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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文件

关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年学术年会征文与参会报名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环境企事业单位，学会各分支机构，各

有关单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将绿色发展提

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我国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大环境治理、

提高环境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环境科技创新

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驱动助力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的战略需要，一直以此为宗旨的我国环境科技产

学研用学术交流平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 年学术年

会”，拟定于 2016 年 10 月 13-14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召

开。该学术年会由我会主办，海口市会展局承办，其主要内

中环学发〔2016〕1 号 签发人：任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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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1）2016 年学术年会特邀主旨报告会、专题研讨会

和论坛；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3）优秀环保技术推介展示；4）颁发“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学术年会（2016）光大环保优秀论文奖”、“《中国环境科

学》优秀论文奖”等。

欢迎各单位积极组织有关人员撰写论文，报名参会。

联 系 人：郝宝连、金宝艳、张中华

联系电话：010-52851716、52851719

传 真：010-52851719

投稿及报名邮箱：xueshuhuiyi@126.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 54 号（100082）

附件：1.年会主题及会议相关信息；

2.专题研讨会、牵头单位及会场主席；

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

及参会报名表；

4.海南省简介。

理事会决议反馈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 年 3 月 8 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 年 3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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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年学术年会主题及会议相关信息

一、学术年会主题

环境科技创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二、年会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环境保护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承办单位：海口市会展局

协办单位：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三、年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时间：2016 年 10 月 13-14 日

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四、活动安排

1. 特邀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拟邀请环境保护部、会议举办地人民政府领导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2. 特邀主旨报告

拟邀请两院院士和知名专家学者，就环境科技创新、生态环

境建设、环境与健康等重大环境议题作大会主旨学术报告。

3. 专题分会场安排

拟邀请包括专题分会场主席和副主席在内的 70 位以上各有

关学科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主旨报告（专题会场初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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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2）。

4. 专题论坛

（1）全国石化行业节能环保新技术新产品交流论坛

实现石化行业的绿色发展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目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聚焦行业突出问

题，发布一批新技术成果、推出一批新产品装备，促进一批新项

目合作，推动我国石化行业节能环保技术、工艺、产品、装备和

服务的升级与进步。论坛由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石油和石化工程

研究会联合承办。

（2）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主要围绕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科技

创新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绿色转型中的应用与实践，创新生态

文明建设有效机制研究与探讨等内容进行研讨。论坛由海南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承办。

5.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根据理事会工作安排，年会期间将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会议将围绕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开展咨询研讨，为国

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建言献策，同时还将研究学会工作的有关事宜。

6.优秀环保技术和产品推介展示及项目合作推介洽谈会

年会期间将举办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推介展示活动，

推广优秀环保技术和成功经验。

7.墙报交流

年会期间专门设置了墙报交流区域，鼓励论文作者墙报交流

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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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征文的主要议题

议题 1：工业生态化发展。清洁生产技术、标准；工业园区

生态化、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工业园区环境管理供给侧改革；工

业园区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价、绿色供

应链管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议题 2：绿色经济与产业发展新模式。绿色管理、绿色经济

的政策与措施；绿色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探讨；达标排放

和绿色转型探讨；适用于改造能耗高、重污染传统产业的环保高

新技术与清洁生产技术。

议题 3：水体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理

论与方法；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船舶港口等水体污染物

排放控制技术与实践；水环境管理政策与措施；水环境基准、新

型污染物风险评价、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水环境损害评估前

瞻性技术理论。

议题 4：污水资源再生利用技术。污水资源再生利用新理论、

新方法与实践；污水资源再生利用前沿技术；污水深度处理技术；

难降解废水处理技术；水质安全评价方法与保障技术。

议题 5：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与创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

研究与研讨；区域大气复合污染联防联控措施与实践；大气颗粒

物污染控制技术创新与应用；大气污染控制新技术与新工艺。

议题 6：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与修复技术；污染场地和矿区的土壤、沉积物及地下水

的修复技术研发与应用；土壤重金属污染生物修复技术；土壤及

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监检测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

议题 7：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与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政策措施研究与探讨；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新技术与新工艺；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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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综合利用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

议题 8：环境监测与预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持续不

断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有效措施；深化生态环境监测体制改

革的经验做法；信息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与实践。

议题 9：环境信息化建设。环境信息化建设理论、政策制度、

战略规划与标准规范研究；环境信息采集与管理、分析与处理、

模型与算法研究及其应用；典型环境信息化解决方案和应用案例；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技术研发与应用。

议题 10：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实施方

案与规划编制及政策分析；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重金属污染监测技术；重金属高排放行业污染控制及清洁生产技

术；含重金属废物处置与综合利用技术。

议题 11：环境风险评价。环境风险评估方法与监测技术创新

与应用；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技术及成功案例；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与供水安全保障；生态风险评估与应用；环境多

