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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古植物学会会议 ���
��� ������������� ��

�

������������������������于 ����年 �月 �日至 �月 ��

日在英国里丁大学举行
�

来自世界 �� 个国家的 ��� 多

名古植物学者出席了会议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的李星学参加了会议
。

在伦敦参加第五届国

际抱粉学会的以徐仁为首的 “
中国抱粉学代表团

” 的 �

名成员
，
也出席了会议

。

这次会议是由国际古植物学协会 �简称 ����发

起
，
并得到伦敦林奈学会

、
里丁大学植物系和国际古被

子植物协会 �简称 �����的赞助而联合召开的
。
英国

的哈瑞士教授 ����
�

�������与查路德教授��
·

�� ���
�

������分别担任会议的名誉主席与主席
，
大英自然博

物馆的希尔博士��� �� �����任秘书长
。

会议于 �月 �日
，
从在约克郡的斯卡比内塞海岸

的地质旅行开始
，
接着在 � 日与 � 日又分别在开通海

湾与里德等地作了两次类似的旅行
，
参加者各自采集

了一些侏罗纪与中石炭世的植物标本
。
在此期间

，
哈

瑞士教授还作了
“
约克郡侏罗纪植物群

” 的学术报告
。

�月 �� 日至 � 日为论文报告会
。
第一天上午举

行了大会的简单开幕式
，
接着大会宣读 了 �篇论文

。

�� 日下午起分两个小组进行论文报告
。
会议刊印的论

文摘要计 夕。 余篇
，
但只有到会者的约 �� 篇安排了报

告
。

我国的代表和参加者
，
除李星学与姚兆奇的

“
亚洲

华夏植物群研究新进展概要” 与徐仁的
“
华南晚三叠世

植物群
”
分别在大会与小组会上宣读外

，
其余 �篇论文

的预印本和 �篇论文摘要
，
都受到各国同行的注意与

欢迎
。

�月 �� 日
，
会议安排了两个旅行� 第一组参观大

英博物馆和考察伦敦粘土层植物群的标准地点
，
第二

组去布里斯脱尔附近采集中石炭世植物标本
，
都各有

收获
。

在 �月 � 日晚至 �� 日的四个晚上
，
会议还分别组

织了几种小型讨论会� ���
“ 国际古被子植物协会” 的

事务性会议
，
选举了原任秘书兼司库的墨西哥大学地

质研究所的韦伯博士 ��
�

���二�接替美国的德勒契博

士 ��������
�

�� 为新主席
，
和美国耶鲁大学生物系的梯

弗内博士��
�

�
�

��������为新秘书
。

����� 日晚和 �� 日

晚
，
分别组织了 �个专题学术讨论会� ���掌鳞杉科

���
����������������植物的研究�����早期陆生维管植

物间题��川�被子植物的演化����� 命名问题
。

从会议提供的论文和举行的专题讨论会
，
可以看

出� 除各地质时代植物群的组成内容和分类描述
，
是

各国仍需经常进行与努力的工作外
，
当前国际古植物

学界研究课题的主要趋势是
�

��� 泥盆纪植物和早期陆生维 管植 物起 源 的研

究
。

例如
，
此次会议

，
对英国苏格兰的瑞尼旅 ��������

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巴拉蔓植物群 ������留” 小
动�� ������

，
都有新发现与相关新观点的报道

。

���以掌鳞杉科植物为主的中生代裸子植物的研

究
。
这次会议宣读了 �篇有关的论著

。
还初步决定

，

����年夏将在波兰召开这一课题的专门学术讨论会
。

���早期被子植物的演化及被子植物的起源
。
例

如
，
近年来

，
美国德勒契博士等提出最早的被 子植

物
，
可能起源于热带

、

亚热带滨海地区
，
具有如红树林

��������
。
�式生态特征的观点

，
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过去各种论点的新学说
。

�劝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从事植物学研究
，
是

次这会议另一值得注意之处
。
扫描显微镜已普遍应用

于植物化石的细微构造研究
。
在一篇

“ 用 � 光线研究

一些泥盆纪植物
” 的报告

，
所附的照片

，
不但显示出掩

盖于岩层基质中植物化石的清晰轮廓
，
而且其另一面

的立体形象也可看到
。
这对印痕植物化石的研究

，
真

正起到了
“ 潜望镜” 的作用

。

此外
，
在植物化石本身的分类描述中

，
结合化石埋

藏学
、

统计学与古生态环境的研究
，
加上新仪器

、

新技

术手段的应用
，
大大增加了古植物学研究领域的深度

与广度
。
这都是我国目前工作差距较大的研究领域

。

这是我国古植物工作者第一次正式参加 ���组织

的学术活动
，
很受各国学者的欢迎与重视

。
会议期间

，

除进一步了解到国际古植物学界的一些新动向外
，
还

宣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植物学方面的主要成就
，
增

进了我国学者与各国同行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

总的说来
，
我们的收获是大的

。
今后

，
我们应当更

加努力工作
，
协尸

�

习古植必 佗
一 �

作者一起前进
，
为我

国的四个现代化弘
�

国古浮
’

赶超国际先进 水 平
，

作出更大的贡献
。 口

、

�行之�

说图 版 说 明

所有照片均未加润饰
，
化石均产于江西武宁宋溪公社官头源

，

上奥陶统新开岭组
。
标本均保存在南京大学地质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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