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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生物学会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

四届二次理事会会议在宁召开

中国古生物学会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
四届二次

理事会会议分别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
、

十二 日在南

京召开
。
到会理事 ” 人 。

会议由卢衍豪理事长主持
，

吴望始秘书长代表秘书处在理事会上汇报了学会一九

八五年的工作
、

学术活动和经费决算的情况以及一九

八六年的活动计划
。
理事会就学会今后的工作和学术

活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并建议� 各学科组不

要机械地二年单独召开一次学术年会
，
应根据专题内

容二
、

三年内联合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加强青年古

生物工作者和学生与学会的联系
，
可以发展古生物学

会的会友�为加强组织观念
，
正式会员应缴纳会费等

。

鉴于近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响应党的开发大西北而取

得的大量科研成果
，
理事会还决定我会将与沉积学会

等就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古生物
、
地层和沉积问题联

合举办专题讨论会
。

�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处〕

中国古生物学会召开第十四次学术年会

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士 ���� 年 �

月 ��一�夕 日在江苏南京召开
，
参加会议的地质

、

石油
、

冶金
、

煤炭
、

化工
、

教学
、

科研
、

博物馆和出版系统的代

表约 ��� 人
。

第十四次学术年会的主题是围绕古生态
、

古地理
、

古气候的研究进行学术交流
。
这是我国古生物研究工

作在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
是我国国民经济建

设对古生物学科提出的新要求
。
会前编辑出版了论文

选集和文摘
，
共选编论文 ” 篇

，
论文摘要 ��篇

。
会上

安排了 �� 个学术报告
，
学术交流的内容十分广泛

，
这

是多年来
“
三古” 研究所结出的硕果

，
较好地反映了科

研
、

生产
、

教学部门
“
三古” 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会

上一批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报告
，
内容新颖

、

基本功扎

实
，
反映出一代新人的风貌 �有的报告的理论水平也

较高
，
有新的观点和独特的见解 �有的报告还为寻找矿

’

产资源进行了预测
，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

会议于三

月十七 日下午顺利圆满闭幕
。

「学会秘书处〕

《古生物学报》编委会在宁召开

值此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四届学 术年会 召开之

际
，《
古生物学报

》
编委会于 �� 日晚在南京海军学院招

待所召开
，
出席会议的编委会委员和编辑部人员计 ��

人
，
主编李星学教授主持了会议

，
专职副主编王俊庚同

志受在宁的正副主编和编辑部其他人员的委托
，
汇报

了
“
学报” 编辑部一年来的工作和将几年来

“
学报” 发表

的论文
，
按照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从内容上

属于学科交叉
、

细微构造
、

古生物地理区系等与纯描述

的文章比例 �从作者的年龄等按中
、

青年和老年的著作

比例作了一些基本分析
。

并就
“ 学报” 的经费

、

挂靠单

位和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等问题作了说明
。

编委们对
“
学报” 编辑部的工作和为提高

“ 学报” 的

质量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
并就下列几个问题形成了

一致的意见
。

�
�

考虑到目前稿源的情况
，
为充分发挥

“
学掀

，
影

响大
、
发行面广和比较及时的特点

，
在基本上控制短篇

为主的情况下
，
可以每期刊登一到二篇具有较高学术

水平的文章
，
其文字限额可以放宽到 ��，。 ��字

，
大化

石图版 ，个左右�微体化石图版后商定为 �个以内��
�

�

适当提高外文摘要的篇幅 �后 商定今后 摘要

—��������改为概要— ����
����

，
凡新订属种都要

附有特征或简要描述�正文中的插图和表格都要附有

相应的英文标题 �图版说明中的 模式标本要 写 上

���。 ���。 ， �������。
等相应的英文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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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有选择性地刊登少量外国学者
，
特别是与

我国学者合写的论文
。

�

编委们对、 古生物学报》
论文编写体例

” 的印发表

示赞许
，
编辑部和作者之间有一个共同信守的工作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