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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    二 号 通 知 

 

自一号通知发布以来，2017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得到了相关

高校、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和响应。国内外地理学学者纷纷参与

大会内容建设。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会议主办

方将竭诚为国内自然地理学界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并欢迎各位专

家、同仁及学生踊跃参与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研讨自然地理学学科

发展战略，携手共创中国自然地理学辉煌的明天！ 

2017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20-22 日在南京召开 

大会官方网址： https://npgc2017.nju.edu.cn  

 

 

 

                                

大会微信公众号 



 

2017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    二 号 通 知 

目  录  

一、主办单位 …………………………………………………………………..… 01 

二、承办单位 …………………………………………………………………..… 01 

三、协办单位 …………………………………………………………………..... 01 

四、大会学术委员会………………………………………………………….… 02 

五、大会组织委员会……………………………………………………….…… 03 

六、官方网站 ……………………………………………………...…………..… 03 

七、会议时间与地点 ………..………………………………..……………..… 04 

八、会议日程 ……………………………………………...…………………..… 05 

九、学术交流形式 ……………………………………….…………….……...… 05 

十、青年优秀论文评选 …………………………………………………..…… 06 

十一、会议专题 …………………………………………………….....…...…… 07 

十二、野外自然地理考察 …………………………..……...………………… 15 

十三、会议住宿 ……….……………………………………………...……....… 18 

十四、会议费用 …………………….………………………….….……...……… 18 

十五、重要时间节点 ……………………...…………………………………… 21 

十六、会议秘书处 ……………………………………………………………… 22 

 



 

2017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    二 号 通 知 

一、主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 

二、承办单位 

南京大学  

三、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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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任：傅伯杰  

副主任：陈发虎  陈   骏  程国栋  崔   鹏  李吉均  刘昌明  刘燕华   

   秦大河  孙鸿烈  陶   澍  王   颖  夏   军  姚檀栋  郑   度   

   周成虎  

委   员：保继刚  包玉海  蔡运龙  陈健飞  陈镜明  陈   曦  陈振楼   

             程根伟  程     海  董治宝  丁永建  葛全胜  宫辉力  宫   鹏   

             巩同梁  勾晓华  何大明  侯书贵  黄春长  黄光庆  居为民   

             冷疏影  李满春  李小雁  李秀彬  李兆华  林振山  刘峰贵   

             刘鸿雁  刘    敏  刘耀林  鹿化煜  闾国年  马   巍  满志敏  

             彭    华  濮励杰  秦伯强  邵明安  沈   吉  史培军  宋长青 

             宋书巧  王腊春  王    建  王建力  王克林  王乃昂  王宁练   

             王苏民  王    涛  王五一  王学军  王仰麟  吴绍洪  汪亚平   

             熊康宁  惠泱河  杨桂山  杨林生  杨小平  杨玉盛  俞立中 

             于贵瑞  袁林旺  张甘霖  张镱锂  张振克  臧淑英  曾从盛  

             郑景云  周力平  朱立平                                   

秘书长：张镱锂（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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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张国友  

副主任：鹿化煜  李满春  张立峰  

委   员：陈晓宁  高    超  韩志勇  侯立军  黄贤金  贾    鑫  居为民   

             柯长青  李升峰  李思佳  李徐生  李一泉  马春梅  庞宝鑫    

             史江峰  孙雪峰  王    栋  王腊春  王先彦  王晓勇  吴绍华   

             许有鹏  徐志伟  杨得志  杨桂山  弋双文  张    洪  张金波   

             张红艳  张    路  张肖剑  章锦河  赵志军  周立旻      

秘书长：鹿化煜  

副秘书长：王先彦  赵志军  侯立军  李琛妍 

 

六、官方网站 

2017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学大会官方网站网址为：  

https://npgc2017.nju.edu.cn  

 

大会网站有注册、缴费、分会场专题、摘要提交、野外考察介绍、优秀

论文评奖等重要信息与功能，请各位参会代表关注大会网站的内容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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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时间与地点 

