的研究； 

3. 曹凌雪，University of Amsterdam 博士：The fusarium effector pair 

Avr2/Six5 targets plasma desmata； 

4. 郝德君，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新害虫——香樟齿喙象的生物学特性及

其与寄主植物相互关系； 

5. 严善春，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红松果梢害虫梢斑螟的生存策略与危害。 

李  河 

13487492287 

cfpc2006@126.com 

石  娟 

13691599016 

黄  麟 

13913983116 

张彦龙 

1340104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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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华雅酒店 

长沙市万

家丽中路

二段 81号 

0731－
85322222 

S9 

园林分会

场 

新时代公园

城市的探索

与实践 

中国林学会园林

分会 

北京林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刘志成，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教授：公园城市—城市绿色空

间的结构与秩序； 

2. 沈守云，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院长/教授：公园城市的距离； 

3. 陈其兵，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院长/教授：对四川省公园城市功

能建设的思考； 

4. 张云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从其他绿地到区域绿地：公

园城市建设的协同性与兼容性； 

5. 赵光辉，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四川农业大学客座教授：公园城市与

“绿心”。 

李佳妮，中国林学会

园林分会，四川农业

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8602885315 

yuanlin@csf.org.cn 

张旻桓，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风景园林学

院副教授，
13617316866 

S10 

经济林分

会场 
经济林与乡

村振兴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封加平，国家林业局原总工程师：经济林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2. Dr. Keith Woeste，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北方研究中心 Research Geneticist,

美国普渡大学农学院林学与自然资源系教授：Breeding American 

chestnut for resistance to chestnut blight。 

符泽华 

15116185788 

jjl@csf.org.cn 

曾淑珍 

13875923652 

S11 

森林公园

与森林旅

游分会场 

森林旅游与

精准扶贫 

福建农林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钟永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自然资源游憩机会供

给与空间构建； 

2. 叶  文，西南林业大学地理学院院长/教授：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保护

地与生态旅游； 

3. 赵  兵，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大数据视角下森林温泉产业升级与设计

探索； 

4. 徐聪荣，江西省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基于资源调

查的森林公园规划体会与思考； 

5. 董建文，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院长/教授：基于美景度评价

的森林风景构建。 

王敏华 

13328233128 

zgslgy@126.com 

张双全 1397583313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S12 

城市森林

分会场 

面向多元化

需求的城市

森林 

中国林科院林业

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 

1. 王  成，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城市森林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2. 徐程扬，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城市森林质量提升的途径与方法； 

3. 贾宝全，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北京市城市林木树冠覆盖研究； 

4. 陈步峰，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城市林区间暴雨及地表

流 PHAs 的差异特征； 

5. 孙延军，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高工：深圳大鹏半岛生态廊道体系研

究。 

孙振凯 

15901019115 

sunzhenkai1987@163

.com 

mailto:yuanlin@cs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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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华雅酒店 

长沙市万

家丽中路

二段 81号 

0731－
85322222 

S14 

水土保持

与荒漠化

分会场 

水土保持与

绿色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 

1. 赵廷宁，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冬奥延庆赛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2. 李玉灵，河北农业大学副院长/教授：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研究； 

3. 王德胜，湖南省水利厅处长/教授级高工：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监督管

理，实现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湖南水

土保持发展与成效； 

4. 徐先英，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干旱沙区固沙植物退化与调

控； 

5. 黄忠良，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所长/高工：湖南退耕还林还湿工程试点探

索与实践； 

6. 陈学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我国公路建设取弃土场环境

保护问题与对策。 

高国雄 

13186170906 

ggx2000@126.com 

初  磊 18751890035 

黎建强 13708434029 

S16 

森林防火

分会场 

气候变化背

景下森林草

原火灾对策 

中国林学会森林

防火分会 

中国林科院森林

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 

1. 舒立福，林科院森林生态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国内外森林草原防火

扑火研究与技术进展； 

2. 周俊亮，北方航空护林总站总站长/高级工程师：推进航空护林政府购

买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3. 吴  灵，南方航空护林总站总站长/高级工程师/特级飞行观察员：浅

