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邀请函 

尊敬的专家学者： 

您好！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定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在福

州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国可持

续发展研究会水问题专业委员会、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地理学会水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主办，由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水利学会、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省部

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福建省陆地灾害监测评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福建省减灾委员会专家组、

福建省自然资源学会及福建省地理学会等共同承办。会议将以“变化

环境下的水科学与防灾减灾”为主题，从多学科交叉、多学科视野深

入研讨。会议具体事项详见会议通知（第三号）。特邀请您拨冗出席

本次论坛，敬请光临！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组委会 

2014 年 10 月 15 日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 

（2014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福州） 

第三号通知 

主办机构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水问题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理学会水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水利学会 

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福建省陆地灾害监测评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福建省减灾委员会专家组 

福建省自然资源学会 

福建省地理学会 

协办单位 

武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河海大学 

郑州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西北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http://geo.fjnu.edu.cn/sme/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深圳） 

  

 一、  背景 

为了更好地研讨和解决中国面临的水问题，在国内众多专家的支持和努力下，中国水论

坛（原称为“中国水问题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学术研讨会，分别由武汉大学、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河海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单位承办。中

国水论坛最早于 2003 年由武汉大学等单位发起，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

机构主办，从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开始，使用统一的论文集封面和排版格式，使用统一的会标、

会旗和办会模式，逐步形成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水问题研讨方面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得到广

大学者的积极参与。详细情况可登陆网站：http://www.waterscience.cn/WRC/waterforum/。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将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3 号离会）在福州召开，由福

建师范大学、福建省水利学会、福建省自然资源学会和福建省地理学会等单位共同承办，将

以“变化环境下的水科学与防灾减灾”为主题，从多学科交叉、多学科视野深入研讨。正如

前十一届所做的一样，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将尽力搭建好 2014 年度水科学学术交流平台，

以期为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水支撑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 

  

二、  主题与内容 

主题：变化环境下的水科学与防灾减灾 

大会将围绕“变化环境下的水科学与防灾减灾”主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探讨。 

 

主要议题： 

1、 变化环境下流（区）域水循环 

1）水循环机理 

2）水文过程对环境变化响应 

3）森林、湿地等生态水文过程 

4）东南沿海诸河流域水循环变化 

5）水循环区域差异比较 

2、变化环境下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1） 水资源系统演变规律 

http://www.waterscience.cn/WRC/waterforum/


2） 水资源优化配置 

3） 流域水土资源配置与调控 

4） 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水资源管理 

5） 水能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3、水与空间信息科学 

1) 数字流域 

2) 遥感应用 

3) 水文水资源信息系统 

4）水资源决策系统 

5）水文数据同化技术与方法 

4、水与灾害 

1) 干旱、洪涝灾害 

2) 水土流失及次生灾害 

3) 台风灾害链 

4）水环境与水污染 

5）城市水文及防洪减灾 

三、  论文提交与出版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论文集拟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正式出版；也可以根据作者意

愿选送发表在《水资源研究》上。若论文被《水资源研究》期刊录用，要求作者在文末标注

“感谢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推荐”字样，论文版面费将按所推荐刊物的具体要求收取。欢迎

广大同行踊跃投稿。 

第一作者限报送一篇论文。论文请勿涉及保密问题。入选论文正式出版时，主编者有权

对论文进行文字加工及必要的删改。 

论文文稿请用 Word 系统录入排版，用 E-Mail 发至会议秘书组。 

  

四、  优秀青年论文评选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会议期间将组成评委会，评出 10 篇优秀论文，由中国自然资源学

会颁发“中国水论坛 2014 年度十佳优秀青年论文奖”证书，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颁发奖

金。 

    （1）评选对象：35 岁以下（即 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青年科技工作者、博士后、

博士、硕士研究生； 

（2）评选要求：参加青年优秀论文奖评选的代表，必须是发表在论坛论文集上论文的

第一作者；必须提交论文全文；同时必须是在论坛上宣读的作者，并且在闭幕式上能到会领

奖；在会前规定时间内上交申请表 1 份（网站下载，见下网址）。 

    （3）详细内容请浏览：http://www.waterscience.cn/WRC/wrc/qn.htm 

  

http://www.waterscience.cn/WRC/wrc/qn.htm


五、  会议费用 

会议注册费现场现金缴纳，注册费包括会议资料费和会间餐费（住宿及往返旅费等其他

费用自理），收费标准如下。 

费用类别    收费标准  论文版面费            住宿费 

普通代表     1000      120 元/页             套房 680/天  标间 280-380/天 

脱产研究生   600                            标间 280/天 

随行人员     500 

 

六、  重要日程 

2014 年 10 月 20 日 提交会议论文全文的截止时间 

2014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会议时间，11 月 3 日离会 

 