1. 会议报到、注册 

时间：2017年11月19日 

地点：钟山宾馆（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07号） 
 

2. 正式会议 

时间：2017年11月20-22日，会期三天（不含野外考察） 

地点： 

1）开幕式及大会特邀报告——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南京大学校内） 
 

仙林校区是南京大学为创建世界一流大

学而建设的国际化新校区，2009年9月正式投

入使用。仙林校区人文与自然环境得天独

厚，是南京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

基础建设项目，也是中国建设标准高、现代

化和智能化程度高的大学新校区之一。 
 

2）分会场报告及闭幕式 ——钟山宾馆 

（江苏省会议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307 号）   

 

    钟山宾馆地处南京市区钟山风景区起点，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南京市最具特色的仿

古建筑园林式宾馆。宾馆配套设施齐全，拥有

28层会议中心大楼及5幢中、西式楼房，是召开

国内外各类会议、商务和旅游客人的理想下榻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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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日程 

11月19日  报到及现场注册（钟山宾馆）  

11月20日（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上午  开幕式和大会特邀报告  

  下午  大会特邀报告  

      晚上 专题召集人会议（钟山宾馆）    

11月21日（钟山宾馆）   

     上午  分会场报告、展板报告     

     下午  分会场报告、展板报告 

11月22日（钟山宾馆） 

   上午  分会场报告、展板报告及闭幕式 

     下午  讨论、自由活动、离会 

 

九、学术交流形式 

大会设特邀口头报告、分会场口头报告、分会场展板等不同类型的

交流形式。 

1、大会特邀报告  

大会特邀报告将于11月20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进行。已有多

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确认参会作特邀报告。具体名单和内容将在大会

网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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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会场口头报告  

分会场口头报告包括分会场特邀报告和一般报告，语言可为中文或英

文。暂定特邀报告总时长为20分钟，包括15分钟报告和5分钟讨论；一般

报告总时长为15分钟，包括12分钟报告和3分钟讨论。口头报告的具体地

点和时间安排将在会议官方网站和大会指南公布。提交摘要请务必选择归

属的专题。各专题详细介绍参见大会网站。 
 

  3、分会场展板  

分会场展板的文字可为中文或英文，要求突出重点，整洁美观。每个

展板内容控制在1个版面，版面规范尺寸为小于135 cm X 100 cm。  

 

  4、论文摘要汇编  

大会将印发《2017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电子

版），仅供参会代表参考使用。 
 

十、青年优秀论文评选   

为鼓励、表彰优秀青年学者和优秀学生，本次大会拟开展青年优秀论

文评选活动，由大会学术委员会组织实施。参评人员包括青年学者（年龄≤ 

35岁）、在读学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要求参评内容没有正

式公开发表、参评人员在本次大会进行口头或展板交流、在10月30日前提

供论文全文（中文或英文）。大会学术委员会基于参评者的论文全文、口

头报告或展板进行综合评选，确定10名获奖者。颁奖仪式在闭幕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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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会议专题 

综合各位专家学者对会议专题的申请与建议，大会设置9个主题，

27个专题。各分会场专题简要介绍、摘要要求、召集人信息等参见大会

网站。在截止日期后，提交摘要不足10篇的专题将并入其他相关专题。

大会将设立专门时间进行展板交流。  

各专题由召集人负责实施。专题负责人对专题摘要进行评审， 根

据作者意愿和摘要质量安排报告类型（口头或展板）。专题可邀请特

邀报告，数量不超过专题口头报告总数的20%。专题召集人和组委会

共同安排学术日程，并及时落实报告人参会。因故不能参会的、但已

经安排报告的作者要及时联系召集人，以便调整或替换。 

下述为 27 个分会场专题简介及召集人： 

主题 A ：自然地理学理论与进展 

A1-自然地理学前沿进展 

自然地理学学科发展态势。探讨自然地理学（含地貌学、气候学、

水文学、生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地理系统模型模

拟等）的前沿和未来发展。 

召集人：傅伯杰 院 士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鹿化煜 教 授 南京大学 
 

A2-自然地理学综合研究 

自然地理要素、过程到格局内在机理和表征方法论。 

召集人：吴绍洪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吕一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 