谈在新的应急救援体制下如何处理好森林草原火灾防与灭的关系； 

4. 李小川，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广东森林防火创新

与实践； 

5. 张明军，广西自治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处长：“三化合一”是森林防火

管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6. 文东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防火模拟仿真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林火防火扑火及火灾评析。 

范福清，森林防火分

会副秘书长
13801088788 

sfzwh@126.com 

杜鸿业 18800124589 

赵晓东 13601392169 

2 

现代凯莱

大酒店 

长沙市天

心区芙蓉

南路 2 段 

128 号现

代广场 

0731-8870

8888 

S2 

森林培育

分会场 

“两山论”

与森林培育 

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贾黎明，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新时代林业特征及发展路径探讨； 

2. 张  鹏，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森林培育与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3. 唐罗忠，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杨树新无性系的抗逆性研究； 

4. 刘曙光，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USA 教授：全球气候变化与

森林培育； 

5. 王瑞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高海拔地区柳杉人工林抚育成效分

析。 

李铁华，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
15973136552 

张斌，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13787130537 

slpy20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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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现代凯莱

大酒店 

长沙市天

心区芙蓉

南路 2 段 

128 号现

代广场 

0731-8870

8888 

S5 

林产化工

分会场 

新时期林产

化工的机遇

与挑战 

中国林学会林产

化工分会 

中国林科院林产

化工研究所 

南京林业大学 

1. 储富祥，中国林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待定； 

2. 勇  强，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待定； 

3. 孙润仓，北京林业大学材料院教授：燃料乙醇副产物木质素高值化工

业利用； 

4. 商士斌，中国林科院林化所室主任/研究员：我国松脂产业发展概述； 

5. 李湘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院教授：林萃精华—科研与创新人才

培养的思考； 

6. 李淑君，东北林业大学材料院教授：植物源荧光材料的研究与探索。 

王艳，中国林科院林

化所副研究员，林化

分会副秘书长

13951876190，
443190793@qq.com 

杨国恩，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材料院副院

长/教授 13723894763 

S25 

林业史分

会场 

林业历史文

化的传承与

发展 

中国林学会林业

史分会 

1. 林  震，北京林业大学院院长/教授：林业生态文明：一个政策史的研

究； 

2. 包茂红，北京大学教授：森林史研究的新进展； 

3. 倪根金，华南农大教授：民国林学家孙章鼎先生研究手稿价值探析； 

4. 李宏复，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文化生态区与林区的非遗保护； 

5. 乔  柏，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生态资源与森林综合利用--以双乳山文

化康养基地生态实践策划为例。 

李飞，北京林业大学

副教授，

13810690959，
lifei2010@bjfu.edu.cn 

周景勇，北京林业大

学讲师，13426211498 

3 

湘府新都

大酒店 

长沙市雨

花区圭塘

路 264 号 

0731－
88968599 

 

通程逸诚

大酒店 

长沙市雨

花区香樟

路 819 号 

0731-8984

0000 

注：均在

湘府新都

大酒店报

到 

S4 

木材科学

与技术分

会场 

木竹资源绿

色利用与乡

村振兴 

中国林科院木材

工业研究所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王清文，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木塑复合材料在家居工程领域

的发展机遇； 

2. 李建章，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蛋白基胶黏剂研究与应用进展； 

3. 时君友，北华大学教授/副校长：合成树脂增强速生材高值化利用； 

4.李新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无醛防火秸秆复合材料研制及产业

化。 

左迎峰 

15084789175 

zuoyf1986@163.com 

熊福全 

13627413515 

S6 

森林经理

分会场 

发挥龙头作

用，助力森

林质量精准

提升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调查规划设计

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中国林科院资源

信息研究所 

1. 崔武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管理司森林经营管理处处长：    

对我国森林经营方案制度的思考； 

2. 黄国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森林资源监测处处长/教授

级高工：基于“互联网+”的森林经营管理的新模式； 

3. 张怀清，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所研究员：智能可视化技术在

智慧林业中的应用； 

4. 赵秀海，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教授：吉林蛟河天然林经营试验； 

5. 李凤日，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教授：红松、落叶松人工林多目标

经营优化； 

6．曾思齐，中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湖南栎类次生林结构化经

营。 

张大为 

13001078801 

sljlfh@163.com 

佘济云 

13975107698 

吕  勇 

13875880802 

孙  华 

13875882184 

朱光玉 

1597413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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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S7 