介质污染健康风险评估。

议题 12：环境工程技术创新与应用。环境服务模式管理服务

与创新；环境工程节能与实践；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 PPP 模式探

索、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环境科技创新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与

实践；经济新常态下环境工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议题 13：环境与健康：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空气质量与健康;

饮用水质量与健康;土壤质量与健康;持久性有机物污染与健康;

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生物标志物应用;环境毒理学研究方法

和毒理检测新技术;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及其应急处理。

相关领域节能环保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与应用：风能、太阳能

等新能源的发展与创新；生物质能利用会与发展；节能减排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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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应用；核与辐射安全；噪声污染防止技术；绿色交通

等。

六、会议形式

会议将安排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专题交流、专题论坛、墙

报交流、成果展示等学术交流活动。

七、论文征集与出版

1. 论文摘要不超过 500 字，全文不超过 5000 字，每位作者

的应征论文不超过 1篇。年会论文集将正式出版发行。

2. 优秀论文评选。年会按照所有投稿论文 2.5%比例评选优

秀论文，并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及奖金，一等奖：3000 元；二等奖：

2000 元；三等奖：1000 元。

3. 论文提交的电子信箱为：xueshuhuiyi@126.com，征文截止

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0 日（注：不参会代表被录用的投稿论文收

取 600 元版面费）。

八、报名方式

有意参会的单位及个人请将“2016 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及参

会 报 名 表 ” 以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直 接 回 复 到 邮 箱

xueshuhuiyi@126.com，或填好表格后传真到 010-52851719，以

便会务组提前做会务安排。

九、会议相关信息

1. 本次年会的正式会议通知将于 2016 年 8 月发出。

2. 已报名的参会人员，后期会议安排及二轮通知会及时发到

邮箱。

3. 有关论文征集及年会筹备工作的具体事项请直接与学术

年会组委会联系。电话：010-52851716

mailto:有意参会的单位及个人请将“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及参会报名表”以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回复到邮箱xueshuhuiyi@126.com，或填好表格后传真到010-52851719，以便会务组提前做会务安排。
mailto:有意参会的单位及个人请将“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及参会报名表”以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回复到邮箱xueshuhuiyi@126.com，或填好表格后传真到010-52851719，以便会务组提前做会务安排。
mailto:有意参会的单位及个人请将“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及参会报名表”以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回复到邮箱xueshuhuiyi@126.com，或填好表格后传真到010-52851719，以便会务组提前做会务安排。
mailto:有意参会的单位及个人请将“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及参会报名表”以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回复到邮箱xueshuhuiyi@126.com，或填好表格后传真到010-52851719，以便会务组提前做会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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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专题研讨会、牵头单位及会场主席

专题研讨会 牵头单位 主席

工业生态化发展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产业分会
乔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

总工程师/研究员）

绿色经济与产业发

展新模式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

葛察忠（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水体污染控制与生

态修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分会

郑丙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

污水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

业委员会/清华大学

胡洪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
长/教授）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与创新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

柴发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防治与生态修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与地下水环

境专业委员会

李广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

授）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技术与创新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体废物分会

胡华龙（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

环境监测与预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测专业委

员会、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李国刚（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副

站长/总工程师）

环境信息化建设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

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协办单位）

程春明（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主任）

重金属污染防治技

术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重金属污染防治

专业委员会
曾庆轩（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环境风险评价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风险专业委

员会

许振成（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
学研究所 研究员）

环境工程技术创新

与应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工程分会

杨景玲(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

工)

《中国环境科学》

期刊作者、审者、

编者、读者面对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编辑部

注：2016 年学术年会除了特邀主旨报告会场外，已确定13 个专题会场，根据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产

学研需求申报情况，我会将择优选定一些特色专题分会场同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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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论文提交及参会报名表

时间：10月 13-14日 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注：1.有意参会人员请于7月10日前将论文及报名表发到邮箱或传真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电话：010-52851716 52851719； 传真：010-52851719；

3.投稿及报名邮箱：xueshuhuiyi@126.com

单位名称 邮 编

通讯地址

参
会
代
表
登
记

姓 名 职务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提交论文 题 目

申请发言

题 目

发言人

姓名
职务或职称

所选分会

场

备注

mailto:xueshuhuiy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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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海南省简介

海南省位于

我国南端，是仅

次于台湾岛的中

国第二大岛。海

南岛地处热带北

缘，属热带季风

气候，素来有“天

然大温室”的美

称，这里长夏无

冬，年平均气温

22-27℃。海南省

雨量充沛，年降

水量在水量在 1000 毫米～2600 毫米之间，有明显的多雨季和少雨季。每年的 5～

10 月份是多雨季，总降水量达 1500 毫米左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70～90%，

每年 11 月至翌年 4 月为少雨季节，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0～30%，少雨季节

干旱常常发生。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19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