        李双成 教  授   北京大学 

        张树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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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B：地貌学与地貌过程 

B1-河流地貌过程 

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河流搬运、沉积和侵蚀过程；河流地貌过程对

气候变化、构造活动的响应；流域地貌过程的数值模拟等。 

召集人：潘保田 教 授              兰州大学  

           王先彦 教 授              南京大学 

           胡振波 副教授             兰州大学   

              吕红华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B2-物源分析方法在地表过程研究中的应用 

传统和新兴的物源分析方法解决重要地表过程问题的成果，探索物

源分析方法在揭示物质运移过程的潜力。 

召集人：聂军胜 教  授             兰州大学 

           何  同 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学 

     张瀚之 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学 
 

B3-地貌年代学与环境演化 

地貌年代学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沉积物测年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

对季风和干旱区环境演化的指示意义等。 

召集人：隆  浩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赵志军 教  授         南京师范大学 

              弋双文 高级工程师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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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C：气候、全球变化与文明 

C1-气候与全球变化（含气候多尺度变化与风险）    

多时间和空间尺度气候变化规律、归因、风险、预测，以及气候

（含古气候）模型模拟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郑景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程  军 副教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张肖剑 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学 
 

C2-树木年轮与气候环境变化 

树木年轮学研究的最新研究进展、树轮记录与气候和环境变化、

树轮生物生理过程与环境。 

   召集人：刘   禹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勾晓华  教  授     兰州大学 

              史江峰  副教授     南京大学 
 

C3-华夏山水的演变与人类活动 

华夏山水起源和发育、地表过程演化和环境变化等与古人类活

动、人类文明等的关系。 

召集人：侯甬坚 教 授       陕西师范大学 

              邓  辉 教 授       北京大学 

              杨煜达 教 授       复旦大学 

              孙雪峰 副教授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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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气候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 

东亚夏季风气候演变及其机制、区域水文变化、中国南方石笋氧

同位素指示意义等，探讨气候环境变化与史前人类活动相互作用。 

召集人：陈建徽 教 授   兰州大学 

           侯居峙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赵 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主题D：生物地理、生态系统与碳循环 

D1-生物地理学和生物多样性 

中国不同区域生物地理学与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特征、时空格局与

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刘鸿雁 教 授   北京大学 
 

D2-全球变化与碳循环 

植被遥感、通量观测、碳循环模型模拟与全球变化等。 

召集人：张永光、居为民、陈镜明 教 授    南京大学 
 

D3-极端气候事件及其对地表生态系统的影响 

利用多种地学手段揭示过去和现代不同时间尺度极端气候的发生

规律、机制以及生态系统响应过程和反馈机制等最新研究成果。 

召集人：谢树成 教 授；王伦澈、朱宗敏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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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区域氮磷循环过程及其效应 

陆地生态系统的氮磷收支、迁移、转化过程；区域氮磷循环对全球

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区域氮磷循环的气候、农学与生态环境效应。 

召集人：刘学军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颜晓元 研究员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周  丰 副教授    北京大学 
 

主题E：水土过程 

E1-水文水资源系统分析与模拟及不确定性研究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水文水资源影响及反馈过程与机制、以及

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王  栋 教 授     南京大学 

           张  强 教 授     北京师范大学 

           左其亭 教 授     郑州大学 
 

E2-信息化技术在水土环境变化监测中的应用 

3S技术等新方法、新手段在刻画自然水土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中

应用的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林  晨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赵玉国 研 究 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黄昌春 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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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F：环境地理 

F1-地理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不同类型自然地理单元中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及其应对。 

召集人：王学军 教 授   北京大学 

        梁  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F2-健康地理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从医学地理到健康地理—地理环境与健康研究的新发展和应对

“健康中国”的新需求。 

召集人：杨林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五一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龚胜生 教 授   华中师范大学 
 