七、  会议安排 

时  间 主要议程 参与人员 

2014 年 10 月 31 日 全天报到 参会人员 

2014 年 11 月 1 日上午 开幕式 

大会特邀报告 

全体参会人员 

2014 年 11 月 1 日下午 大会主题报告 全体参会人员 

2014 年 11 月 1 日晚上 中国水论坛协调会 本届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学

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

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4 年 11 月 2 日上午 分会报告 参会人员 

2014 年 11 月 2 日下午 分会报告，闭幕式 参会人员 

2014 年 11 月 3 日 离会  

 

八、 报到与住宿安排 

报到及住宿地点：福州市梅峰宾馆 （参会代表可自行安排食宿，也可以通过会务组进

行安排） 

会议地点：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州市梅峰宾馆 

大会不安排接站，具体报到路线见须知。 

 

九、 联系人 

陈莹：13599062118，cyfjnu@163.com 

高路：18606912450/18859102304，waterforum12@163.com 



报到路线须知 

报到地点：福州市梅峰宾馆（福州市鼓楼区西环北路 62 号） 

长乐国际机场 1、 机场直接打车到梅峰宾馆（票价约 200 元），三条路线； 

2、 机场大巴：先乘坐机场大巴到终点站阿波罗大酒店（票价 25 元/

人），然后到酒店对面乘坐 101 公交车，终点站就是梅峰宾馆；

或从阿波罗酒店打车往西二环梅峰宾馆（票价 25-35 元） 

福州火车北站 1、 公交车：出站后向西南方向走 150 米，到达公交停车场，乘坐

10 路或者 308 路公交车（票价 1 元），到天峰宾馆站下车，往

前直走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即可看见梅峰宾馆； 

2、 打车：往西二环到梅峰宾馆（票价 10-20 元左右） 

福州火车南站 1、 公交车：出站后乘坐 124 路公交车到南禅山站下车转乘 87 公交

车至梅峰宾馆终点站；或者乘坐 503 路(或 83 路), 在 师大站下

车，转乘 87 路至梅峰宾馆终点站； 

2、 打车：往西二环到梅峰宾馆（票价 60 元左右） 

 

长乐国际机场——梅峰宾馆 

 

长乐国际机场 

梅峰宾馆 

路线 1 



 

 

 
 

线路具体指向： 

路线 1 路线 2 路线 3 

1. 航站楼到机场高速公路 

2. 机场高速公路 

3. 沈海高速公路 

4. 机场高速公路 

5. 北环中路 

6. 北环西路 

7. 西环北路 

8. 梅峰支路梅峰宾馆 

1. 航站楼到机场高速公路 

2. 机场高速公路 

3. 沈海高速公路 

4. 机场高速公路 

5. 二环快速路 

6. 西环北路 

7. 梅峰支路梅峰宾馆 

 

1. 航站楼到机场高速公路 

2. 机场高速公路 

3. 沈海高速公路 

4. 福州连接线 

5. 二环快速路 

6. 西环北路 

7. 梅峰支路梅峰宾馆 

 

梅峰宾馆 

长乐国际机场 

路线 2 

梅峰宾馆 

长乐国际机场 

路线 3 



机场大巴转出租车  

 

 

 

 

 

 

 

 

阿波罗大酒店，

门口打车 

梅峰宾馆 

阿波罗大酒店 

长乐机场（出站

即见大巴站） 

机场大巴线路： 

长乐国际机场→阿波罗

大酒店 



福州火车站（北站）——梅峰宾馆 

 

 
 

 

 

 

 

 

 

 

 

 

 

 

 

梅峰宾馆 

火车站（北站），出站

后往南走，有出租车点 

梅峰宾馆 

出站后向西南方向走 150 米，到达公交停

车场，乘坐 10 路或者 308 路公交车（票价

1 元），到天峰宾馆站下车，往前直走第一

个红绿灯右转，即可看见梅峰宾馆 



福州火车南站——梅峰宾馆 

 

 

梅峰宾馆 

火车南站，出站后往

右手边走，按指示牌

找出租车点 

梅峰宾馆 

火车南站，乘坐 503 路

(或 83 路), 在 师大站 

下车 

师大站，乘坐 87 路, 

在梅峰宾馆站下车 



 
 

 

梅峰宾馆 

火车南站，乘坐 124 路

在 南禅山站 下车 

南禅山站，乘坐 87路, 

在梅峰宾馆站下车 



附件 1  第十二届中国水论坛学术指导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 

  

学术指导委员会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钱正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林学钰 （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集旸 （中国科学院院士） 

程国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禹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鸿烈 （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  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檀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九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一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佩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雷志栋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登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曲久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四一 （水利部教高/副部长） 

