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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简介

2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北京, 2009年 7月 11~ 16日

关于大会 自 2000年以来, 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的与会者从 1 000 人稳步增加到超过 1 600 人。会议作为全球保

护生物学研究专业人士的聚集地,展示及讨论保护科学研究和实践方面的前沿研究与进展。最为重要的是,大会

将全球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保护研究信息的重要平台, 吸引着各界对保护研究和管理工作感

兴趣的人士。

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于 1988 年在美国召开,以后相继在非洲、澳洲、欧洲、南美洲举行过。本届大会是

该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它对于展示中国的保护研究成果,提高我国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影响力和学术地位, 具

有重要意义。会议内容包括多个大会报告、并行报告、研讨会、短期课程和野外考察。学术报告内容涵盖生物多样

性保护、保护管理、保护政策的制定及保护教育等,具体涉及入侵种种群生物学、全球两栖动物的减少、保护研究与

政治的结合、社区管理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对策和实践、自然保护区的设计和有效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保

护问题、经济手段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等。

与会者 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的与会者都是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与管理实践的人员,包括全球保护生

物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各级管理人士和决策制定者、作家及其他保护专家等, 他

们供职于学术单位、政府机构、保护区管理单位、非政府保护组织、私人基金机构以及出版社等。

组织机构 组织委员会 主 席:李家洋 院 士 (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

秘书长:孙悦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科学委员会 主 席:陈宜瑜 院 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任)

秘书长:魏辅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副所长)

大会主题 保护: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会址 中国北京,奥林匹克园区, 国家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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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间

专题研讨会建议征集 会议报告、墙报摘要征集 大会注册时间

开始: 2008年 8月 20日 开始: 2008年 10月 15日 开始: 2009年 2月 6日

截止: 2008年 10月 15日 截止: 2009年 1月 21日 网上注册截止时间: 2009年 6月 25日

关于国际保护生物学会 保护生物学会是一个国际性专业学术组织, 旨在提高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和实

践。学会成员为来自不同领域致力于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专家学者、资源管理者、教育者、政府或私人保护工

作者以及学生。作为国际性组织,其 12 000多会员来自于全世界 140 多个国家。学会通过各大洲和各地的分会以

及学会理事会,组织开展包括大陆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活动, 并向各国决策者提供保护对策和建议。学会

的专业刊物 Conservation Biology 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旗舰刊物。国际保护生物学会的中国分会目前设在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由郑光美院士担任主席。

世界保护范例展览及 2009年中国保护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取得全球瞩目的成就。而作为发展

中国家, 中国大众的保护意识还相对薄弱, 中国的保护问题亦相当突出, 亟需呼吁政府和大众重视中国的保护事

业。

借 2009年第 23 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的契机,为了向大众宣传中国和世界的保护成绩, 让保

护理念和意识更加深入人心,让普通民众有机会了解什么是保护, 世界上的保护专家是怎样从事保护研究和管理

的,大会组委会将通过 SCB,向全球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和管理的 12 000 多位会员征集世界各地的保护研究范例,

并通过具有专业经验的志愿者将其整理为简单易懂的中文文字、配以图片、多媒体等,汇集起来举办世界保护范例

展览。在 2009年大会前后, 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巡回展出。同时, 我们呼吁将 2009年作为中国的保护年, 并与其他

保护部门、保护组织和媒体工作者协作, 通过在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节日举办各种保护宣传活动, 全面促进中国

的保护宣传事业。

我们希望各级政府和相关保护部门、基金会以及关心中国保护事业的企业人士支持和赞助本届大会及相关的

保护展览,共同为促进中国的保护事业尽心尽力。

诚请有意参与、协作和支持的单位与大会组委会联系各项具体事宜。
组委会联系人:孙悦华 王丽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00101)

第 23 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组委会

E mail: scb2009@ ioz. ac. cn

电话: 010 64807093;传真 : 010 64807098;网址: http: www. conbio . org 2009

有意作为大会和保护范例展览志愿者的人士, 也请将简历寄至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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