F3-区域污染物迁移过程及其环境影响 

污染物时空格局及其与人类活动的互馈机制等。 

召集人：袁增伟 教 授   南京大学 
 

主题G：自然地理特定区域和关键带研究 

G1-干旱区与沙漠研究 

中国干旱区与沙漠的形成与演化、风沙等典型地表动力过程的最

新研究。 

召集人：王乃昂 教 授        兰州大学 

        王晓勇 副教授       南京大学 

        徐志伟 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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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海洋自然地理与国家战略 

海洋自然地理最新研究进展，讨论海洋地理服务国家战略。 

召集人：张振克 教 授    南京大学 

        韩增林 教 授    辽宁师范大学 

        李国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唐晓春 教 授    广东财经大学 
 

G3-地球关键带水文土壤过程与物质输移 

土壤水分运动引发的污染物、泥沙和水分等的迁移和转化，交流

地球关键带物质输移的空间格局、过程与机制等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朱  青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王云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吴绍华  副教授  南京大学 
 

G4-鄱阳湖流域综合自然地理研究 

以鄱阳湖流域为例，探讨全球变化背景下不同时空尺度自然过程-

人类活动耦合作用的流域地表过程与江湖响应。 

召集人：王野乔 教 授    江西师范大学 

        郑   林 教 授    江西师范大学 
 

主题H：人与自然地理耦合 

H1-人地系统耦合机理与过程 

人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机制、人地关系的整体优化、协调发展及

系统调控机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刘彦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赵文武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    二 号 通 知 

H2-城市自然地理学：理论、实践与发展 

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畴等。 

召集人：刘  敏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 
 

H3-城市水安全 

城市水循环、重大输水工程（南水北调）影响评价、城市湿地、

水源地保护、城市水环境、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等的最新研究进展。 

召集人：宫辉力 教 授    首都师范大学 

        李小娟 教 授    首都师范大学 
 

H4-耕地资源调查评价与粮食安全预警 

 定量化、多目标、信息化的耕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和产能多位

一体的调查、评价、监测、分区和管理等理论、方法、技术与实证。 

     召集人：周 勇  教 授    华中师范大学 
 

主题I：自然地理学重要事件和人物 

I1-纪念杨怀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杨怀仁先生对自然地理学思想的贡献、杨怀仁先生在中国造貌运

动、海平面变化、中国东部环境变迁与风尘堆积等的研究成果。杨怀仁

先生在自然地理学、第四纪地质学人才培养的贡献等。 

召集人：王  建  教 授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朱大奎  教 授   南京大学 

        王苏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马春梅  副教授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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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野外自然地理考察 

大会自然地理考察统一安排在会后，考察时间分别为1-3天。   

初定备选的野外考察路线共有如下五条： 

 

1. 南京地区植被、土壤、生态综合考察（1天）   

领队：李升峰 副教授，吴绍华 副教授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人数：≤90人   

考察费：400 元/人（住宿自理） 

介绍：宝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江苏省句容市西北部，总面积

100平方公里。1981年被江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

区内森林覆盖率高达92%，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针阔混交林。植被代表种典型、群落空间结构完整，是北亚热带

地区自然植被演替的重要区域。南京周边地区的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

部分地区分布风积母质的黄褐土。考察期间将围绕黄棕壤的典型特征和

发育过程、土壤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内容展开交流。此外，野外考察将

探讨南京地区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生态保护和修复等问题。 
 

2. 天目湖地区水文与生态景观（天目湖饮用水源地“流域生态观测站”）                     

（2天）   

领队：朱青 研究员，李恒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人数：≤90人 

考察费：800元（住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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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天目湖流域位于江苏溧阳和安徽广德、郎溪境内，包

