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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江苏省古生物学会

2025年学术年会

第三轮通知

（四川成都，2025年4月13日-18日）

一、会议简介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极大地改变了古植物

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使古植物学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促进新形势下的

中国古植物学科发展，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

分会定于2025年4月13日-18日在成都举行“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

江苏省古生物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本次会议以“古植物学—跨学科研

究新范式”为主题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并在会后组织召开“川西地质与植

物多样性”野外现场研讨，诚邀从事古植物学和相关研究的同仁到会交流。

现将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二、会议主题

古植物学—跨学科研究新范式

三、会议组织架构

主办：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江苏省古生物学会

承办：成都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协办：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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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日程安排

会议地点：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日 期 时 间 会议安排 地 点

4 月 13 日（周日） 会议报08:00-22:00 到

4 月 14 日（周一

怡东国际酒店大堂及

希尔顿花园酒店大堂

）

08:30-09:00 开幕式

报告厅（4F）
09:00-12:00 大会学术报告

10:00-10:30 茶歇、合影 茶歇(4F)、合影(1F)

12:00-14:00 午 餐 餐 厅（-1F）

古生代分会

14:00-18:00

场 报告厅（4F）

中、新生代分会场 报告厅（-1F）

怡东国际酒欢迎18:30-20:00 晚宴 店

4月 15 日（周二）

08:30-12:00

中生代分会场 报告厅（4F）

新生代分会场

12:00-13:3

报告厅（-1F）

0 午 餐

13:30-16:4

餐 厅（-1F）

5

中生代分会场 报告厅（4F）

报告厅（-1F新生代分会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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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8:00 报告厅（4F闭幕式 ）

4月 16 日（周三）—

18 日（周五

18:30-19:30 自 助 晚 餐 怡东国际酒店（2F）

）
野外现场会议

特邀大会报告：

 植物庞贝城中的封印木 - 王军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和演化的古植物学证据 - 刘佳博士（成都理工大学）

 昆虫现代植食模式的早期演化 - 肖丽芳博士（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New insights from the Early Devonian Rhynie chert uncovered by t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 Dr. Alexander Hetherington（英国爱丁堡大学）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中国古植物学的百年征程 - 傅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ing Numerical Climate Modelling into Palaeobotanical

Studies - Robert A. Spicer(英国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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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地点及会场1F人流动线图

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成都市成华区成华大道十里店路88

    号）

2、本次会议用餐由成都理工大学香樟三楼餐厅提供。

3、报告结束后请自行前往就餐，由于餐厅规模有限，建议大家错时用餐

六、 会议用餐

1、会议期间用餐：午餐统一安排在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负一楼。

。

七、交流形式

包括口头报告和展板报告两种方式：

1、大会报告30分钟，含提问5分钟；分会场报告15分钟，含提问3分钟，PPT

比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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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查看会议日

2、展板报告规格：110 cm(高)× 80cm(宽)（自备，材质：写真画面，单面，

竖版，每人限1版内；在会议签到处收集）；

3、会议将编辑印刷论文摘要集及大会报告安排。为确保准确性，请各位参会

学者协助核对:日程二维码及附件中论文版本、作者信息。如发现任何差异

或需更新内容，请于[4月9日]前联系会务组，我们将及时为您处理。具体内

容见二维码及附件。

程

4、本次会议设最佳研究生报告奖。

八、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1800 元/人，学生代表（请带相关证件）1400 元/人。

参会代表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会后现场考察期间的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

2、野外考察费：单人间 1800 元/人，双人间 1400 元/人(三日两晚，含野外

考察期间的食宿、交通费、资料费、保险等)。

3、缴费方式

1、采取线上缴费与现场缴费结合的收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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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缴费：提前汇款至中国古生物学会账户，并将电子回单以邮件形式

发送至学会邮箱（psc@nigpas.ac.cn，需备注姓名、单位、单位发票抬头、

税号）。

开户名：中国古生物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成贤街支行

账 号：4301010809001142661

3、现场缴费：现场签到处缴费。

九、野外现场会议

主题：川西地质与植物多样性

路线简介：

四川西部中生代地层发育，有须家河组、白田坝组、千佛崖组、沙溪

庙组、遂宁组、莲花口组、天马山组、夹关组、灌口组等，产丰富的植物、

双壳类、腹足类、叶肢介、介形类，以及恐龙足迹等化石；同时，该地区

特有和孓遗植物众多，具有丰富的现代植物多样性，以及完整的亚热带至

寒带垂直植被带谱。

Day 1：成都—泸定，沿途考察天全县的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上白垩统灌口

组沉积地层，以及大渡河干暖河谷灌丛植被；

Day 2：泸定—康定—雅安，高山植被与植物多样性；

Day 3：雅安—成都，考察川西地区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解散地点为成都市，时间为 4月 18 日下午 6 点送至机场或市区，请合

理安排您的返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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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与住宿指南