森林生态

分会场 

森林生态系

统功能过程

及调控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王克林，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卡斯特地区植被

恢复与生态系统服务形成机理； 

2. 李意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大样地生物多

样性及维持机制研究； 

3. 朱求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全球变化条件下陆地生态系统碳循

环的模型发展； 

4. 方江平，西藏农牧学院教授：西藏森林水文学过程； 

5. 雷丕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博士：森林生物多样性与地下过程。 

雷丕锋 

18874784810 

pifeng.lei@outlook.com 

欧阳帅 

15700700663 

4 

湘城大酒

店 

长沙市韶

山南路

133 号 

0731-8281

1111 

S15 

湿地与自

然保护地

分会场 

湿地与自然

保护地 

中国林科院湿地

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自

然保护区学院 

1. 徐基良，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自然保护区：困境与破

局； 

2. 何春光，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人工湿地修复城市污染水体的原理与实

践； 

3. 秦天宝，武汉大学教授：国家公园立法的思考； 

4. 陈心胜，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洞庭湖湿地植被

格局及对水沙情势变化的响应； 

5. 徐卫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我国国家公园空间布

局研究 

李  伟 

010-62824155 

13426298328 

wetlands207@163.com 

赵玉泽 

010-62336724 

15120093827 

S22 

省级林学

会分会场 

夯实学会发

展基础，助

力乡村振兴

战略 

湖南省林学会 

1. 吴  鸿，浙江省林业厅巡视员/教授：发挥林业优势 助推乡村振兴； 

2. 钟永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森林游憩空间构建

30 年回顾与思考。 

熊四清，湖南省林学

会，13973173832 

giantpanda11@163.com 

吴  慧 

13087316735 

S24 

森林水文

分会场 

生态水文与

流域管理 

中国林科院森林

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 

1. 王彦辉，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森林生态水

文——森林水文的未来之路； 

2. 余新晓，北京林业大学水保学院教授：森林生态系统蒸散解析； 

3. 王根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生态水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山地森林生态系统蒸散发及其

垂直梯度分异规律； 

4. 蔡体久，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中国东北多年冻土区气候、森林和冻土

变化对森林大流域河川径流的影响； 

5. 刘广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国际泥沙中心副主任：

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还林工程的水沙效应； 

6. 于静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研究室主任：利用稳定同位素确定植物水分来源的不确定性分析。 

于澎涛 

13521042070 

yupt@caf.ac.cn 

牛健植 

18811212197 

mailto:giantpanda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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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5 

延年福润

酒店 

长沙市香

樟路 393

号 

0731-8567

0666 

S17 

野生动物

分会场 

生态文明建

设背景下野

生动物保护

研究的机遇

和挑战 

东北林业大学野

生动物资源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1. 方盛国，浙江大学教授：基地建设推动学科发展； 