括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大型水库，流域面积225平方公里，是

我国东南丘陵区水质良好湖库保护的实践基地。在考察中，重

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壤水文与面源碳、氮、磷输移耦合监测系统。 

（2）面源氮磷拦截与净化工程措施。 

（3）天目湖水质状况与变化特征。 
 

3. 长江镇扬河段河流地貌演变对城市、港口等的影响（2天）    

领队：韩志勇 副教授， 李徐生 副教授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人数：≤90人 

考察费：800元（住宿自理） 

介绍：镇扬河段是典型的河海交互作用的河口地区，在汉代

曾以去扬州观“广陵潮”、去镇江北固山“望海”为饱览壮景

之举。河口区地貌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剧烈变化，是对自然过程

与人类活动的响应，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

利用。 

（1）扬州唐城：千年尺度海平面变化背景下，长江中下游

土地开垦、防洪堤坝体系建设。 

（2）镇江老港/扬州港：百年尺度下，河流顶冲点下移，凹

凸岸发生转化。 

（3）焦山：在凹凸岸转变过程中，江中基岩岛并岸，航道

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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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淮河水系的水文过程与城市防洪（1-2天）   

领队：许有鹏 教授，王腊春 教授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人数：≤40人 

考察费：400元（一天）或800元（2天）（住宿自理） 

介绍：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流域城市化发展对流域下垫面及水文过

程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该地区洪涝威胁日趋加大。秦淮河流域在城市化

过程中，河网密度下降，河道呈主干化趋势。野外考察秦淮河源头溧水天生

桥至入长江口典型水文站点、外秦淮河闸、三岔河闸、秦淮河博物馆等。 
 

5. 江苏沿海地貌、潮滩生态与环境（3天） 

领队：张振克 教授，张永战 副教授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人数：≤90人 

考察费：1200元（住宿自理） 

介绍：南黄海内陆架地区，有古长江和古黄河堆积的巨量沉积物，在波

浪和辐射状潮波作用下，发育形成潮控动力环境下的苏北平原－潮滩－沙脊

群沉积体系，为全世界特有的大型海岸地貌沉积体。目前，这一沉积体系仍

处于不断的动态演化过程中。野外将考察废黄河口、大丰港、射阳潮滩珍禽

自然保护区等。 

（1）黄河夺淮入黄海，快速堆积形成的巨大的废黄河三角洲海岸。 

（2）沿岸潮滩持续淤涨，发育形成面积巨大的淤泥质海岸潮滩湿地，

拥有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持区和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强潮动力维持的沙脊间的潮流通道，具有一定的水深，成为淤泥

质平原海岸重要的深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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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会议住宿 

会议秘书处以优惠价格在钟山宾馆等酒店预订了一定数量的房间（含

早餐）。11月份为旅游旺季，请参会人员提早预订。考虑到参会人数较

多、宾馆房间数量有限，建议参会人员尽量两人合住标准间。  
 

1、钟山宾馆（江苏省会议中心）：会议协议价格为标准间 380元/晚，

单人间 400元/晚，行政套房 620元/晚。为会议主会场宾馆。  

2、黄埔大酒店：会议协议价格为标准间 400元/晚。玄武区黄埔路2-2

号（近中山东路），步行5分钟至钟山宾馆 。  

3、汉庭酒店（黄埔路店）：会议协议价格为标准间 300元/晚。玄武区

黄埔路2号，步行5分钟至钟山宾馆。  

野外考察期间的住宿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通知各位代表。 

 

十四、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 

会议注册费包含会议资料、会场租用、茶歇等。为鼓励广大师生和

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本次大会，特设早期注册优惠。 

会议注册费标准 

 

   

会议代表 10 月 20 日（含）前 10 月 20 日后 

正式代表（地理学会会员） 1100 元 1400 元 

正式代表（非会员） 1500 元 1800 元 

学生代表及陪同人员（地理学会会员） 700 元 900 元 

学生代表及陪同人员（非会员） 800 元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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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外考察费  

