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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湿地遥感大会
暨数字湿地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第一轮通知

（2024年11月15-17日，北京）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种资源，而且在维

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蓄洪防旱、固碳储碳、调节气候等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湿地保护与管理对于“美丽

中国”建设至关重要。以遥感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形成了面向湿地资源的快速

动态监测与管理决策支持能力，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

础。2024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为“湿地与人类福祉”，表明湿地生态系统与人类生

活密不可分，而湿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具脆弱性的类型，已受到广泛关注。

2019年8月首届中国湿地遥感大会在长春成功召开，第二届至第四届中国湿地遥

感大会在线召开，第五届中国湿地遥感大会2023年7月在烟台顺利召开，历经五年的

发展，中国湿地遥感大会已成为遥感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之一，在湿地

科学、数字地球、遥感应用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从事该领域科研、

教学、应用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和研究生提供综合交流平台，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和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湿地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与区域协调发展，支撑我国湿

地保护和修复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双碳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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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第四届全体委员会会议上，国际

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数字湿地专业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这是我国湿地遥

感学术交流发展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为持续促进湿地遥感领域科研人员、湿地保护与管理人员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推动数字湿地领域的科技进步、决策支持能力提升以及湿地科学、遥感科学、计算

机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与产学研用交叉融合，数字湿地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湿地遥

感大会组委会决定以“数字湿地，遥感赋能”为主题，将于2024年11月15—17日在

北京举办第六届中国湿地遥感大会暨数字湿地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中国林学会林业计算机应用分会承办，具体

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数字湿地专业委员会

中国湿地遥感大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中国林学会林业计算机应用分会

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深圳大学大湾区地理环境监测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内蒙古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4

二、大会组委会

主席：张怀清、王宗明

秘书长：刘洋、毛德华

副秘书长：李利平、罗菊花、凌子燕、贾明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立新、牛振国、邬国锋、宋开山、张猛、侯西勇、

段洪涛、柯樱海、蒋卫国

三、会议时间

2024年11月15-17日，15日全天报到，会期2天。

四、会议地点

北京西郊宾馆（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8号）

五、会议主要内容

（一）大会开幕式和主旨报告

大会邀请有关领导出席开幕式，聚焦湿地遥感领域的前沿热点和最新进展，

邀请知名专家以及产业界精英做主旨报告。

（二）分会场交流

大会为了进一步聚焦热点问题、丰富交流内容、提高参与积极性，大会公开

征集专题分论坛。专题分论坛可以由特邀报告、专题报告、专题讨论、圆桌交流

等多种形式组成。大会专题分论坛申请需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最终结果以组

委会发布为准。专题分论坛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 、湿地植被遥感（召集人：牛振国、贾明明）

2 、湿地水环境遥感（召集人：宋开山、段洪涛）

3 、城市湿地遥感（召集人：蒋卫国、凌子燕）

4 、河口和海岸带湿地遥感（召集人：侯西勇、邬国锋）

5 、湿地分类与制图（召集人：王宗明、刘洋）

6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召集人：王立新、毛德华）

7 、湿地保护与修复遥感（召集人：柯樱海、李利平）

8、数字湿地与智慧监管（召集人：张怀清、张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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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申请专题分会场的人员请填写第六届中国湿地遥感大会专题申请表，

于2024年8月15日之前发送邮箱：liuyang@ifrit.ac.cn。

（三）展览展示

大会设置专业成果展区，现公开征集企事业单位和解决方案提供商进行技术

成果展览，开展产品展示和业务洽谈等活动，欢迎有意向的单位和人员与会务组

联系。

（四）会议奖项

大会设置6个奖项，请有意向参评的人员在线报名中，提交相关奖项申报材

料。

1、优秀青年学者。共5名，面向40岁以下的工作人员（含博士后），由大会

学术委员会评选产生。

2、最佳报告。每个分会场1名，面向研究生，由分会场学术委员会根据会

议口头报告的质量进行评选产生。

3、优秀报告。每个分会场2名，面向研究生，由分会场学术委员会根据会

议口头报告的质量进行评选产生。

4 、特殊贡献奖。共2名，面向大会组委会成员，由大会学术委员会评选产

生。

5、优秀博士论文。共5篇，面向近两年的博士学位论文，1位专委会委员推

荐，由大会学术委员会评选产生。

6、创新成果。共2项，面向湿地遥感领域的创新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著、

数据产品、论文，由大会学术委员会评选产生。

（五）优秀论文投稿支持期刊

《遥感学报》、《湿地科学》、《林业科学》、《Journal ofRemote Sensing》

、《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等。

六、会议报名和缴费

（一）报名方式

参会代表可以通过微信扫码报名。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files.sciconf.cn%2Fupload%2Ffile%2F20240802%2F20240802182137_64123.doc&wdOrigin=BROWS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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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如下链接网上报名：

https://ccrsw.scimeeting.cn/cn/user/login/25027?return_url=https://

ccrsw.scimeeting.cn/cn/reg/index/25027

请参会人员在线报名后缴纳会议注册费，报名截止日期：2024年9月25日。

每人提交一次即可，无需重复提交。请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报名。

（二）会议注册费

1、大会按照以下标准收取会议注册费：

2024年9月25日前：一般代表1600元/人，学生代表1300元/人；

2024年9月25日后：一般代表1800元/人，学生代表1500元/人。

注：学生代表参会需持学生证

2、已缴费但未能参会者，会议费不予退回，可联系会务组由他人代替参会。

会议缴费方式为在线或现场支付，支持微信、支付宝（可绑定公务卡、信用卡、

储蓄卡等）方式。

（三）发票

会后统一开具电子发票，发送至代表报名缴费时提供的邮箱，在报名缴费时

务必核对好单位名称、税号、金额、邮箱等信息。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刘 洋：176 1083 6882，邮箱：liuyang@ifrit.ac.cn

张 京：188 0516 6520，邮箱：zhangjing@ifrit.ac.cn

八、大会网站

https://CCRSW.scimeeting.cn

https://ccrsw.scimeeting.cn/cn/user/login/25027?return_url=https:/ccrsw.scimeeting.cn/cn/reg/index/25027
https://ccrsw.scimeeting.cn/cn/user/login/25027?return_url=https:/ccrsw.scimeeting.cn/cn/reg/index/25027
https://ccrsw.scimeeting.cn/cn/web/index/2502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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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会公众号

湿地遥感大会

湿地遥感
生态水文

遥感前沿

湿地生态与

环境遥感

城市生态

与人居环境

湿地遥感

创新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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