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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会发〔2007〕9号 

 

 

关于筹备召开中国气象学会 2007 年年会的通知 
 

本会各理事、各理事单位、各学科（工作）委员会、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气象学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筹备召开中国气象学会 2007年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会主题 

气象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 

二、年会召开时间、地点 

时间：2007年 11月 21-24日 

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三、年会组委会 

中国气象学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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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秦大河 

成员（分会场主席，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劲松  王迎春  申双和  孙先健  朱祥瑞  毕宝贵   

宋连春  张义军  张小曳  李  柏  李福林  杨  军   

周  恒  周毓荃  宗曼晔  罗  勇  胡  欣  秦大河   

秦祥士  郭学良  梁家志  矫梅燕  董文杰   

四、年会组织形式与分会场设置及征文 

1.年会特邀报告（待定） 

2.年会分会场设置 

S1：天气预报预警和影响评估技术 

主席：矫梅燕  胡  欣  梁家志  宋连春  王迎春 

征文范围：（1）天气预报理论与方法论坛：灾害性天气的分

析与研究、集合预报的理论与应用方法、灾害性及高影响天气的

可预报性研究、预报的不确定性与用户的风险决策理论与方法；

（2）天气监测与预报技术；（3）城市气象与短时临近预警技术；

（4）水文气象与地质灾害预报技术与方法；（5）数值预报的应用

与检验评估技术；（6）高影响天气的灾情评估技术。 

主办单位：天气学委员会  水文气象学委员会  气象灾害与

服务委员会  城市气象学委员会  国家气象中心 

S2：气候学 

主席：董文杰 

征文范围：季-年代际气候变率分析及预测研究；气候系统

模式研发；气候动力学；气候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及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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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事件监测、预测和影响评估；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主办单位：气候学委员会  国家气候中心 

S3：气候变化 

主席：秦大河  罗  勇 

征文范围：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的驱动

因子；大气化学与气溶胶的气候效应；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冰冻

圈在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检测、

归因和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脆弱性；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对

策；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主办单位：气候变化委员会  国家气候中心 

S4：生态气象业务建设与农业气象灾害预警 

主席：申双和  毕宝贵 

征文范围：生态气象监测与评估；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农

业气象灾害预警技术；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遥感与 GIS在生态

与农业气象中的应用。 

主办单位：生态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S5：大气成分观测、研究与预报 

主席：张小曳 

征文范围：大气成分观测和遥感探测（气溶胶、温室气体及

相关微量成分、反应性气体）；沙尘暴和光吸收气溶胶；酸雨监测

与评估；温室气体和全球变化；大气成分排放与沉降、跨区域输

送和转化；大气成分的天气、气候、环境、健康效应；大气化学

反应和大气氧化性；生物质燃烧；超大城市及其对区域和全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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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影响；海-气、海-陆相互作用；大气成分数值模拟（预报、

预测和预警）；大气成分信息与技术保障；大气成分业务轨道建设。 

主办单位：大气成分委员会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S6：人工影响天气科技进展与应用 

主席：郭学良  周毓荃 

征文范围：云降水与人工影响天气方面的理论、试验和专门

技术的进展及业务应用，包括外场试验、室内实验、数值模式、

观测装备和播撒技术、效果检验技术、遥感信息应用、业务系统

等相关方面的进展和应用。 

主办单位：人工影响天气委员会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S7：空间天气科技成果向业务应用的转化 

主席：王劲松 

征文范围：空间天气监测、预报、服务、建模等方面的最新

科研成果或应用成果。 

主办单位：空间天气学委员会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S8：第六届中国国际防雷论坛 

主席：朱祥瑞  张义军 

征文范围：雷电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大气电和电磁，

包括全球大气电过程，中层大气电动力学和日地关系等；雷暴电

学，包括云和风暴的电结构、起电机制、测量技术和数值模拟；

人工引发雷电实验及其应用。雷电探测技术及其应用：雷电探测

技术；雷电预警预报技术；雷电探测资料在各个专业领域和有关

行业部门的应用和服务。雷电防护技术与应用：雷电防护工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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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应用；防雷产品和器件的研制开发与应用，以及测试技术和

仪器仪表；雷电防护技术标准、规范；防雷、防静电检测技术；

雷电灾害实例和理论分析；防雷减灾管理：立法、执法与行政审

批；教育与培训；雷电安全宣传。 

主办单位：雷电防护委员会  中国气象局防雷办  中国气象

学会秘书处 

S9：气象综合探测技术 

主席：周  恒  杨  军  李  柏  宗曼晔 

征文范围：气候系统综合探测一体化、立体探测、卫星遥感

应用技术，新型探测设备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探测技术和数据

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三站四网”建设。 

主办单位：大气探测与仪器委员会  雷达气象学委员会  卫

星气象学委员会  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技术中心  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 

S10：加强气象科普能力建设，推动气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主席：李福林  孙先健  秦祥士 

征文范围：围绕气象科普能力建设，在科普资源开发、科普基

地建设、气象科普理论、科普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气象科普培训与

教育、科普传播与奖励机制、气象科普与防灾减灾、气象科普与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的探索与研究。 

主办单位：气象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总

参气象水文中心  气象影视委员会  中国气象局影视信息集团  中

国气象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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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征集与出版 