王秉忱 （国务院原参事） 

张勇传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孟  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峁  智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  席： （排名不分先后）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光谦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建云    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康绍忠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  超    河海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生练    武汉大学教授            湖北省副省长 

夏  军    武汉大学教授，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升乐 （山东大学） 

曾光明 （湖南大学） 

陈  进 （长江科学院） 



陈  喜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敏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陈建耀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陈森林 （武汉大学） 

陈晓宏 （中山大学） 

陈兴伟 （福建师范大学） 

陈亚宁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 

陈永勤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 

陈元芳 （河海大学） 

程春田 （大连理工大学） 

程根伟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程年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程晓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灾所） 

崔广柏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邓  坚 （水利部水文局） 

邓家泉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邓  伟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丁永建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工程研究所） 

段青云 （北京师范大学） 

冯  平 （天津大学） 

冯启言 （中国矿业大学） 

傅  春 （南昌大学） 

傅旭东  (清华大学) 

高彦春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韩宇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郝芳华 （北京师范大学） 

郝振纯 （河海大学） 

贺缠生 （兰州大学） 

黄河清 （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黄  强 （西安理工大学） 

黄冠华 （中国农业大学） 

黄国和 （华北电力大学） 

纪昌明 （华北电力大学） 

贾绍凤 （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贾仰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金菊良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姜文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靳孟贵 （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 

康跃虎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怀恩 （西安理工大学） 

李丽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万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李永平 （华北电力大学） 

李原园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李致家 （河海大学） 

梁  川 （四川大学） 

刘  恒 （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刘国纬 （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刘廷玺 （内蒙古农业大学） 

马光文 （四川大学） 

梅亚东 （武汉大学） 

莫兴国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庞进武 （水利部） 

庞忠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裴源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千怀遂 （广州大学） 

任立良 （河海大学） 

邱国玉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深圳）） 

任  理 （中国农业大学） 

阮本清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沈  冰 （西安理工大学） 

沈福兴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沈彦俊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中心） 

宋献方 （中科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宋星原 （武汉大学） 

宋长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汤鑫华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田富强 （清华大学） 

万育生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 

王根绪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王乃昂 （兰州大学） 

王忠静 （清华大学） 

吴吉春 （南京大学） 

吴永祥 （南京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 

吴泽宁 （郑州大学） 

伍新木 （武汉大学） 

谢  平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谢新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 

谢正辉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 

熊立华 （武汉大学） 

徐宗学 （北京师范大学） 

许崇育 （挪威奥斯陆大学地学系） 

许唯临 （四川大学） 

许新宜 （北京师范大学） 

许有鹏 （南京大学） 

严登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杨大文 （清华大学） 

杨金忠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晓柳 （北京大学） 

杨志峰 （北京师范大学） 

姚治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于静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余钟波 （河海大学） 

张  翔 （武汉大学） 

章光新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赵建世 （清华大学） 

周惠成 （大连理工大学） 

周建中 （华中科技大学） 

左  强 （中国农业大学）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汪文顶 （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夏  军 （中国水论坛常设组委会主席、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

会主任） 

连伟良 （福建水利厅副总工、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 

杨玉盛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陈兴伟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左其亭 （中国水论坛常设组委会秘书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建廷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曹永强 （辽宁师范大学） 

陈  骥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 

陈  曦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陈晓宏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陈永勤 （香港中文大学） 

陈泽曦 （福建省水利学会） 

陈远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丛振涛 （清华大学） 

戴长雷 （黑龙江大学） 

窦  明 （郑州大学） 

冯  起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付  强 （东北农业大学） 

何新林  (新疆石河子大学)  

洪鹏飞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胡德胜 （西安交通大学） 



黄国如 （华南理工大学） 

黄河清 （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金菊良 （合肥工业大学） 

李国敏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 

李海明 （天津科技大学） 

李鸿雁 （吉林大学） 

刘国东 （四川大学） 

吕海深 （河海大学） 

倪广恒 （清华大学） 

钱  鞠 （兰州大学） 

乔云峰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邱国玉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深圳）） 

宋  晓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宋进喜 （西北大学） 

宋松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  栋 （南京大学） 

王富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建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王文圣 （四川大学） 

王中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宗志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吴锦奎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过程研究所） 

熊立华 （武汉大学） 

徐宗学 （北京师范大学） 

许继军 （长江科学院） 

许士国 （大连理工大学） 

许月萍 （浙江大学） 

杨永辉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 

张  强 （中山大学） 

张洪波 （长安大学） 

张捷斌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 

张利平 （武汉大学） 

张士锋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祥伟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张修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张学成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水资源研究院） 

周  丰 （北京大学） 

周买春 （华南农业大学） 

周念清 （同济大学） 

  

秘书长：陈兴伟（兼） 

副秘书长：林广发，陈莹，高路，陈芬，刘梅冰，林芳，陈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