2. 姜广顺，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虎豹保护

研究进展； 

3. 鲁长虎，南京林业大学教授：丹顶鹤大陆种群保护：现状与展望； 

4. 杨道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极危特有种-莽山原矛头蝮保护生态

学研究； 

5. 郭玉民，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基于卫星追踪技术的鸟类迁徒研究 

华彦，东北林业大

学，13945669813 

wildlife530@163.com 

张志强，中南林业大

学，18973134634 

S18 

林业经济

分会场 

林业高质量

发展与生态

文明 

北京林业大学经

管学院 

中国林科院林业

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商学院 

1. 王登举，中国林科院科信所所长/研究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的若干思考； 

2. 张智光，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及人类进程视域下的

新时代发展观——生态文明观； 

3. 程宝栋，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木材安全：历

史演进、当前形势及实现路径； 

4. 尹润生，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多功能林业与乡村振兴； 

5. 彭秀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农经系主任/教授：生态功能与森林

康养。 

张燕媛 

15996479833 

yyzhang@njfu.edu.cn 

李凌超 

18810380029 

王金龙 

13787796424 

S19 

林下经济

分会场 

一亩山万元

钱 

浙江省林学会 

浙江农林大学 

1. 吴  鸿，浙江林业厅巡视员：一亩山万元钱； 

2. 于  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认证处处长：森林认证助推

林下经济发展； 

3. 斯金平，浙江农林大学教授：黄精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朱玉球 

18267136556 

yqzhu@zafu.edu.cn 

S20 

草原分会

场 

草业与草原

绿色发展 

中国林科院林业

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 

1. 王  涛，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草业重大理论与技术方向讨论； 

2. 贺金生，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青藏

高原高寒草地土壤的生物多样性； 

3. 武菊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主任/研究员：观赏草品种选育及在园林中

的应用； 

4. 韩烈保，北京林业大学主任/教授：中国运动场草坪发展历程与现状； 

5. 刘建秀，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主要暖季型草坪

草种质发掘与创新利用。 

钱永强 

13683340835 

qianyq@caf.ac.cn 

mailto:yyzhang@n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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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宾馆名称 入住会场 分会场主题 承办单位 分会场特邀报告 分会场联系人 

6 

湘府国际

酒店 

长沙市天

心区竹塘

西路 179

号 

0731－
85868888 

S13 

林业机械

分会场 

森林与草原

资源深度开

发利用技术

装备 

林业机械分会 

北京林业大学工

学院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哈尔滨林业机

械研究所 

1. 傅万四，北京林机所所长/研究员：发展竹工机械 振兴竹乡产业； 

2. 周宏平，南京林业大学处长/教授：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械研究； 

3. 李树森，东北林业大学副院长/教授：林业起苗机械技术及发展； 

4. 赵  东，北京林业大学副院长/教授：林机装备的先进结构技术； 

5. 汤晶宇，哈尔滨林机所研究员：油茶机械现状与发展趋势； 

6. 高  锐，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高工：南方山地林果轨道搬运机研究

现状； 

7. 羿宏雷，哈尔滨林机所高级工程师：竹材干燥节能技术研究； 

8、邵宏波，阿龙山林业局局长：容器化苗木培育机械装备应用的必要性。 

张明远 15546669656 

哈尔滨林机所 

周鹰，1511147702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孟凡烨 13936550975 

哈尔滨林机所 

hljs_kyc@163.com 

7 

橙子酒店 

长沙市韶

山南路

498 号 

0731－
85098748 

S21 

青年科学

家论坛 

苗木质量精

准提升与林

分更新理论

技术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林科院林业

研究所 

东北林业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1. 段爱国，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思； 

2. 李国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栓皮栎苗木培育关键技术； 

3. 杨立学，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紫椴天然林与落叶松人工林经营的思考

与初步结果； 

4. 应叶青，浙江农林大学教授：氮对低磷胁迫下毛竹实生苗生长及养分

利用的影响应。 

王佳茜 15120049127 

lyqnkxjlt@163.com 

及  利 13086812452 

史文辉 18612318252 

S23 

研究生论

坛 

研究生学术

素养与创新

思维的培养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研究生院 

中国林科院研究

生部 

1. 曾庆银，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研究生创新思维

与试验设计； 

2. 刘云国，湖南大学教授：研究生学术创新与国际论文写作。 

黄杨 

15388070861 

huangyang@csuft.edu.cn 

曾凡勇 

13683010551 

 

mailto:lyqnkxjl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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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 

姓名 
性

别 
年龄 

民

族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 电子信箱 

参加分会

场编号 
车次/航班信息（抵达日期） 

          

          

          

          

          

          

          

注：1. 本表作为向代表发送会议报到通知、安排活动及宾馆住宿的具体依据。 

2. 请与会代表于2018年11月3日前将此表连同论文或摘要发送至各分会场联系人，在截止时间内报名的代表将优先安排住

宿、报告论文和提供资料。 

3. 此表可登陆中国林学会网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