出行选择：乘坐飞机至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或乘坐火车

(高铁)至成都东站。本次会议不提供接机接站服务，请参会者自行抵达会议

附近的酒店。

1、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会场：约 26千米。

(1) 地铁：乘坐地铁 10号线（太平园方向）至太平园站，换乘 7号线外环（高

朋大道方向）至高朋大道站，换乘 8号线（桂龙路方向）至十里店站，由

B口出站步行 7分钟即到。全程约 1 小时 10 分钟，票价 7 元。

(2) 出租车：车程约 40分钟，费用约 60元。

2、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会场：约 65千米。

(1) 地铁：乘坐地铁 18号线（火车南站方向）至火车南站，换乘 1号线（韦

家碾方向）至倪家桥站，换乘 8号线（桂龙路方向）至十里店站，由 B 口出

站步行 7 分钟即到。全程约 1小时 52 分钟，票价 11元。

(2) 出租车：车程约 1 个小时，费用约 200 元。

3、成都东站→会场：约 6.5 千米。

(1)地铁：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至东大路站，换乘 8号线（桂龙路方

向）至十里店站，由 B 口出站步行 7 分钟到。全程约 35分钟，票价 3 元。

(2)出租车：车程约 20分钟，费用约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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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住宿: 学校及博物馆周围有多家酒店可供选择。

（1）成都怡东国际酒店，298/晚，标准房型，含双份早；

订房电话：余经理 13688187322

（2）希尔顿花园酒店，370/晚，双床房/大床房，含单份早；

十一、参会回执与联系方

订房电话：汤经理 19938133723

参会者可以按照个人需求电话预订酒店，预订时说明大会名称即可享受大

   会协议价格。

式

为便于会务组统计安排野外相关事宜，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野外考察回执。

扫描二维码添加会议群 扫描二维码填写野外考察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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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会务联络人：

刘 佳 电话：19969108106；E-mail: liujia@cdut.edu.cn

杨小敏 电话：18871996527；E-mail: 2918149727@qq.com

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

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

2025 年 4 月 8日


	川北地区灯影组三段杨坝生物群中的藻类化石特征及其意义
	王子彤1)  张磊1)*  罗翠2)
	1) 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成都 610059，zhangleirad@cdut.edu.cn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古生物学与油气地层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New insights from the Early Devonian Rhynie chert 
	最小工蕨类植物揭示工蕨类的生活史策略分化
	黄璞1)*  王嘉树2, 3)  王轶铃3)  刘璐4)  赵景宇5)  薛进庄3)

	云南曲靖下泥盆统桂家屯组指示的海岸带环境及其生物地貌学过程
	泥盆纪原位森林空间点格局分析
	计算流体力学（CFD）揭示早期种子植物风媒传粉策略
	李炳鑫  薛进庄*

	新疆北部志留纪晚期一种新的工蕨属植物研究
	新杭森林广德木解剖结构及石松类分支系统学研究
	早期植物繁殖体风力传播的原理及估算
	贵州下石炭统祥摆组植物根系化石解剖结构研究
	The Benxi Flora from the Middle-Upper Pennsylvania
	豫西上石炭统本溪组木化石新发现
	袁宝森1, 2)  蒋凯歌1, 2)  李丹丹1, 2)  王军1, 2)*

	几种网状脉裸子植物的比较研究及其对植物化石系统学的启示
	300 million years of phloem evolution in ferns
	内蒙古乌达早二叠世一种树蕨植物的整体重建
	李丹丹1)  Jason Hilton 2) 孙文俊1)  周卫明1)  万明礼1)  Jiří B
	Josef Pšenička4)  王军1)*

	植物庞贝中的封印木
	王军1, 2)*  Muhammad Imran Asghar 1, 2)  Josef Pšeni
	周卫明1, 2)  李丹丹1)  万明礼1, 2)  王士俊5)

	开辟被子植物的二叠纪时代
	王鑫*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 210008, xinwang@nigpas.ac.cn
	被子植物起源是植物学中长期的争论焦点。虽然被子植物的定义是明确清楚的，即被子植物就是具有被包裹的种子
	关键词: 被子植物，起源，太原穗，禹州稚果，平顶山二叠果序，二叠纪
	“植物庞贝”中瓢叶目植物的新类型
	晚古生代回卷蕨科Hansopteris属植物新知
	周卫明*  李丰延  王军

	Bisigillariostrobus prolificus gen. et sp. nov., n
	中国山西长子晚二叠世孙家沟组裸子植物化石及其古生态学意义
	滇东晚二叠世二种具多维管束叶迹的莲座蕨目茎干的发现及其意义
	华南乐平世大羽羊齿类热带雨林植物群演变及生态适应性
	Floral dynamics and ecological adaptations in the 
	舒文超1)  喻建新1)*  Jason Hilton2)  史骁3)  田力1)  José Bi


	山西保德孙家沟组一种带羊齿表皮解剖及其古生态学意义
	吴涵1)  冯卓1,2)

	黔西滇东地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孢粉记录的植物群演变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火山活动金属元素释放对陆地水生植物的影响
	及其模拟研究
	已灭绝裸子植物木化石异木属的系统学亲缘关系、叶片更新周期及古地理分布探讨
	新疆博格达山南部早三叠世化石木材及其古生态学意义
	蒋凯歌  万明礼*