野外考察费用包括野外考察期间的资料和交通等，不包括住宿费。野外

考察费用不能退款。  

各位参会代表自主选择合适的野外考察路线，具体收费情况如下：  
 

1）南京地区（宝华山、栖霞山）植被、生态、土壤地理等（1天）: 400元/人   

2）天目湖地区水文与生态景观（2天）: 800元/人  

3）长江镇扬河段河流地貌演变对城市、港口等的影响(扬州唐城——扬州

港客运码头——镇江老港区——焦山)（2天）: 800元/人 

4）秦淮河水系的水文过程与城市防洪（1或2天）: 400元/人，或800元/人）  

5）江苏沿海地貌、潮滩生态与环境（3天）：1200元/人 
 

    3、支付方式  

1）会议注册费  

❶   预支付  

大会鼓励参会代表通过大会网站进行注册和预支付（系统将于9月5日左

右开通），网站支持银联信用卡、银联借记卡、支付宝等支付途径。详细的

注册缴费步骤请查询大会网站“缴费”窗口。 

大会接受银行汇款，汇款时请务必在附言栏标注会议注册人姓名、单位

和会议名称（自然地理学大会），在费用支付手续完成后，请务必联系会议

秘书处，以便核账并回复确认。收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南京大学  

  开 户 行 ：工行汉口路支行  

  账    号： 4301011309001041656 

注意：晚于10月20日的预支付将不能享受早期注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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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❷  现场缴费  

参会代表可以在现场注册时，通过POS机支付，原则上不接受现

金支付。POS机支持银联信用卡、银联借记卡、VISA、Master等。 
  

注意1：现场缴费将不能享受早期注册优惠 

注意2：学生参会代表须在报到时出示学生证  

注意3：南京大学教职工参会代表须通过校内转账方式缴费（务必标

注：自然地理学大会） 
 

    2）野外考察费  

野外考察费用全部通过大会网站进行报名和预支付，网站支持银

联信用卡、银联借记卡、支付宝等支付途径。 

由于各考察路线均有人数限制，会议主办方将在大会网站上更新

成功报名缴费的人数，到达人数上限后将关闭网上报名窗口，请有意

参加野外考察的参会代表尽快在大会网站上完成报名和缴费事项。 

 

   4、退款条件  

1）会议注册费  

在9月20日（含）之前申请退款，可获全额；10月20日（含）之前申

请退款，可获注册时缴纳费用的50%；11月1日（含）之后申请退款，恕

不予受理。  

2）野外考察费恕不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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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议发票  

请各位参会代表在注册时，务必正确填写发票抬头，以免开错发

票。会议注册费及野外考察费用的发票由南京大学出具，各参会代表将

在现场报到时领取。会议期间住宿费用由参会代表与宾馆方直接结算并

领取发票。 
 

6、会议赞助与展览  

大会欢迎地球科学领域相关仪器厂商前来设展，交流最新技术成

果、展示仪器设等，请有意向的单位、厂商与会议秘书处联系，商讨具

体相关事宜。  

 

 
 

十五、重要时间节点 

2017年10月20日：提交摘要截止 

2017年10月20日：早期注册优惠截止 

                             青年优秀论文全文提交截止 

2017年11月 5 日：发布会议指南  

项 目 服 务 内 容 收 费 标 准 

A 2×2 米展台、会议网站广告、会议手册彩页广告、两个

免费参会名额 
20000 元 

B 1×2 米展台、会议手册彩页广告、一个免费参会名额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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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会议秘书处  

有关会议各类信息及需求，请随时联系会议秘书处 

鹿化煜 ( 总体协调 )            电      话 025-89680798  

     电子邮件 huayulu@nju.edu.cn  

王先彦 ( 学术日程 )            电      话 025-89681063 ； 13739186778   

                                         电子邮件 xianyanwang@nju.edu.cn  

张立峰 ( 后勤支撑、赞助 )  电      话 13851654338   

                                         电子邮件 zhlif@126.com  

马春梅 ( 会议注册 )            电      话 025-89681697 ； 13813896271   

                                         电子邮件 chunmeima@nju.edu.cn  

史江峰 ( 会议财务 )            电      话 13951608322   

                                         电子邮件 shijf@nju.edu.cn 

徐志伟 ( 媒体、科普 )         电      话 13770857636   

                                         电子邮件 zhiweixu@nju.edu.cn  

韩志勇 ( 野外考察 )            电      话 13222070168  

                                         电子邮件 zyhan@nju.edu.cn  
 

联系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  邮编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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