1.请按照本次年会的主题与各分会场征文内容向年会提交论

文。应征论文应是2005年以后完成的科研成果。如已在学术刊物

上公开发表，请在文后加注相关信息。 

2.应征论文需标明分会场的编号（S1、S2、S3、S4、S5、S6、

S7、S8、S9、S10）。 

3.每位作者的应征论文每个分会场不超过 1篇。应征论文务必

提交详细摘要（不多于 1500字）和全文。所投稿件应符合中国气

象学会 2007年年会征稿简则（见附件）的要求，如有不符，主办

单位有权删改。 

4.应征论文一律通过中国气象学会网站提交，具体方法请见

中国气象学会网站（www.cms1924.org/nh2007/），征文截止日期

为 2007年 9月 10日。 

5.所有应征论文分别由各分会场主席组织审定，审定结果可

在网上进行查阅。 

6.年会将在会前编印论文集，论文集只收录提交年会的详细

摘要（详细摘要须经各分会场主席审定），同时配以光盘收录论

文全文。 

六、年会资助事宜 

本次年会将对35周岁以下的部分与会青年气象科技人员（主要

为学生、西部贫困地区）给予资助，申请资助的青年气象科技工作

者请在中国气象学会 2007年年会网站上填写“资助理由”。具体资

助人员名单将在会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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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事项 

1.本次年会的正式会议通知将于2007年 10月发出。 

2.年会收取会议注册费。同时对参加年会的本会理事及本会会

员（按照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管理暂行条例交纳会费的注册会员）以

及学生（不含在职学生）给予优惠。 

3.年会欢迎一切形式的合作与赞助。凡对年会提供赞助和资助

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年会均将给予多种方式的回报。有意者可直

接与本会秘书处商洽。 

4.中国气象学会2007年年会的更多信息将在本会网站

（www.cms1924.org/nh2007/）上公布。 

5.有关论文征集及年会筹备工作的具体事项请直接与本会秘书

处学术交流部联系。 

联系人：高兴龙  张伟民；联系电话：（010）68407133，68406893

（传真）； 

通信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46号中国气象学会秘书处学术交

流部（邮编：100081）；E-mail：cms@cms1924.org。 

 

 

附件：中国气象学会 2007年年会征稿简则 

 

 

 

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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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气象学会 2007 年年会征稿简则 

1．来稿要求论点明确，内容充实，数据可靠，文字精练。 

2．详细摘要应说明本文的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限A4纸 5号字体1个页码，内容应包括：题

目(三号黑体，不超过20个汉字)，作者姓名（四号仿宋）、工作单位与邮编（小五宋体），正文（五

号宋体），关键词(3～8 个，五号宋体)。如属基金资助、获奖项目或重大课题或已在正式出版物发

表，需在文稿结尾处注明。 

3．全文应包括：题目(三号黑体，不超过20个汉字)，作者姓名（四号仿宋）、工作单位与邮编（小

五宋体），中文摘要(小五宋体、200字左右)，关键词(小五宋体，3～8个)，正文（五号宋体），参

考文献（六号宋体）。如属基金资助、获奖项目、重大课题或已在正式出版物发表，需在文稿首页

脚注（六号字体）标明。 

4．文稿书写要工整，用字规范，标题层次分明。章条序号用1（小四宋体），1.1（五号黑体），1.1.1

（五号宋体）；……，3，3.1，3.1.1；……表示。 

5．数学公式、物理量的符号和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3100—3102 2 93《量和单位》要求：量符

号、代表变动性数字的符号以及坐标轴的符号均用斜体表示；矢量、张量用黑斜体表示；量符号的

下标，若是变量用斜体表示，其他情况则用正体表示。量符号尽量用一个字母（特殊情况除外）表

示，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必须给出量的名称及单位。 

6．科技术语和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如系作者自译的新名词，在

文稿中第一次出现时请给出外文原词。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国际

符号表示。 

7．附图必须线条光洁、文字清晰，按其在文中出现先后排序。图中若有中国地图，国界必须与中

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一致，中国全图上切勿漏绘台湾和南海诸岛。插图尺寸不超过210 mm×290 

mm幅面。文稿中应留出插图的位置，插图中的文字、图题、图例均用中英对照。标全坐标轴的英文

物理量名称（或符号）与单位。 

8．附表请使用三线表，标明表题（小五宋体）和表注（六号宋体），表身（六号宋体），列于正文

的适当位置，表的结构要简明。表内各栏目中参量符号之后注明单位(同插图)。 

9．参考文献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文献序号以文中出现先后顺序编排。期刊书写格式为：作

者（多位作者保留前3位姓名）.论文题目.期刊名，年份，卷号(期号)：页码；图书书写次序为：

作者（多位作者保留前3位姓名）.书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 全书页码(××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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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三号黑体）* 

作  者（四号仿宋） 

（工作单位，城市，邮编）（小五宋体） 

摘    要（五号黑体） 

摘要小五宋体 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

宋体 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 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200 字左

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字左右摘要小五宋体 200字左右摘要。 

关键词（小五黑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小五宋体。 

 

1  小四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1.1  五号黑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1.1.1  五号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1.1.2  五号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 

5  小四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5.1  五号黑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5.1.1  五号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5.1.2  五号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正文五号宋体。 

 

参考文献（五号黑体） 

1  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 

2  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六号宋体 

…… 

注：全文无页码限制！（此模板可在中国气象学会网站www.cms1924.org下载）

                   
*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脚注六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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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筹备  学会  年会  通知   

  抄  送：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 

中国气象学会                     2007年 4月 30日印发 

                                          校对：张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