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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生物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

讨论会在西北大学召开

在中国古生物学会和陕西省科协指导和支持下
，

陕西省古生物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于 ����

年 ��月 ��日在西北大学地质系召开
。

陕西省古生物学会筹备组组长薛祥煦教授主持了大会
。

来自西北大学
、

西安地质学院
、

西安矿业学院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煤炭科学研究院西安分院
、

陕西省地矿局
、

区调队
、

地

矿部石油第三普查大队等 ��多个单位和系统的近 ��名会员代表全省一百多名古生物工作者参加了大会
。

陕

西省科协负责人
、

中国古生物学会代表
、

陕西省地质学会代表尚瑞钧高级工程师
，

煤炭科学研究院西安分院负

责人王煦曾教授
、

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舜康等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
、

表示热烈祝贺
。

在学术讨论会上
，

代表们就当前古生物学发展方向及科研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

沈光隆教授

介绍了当前国际古植物研究的前沿学科领域
，

指出研究热点正不断向解剖古植物学和探索古植物地理分区等

方面发展
。

舒德干教授谈了他近年来访间美
、

欧及在 日本参加 ��届国际地质大会的观感
，

指出国际古生物研

究热点正不断朝学科的
“
理论化

” 、 “
综合交叉化

”
和

“
生物学化

”
方向发展

�
他还介绍了世界著名的澄江化

石库的研究近况
。

薛祥煦教授报告了他们多年来在秦岭东段红色盆地地层研究上的综合成果
。

他们将岩石地层

学
、

生物地层学与磁性地层学研究密切结合
，

不仅第一次使该区晚白蛋世
、

古新世得到正确划分
，

而且还具有

了准确的绝对年龄值
，

同时对秦岭山脉古构造地理及古气候变迁有了更深的认识
。

此外
，

丁莲芳副教授的
“
扬

子地台北缘晚震旦世 一 早寒武世生物群研究
” ，

剪万筹教授报告的距今 �� 亿年前可能存在的后生动物群都引

起与会代表们的浓厚兴趣
。

会上
，

代表们还就在当前整个地质
、

古生物学科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

一方面如何发

挥陕西省古生物科研材料得天独厚的优势
、

跟踪国际先进水平
，

另一方面积极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
，

提出了不少好建议
。

最后
，

在单位推荐基础上
，

经过充分民主协商
，

选出了陕西省古生物学会由 ��人组成的理事会和由 �人

组成的常务理事会
。

薛祥煦教授任理事长
，

陈如意高级工程师
、

汪明洲副教授和周志强副研究员任副理事长
，

舒德干教授任秘书长
。

此外
，

还聘请张云翔和罗桂昌同志为副秘书长
。

陕西省古生物学会挂靠在西北大学
。

陕西省古生物学会秘书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