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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十二次学术年会在苏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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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生物学会从 ����年成立至今
，已整整五十周年了

，
为了检阅五十年来

，
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

古生物学的成就�为了在新的长征路上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力量
，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
中国古生物学会在

苏州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
同时举行第十二次学术年会

。
来自科研

、

生产
、

教学等各条战

线的 ��� 名代表及来宾
， ���名列席代表及工作人员

，
参加这次在古生物学科领域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盛

会
。
代表中有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古生物学家尹赞勋

、

裴文中
、

乐森碍等
，
中青年古生物科学工作者占绝

大多数
。
老中青欢聚一堂

，
展现了一派继往开来

、

生机蓬勃的繁荣景象
。

会议 �月 �� 日开幕
，
�� 日闭幕

，
共举行七天

，
分三个阶段进行 � �

�

总结中国古生物学研究三十年
，

进行学术交流��
�

修改会章
，
选举新理事会��

�

制定工作规划
，
建立工作机构

。

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冰石同志
、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赵北克同志
、

全国科协学会部负责人邓伯木

同志向大会致了贺词
。
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泰克特教授

、

秘书长瓦立塞教授
、

亚洲分会主席高井冬二教

授及以威斯托尔教授为团长的英国古脊推动物学家考察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大会
。

中国古生物学会老会员
、

旅美古生物学家戈定邦教授
，
在回国探亲期间

，
应邀参加了大会

，
并将珍藏

多年的我国三台龙化石献给中国科学院
，
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赞扬

。

卢衍豪
、

周明镇
、

李星学和郝治纯等教授
，
分别向大会作了

“
中国古无脊推动物学研究三十年

” 、 “
中

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三十年” 、 “
中国古植物学研究三十年

” 、 “ 中国微体古生物学研究三十年” 的总结发

言
，
从各个领域以大量事实

，
证明了建国三十年来古生物学研究获得的巨大成就

。
解放前

，
我国仅有二

、

三十人从事几个门类化石的研究�今天
，
中国古生物学研究队伍已拥有二千多人的大军

，
所研究的化石

「〕类多达三十余个 。
三十年来

，
我国古生物学研究领域人材辈出

，
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

，
其中有少数门

类化石的研究工作已赶上或正在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
获得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

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篇�另有 ��� 篇涉及微体古生物及抱粉学方面的论文
，
已分别在三月份的

两个专业会议上宣读
。

�其中全文 ��� 篇
。
这些论文和报告中

，
有我国著名老科学家的精心佳作

，
也有国

外同行的最近总结
，
而大量的是我国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刻苦研究的成果

。

专题论文的内容涉及古无脊推

动物和古植物学
，
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等三个方面和生物进化和分类

、
古生物区系

、

古生态
、

古地理
、

生物地层学及西藏古生物科学考察等六个专题
。
这些论文所包含内容之丰富

、

所涉及材料之重要
、
所讨

论问题之深入
，
均超过历届学术讨论会

，
在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史上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
近几年来

，
我国各

省区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化石新材料
，
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生物学宝库�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
许多门类

化石的研究工作者
，
纷纷提出新的生物组合序列或详细化石分带

，
并对世界性或区域性生物群对比

，
提

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对地史时期中古生物的个体发育
、

系统演化
、

分类
、

起源
，
生物群的兴起和衰亡

，

迁徙
，
生态环境和古地理的研究都在逐步加深

。
空白门类化石的研究

、

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利用也

有显著的成绩
，
显示我国古生物学界的理论研究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
也为我国区域地质调查

、

勘探
，
查

明石油
、

煤炭
、

金属等地下资源和工程建筑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
所有的论文将由学会编委会进行鉴定

，

根据论文的性质和范围推荐给有关刊物登载
，
并选编学术年会论文集

。

历时七天的会议
，
有五天半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
大会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
遵循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的方针
，
利用各种有效方式

，
使不同观点

，
不同学派能够相互取长补短

、

共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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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
，
同时展出了西藏高原从奥陶纪到中新世的化石标本 ��� 件

，
和五十年来中国古生物学的

出版品包括地层古生物专著 ���册和期刊 洲 种
。
这反映了西藏高原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研究成

就
，
记录了我国古生物研究工作的进展和成就

，
受到中外古生物工作者的好评和欢迎

。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斯托尔教授
、

国际地层委员会泥盆纪分会秘书长戴那莱教授
、

国际古生物协会

秘书长瓦立塞教授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
外宾们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

，
和我国古生物学

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
建立了联系

，
建立了友谊

。
这是古生物学会第一次进行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交

流
。

学会领导人和国际古生物协会领导人在热情友好的谈判中
，
达成了如下的协议 � 待他们征得其他

执行理事的同意后
，
中国古生物学会即可完成参加国际古生物协会为团体会员的程序

。

大会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及工作机构
，
讨论了学会今后的工作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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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生物学会在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二次学术年

会召开期间
，

经过民主选举
，

产生新的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名

单如下
�

名誉理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

乐森每 陈 旭 赵金科 俞建章

理 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尹赞勋 王 钮 王鸿祯 区元任

刘宪亭 安泰库 孙艾玲 吴汝康

杨式溥 杨敬之 杨遵仪 李星学

林宝玉 顾知微 俞昌民 俞剑华

徐 仁 郝治纯 郭鸿俊 曹瑞骥

穆恩之 霍世诚 �另给台湾省保留一名�

后补理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能人 刘嘉龙 吴望始 汪啸凤

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

尹赞勋 王 饪 王鸿祯 卢衍豪

杨遵仪 李星学 周明镇 顾知微

理 事 长 �

尹赞勋

副理事长
�

卢衍豪 周明镇 杨遵仪 穆恩之

秘 书 长 �

俞昌民

裴文中

卢衍豪

张 日东

周志炎

洪友崇

盛金章

付 馄

张文堂

周明镇

项礼文

盛萃夫

边兆祥

张弥曼

范嘉松

侯砧堂

曾鼎乾

许 杰

邢裕盛

陈不基

侯鸿飞

潘 江

胡长康

许 杰

俞昌民

吴汝康

郝治纯

张 日东

穆恩之

杨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