	新疆大龙口剖面早三叠世陆地植物的复苏初探
	湖南桑植巴东组Tenellisporites大孢子新材料
	詹泓霄1, 2)  冯卓1, 2)

	四川自贡晚三叠世羽毛侧羽叶表皮解剖学研究
	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卡尼期孢粉组合的划分
	孙跃武1, 2)*  李想3)  李云峰1)  张颖2)  张淑芹1)

	准噶尔盆地三叠纪-侏罗纪之交郝家沟剖面植物化石研究
	伊朗三叠纪-侏罗纪之交的植物多样性更替与生态变化
	Diversity turnover and ecological changes of the I
	Mohammad Taghi Badihagh 1, 2)  Barbacka Maria 3, 4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alaeobiology and Stratigr
	5)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Nanji

	银杏目化石角质层的超微结构与能谱分析研究
	Culticle ultrastructure and EDS analysis for the f
	现代昆虫植食模式的早期演化
	肖丽芳1)  王永杰1)  任东2)

	四川盆地侏罗纪化石森林
	The Jurassic Fossil Forest in the Sichuan Basin
	青藏高原东北缘首次发现侏罗纪冈瓦纳型植物木化石
	江西早侏罗世水北组首次发现贝壳杉型木
	广东河源地区早侏罗世青坑村组植物化石
	胡昆1)*  何翔1)  叶升明1)  李锐1)  尼玛央金1)  李媛1)  陈南通2)

	鄂尔多斯盆地早侏罗世Brachyphyllum的发现及古气候意义
	广东河源早侏罗世西涅缪尔期菊石动物群的发现及生物地层学意义
	早侏罗世晚期野火事件：来自新疆北部和什托洛盖盆地
	三工河组炭屑化石记录
	柴达木盆地早–中侏罗世银杏类植物化石多样性及古环境意义
	青藏高原侏罗纪岛仓型木属木化石的首次发现
	新疆三塘湖盆地中侏罗世木化石研究进展
	甘肃中侏罗世窑街组苏铁杉科植物化石的研究
	鄂尔多斯盆地中侏罗统延安组蟌蜓植内产卵研究
	李婷1)*  郑大燃1)  JARZEMBOWSKI Edmund A. 1, 2)  王博1)  

	甘肃华亭中侏罗世卷柏属化石的发现及意义
	东北地区龙江盆地中侏罗世植物一新种Coniopte
	张渝金1, 2)*  项苗苗3)  应翘而3)  公繁浩1, 2)  张德军1, 2)  梁飞3) 

	辽西侏罗纪紫萁科根茎中甲螨粪粒化石的发现及其古生态意义
	刘文涛1)  田宁1, 2)  陈梦宇1)  杨筱萌1)

	面向生物演化的食性重建: 消化系统痕迹多源融合分析
	甘肃酒泉盆地早白垩世柏木属植物化石及其古地理意义
	甘肃酒泉盆地下白垩统Equisetum化石及古环境意义
	山东省胶莱盆地木化石新类型及其古气候相关性
	辽西建昌盆地早白垩世侧羽叶属Pterophyllum新材料及时空分布的三维解析
	何睿1)  刘妍2)  梁飞1)  李云峰2)  孙春林2)  谭笑1)*

	吉林南部热河生物群植物化石及古气候
	酒西盆地早白垩世木炭化石及其古环境意义
	甘肃酒泉盆地下白垩统毛茛目新种Ranunculus palmatimodus的形态演化与古生态意义
	彭静  杜宝霞*

	甘肃北山地区中口子盆地早白垩世赤金堡组植物群
	任文秀1)  韩磊2)  吴靖宇2)  孙柏年2)

	内蒙古西乌旗意隆露天煤矿早白垩世中型植物化石研究
	王婷1, 2)  董重1)  魏学琼2)  尹素心1, 3)  惠建国1, 3)  史恭乐1, 4)

	内蒙古固阳盆地下白垩统发现早期柏科类群Stuzeliastrobus化石
	内蒙古平庄—元宝山盆地早白垩世木化石新材料
	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双穗蕨科（Anemiaceae）两新种
	李春香

	松辽盆地古龙凹陷Y51井孢粉化石研究及地质意义
	潘会芳1, 2)*  张昕1, 2)  田雨1, 2)  谭文丽1, 2)  顾凯1, 2)  卜春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古环境古气候研究
	薛云飞1, 2)*  王永超1, 2)  汤慧馨1, 2)  刘明1, 2)  卜春阳1, 2)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姚家-嫩江组孢粉植物群
	应翘而1)  刘育硕1)  马洪伟1)  杨群2)  张健3)  公繁浩3)*  梁飞1)*

	Cocoseae: a dominant arecoid palm element in the D
	Mahasin Ali Khan 1)*  Sanchita Kumar 1)  Steven R.
	中国新生代植物研究对植物学和地质学的重要贡献
	周浙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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