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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 中国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国际科联下属的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多

学科的国际学术组织
,

成立于 夕 年
,
其主要任务

是研究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和全球性环 境 保 护问

题
。

我国于 年 月加入该组织

中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于 年 月 一 日

在北京举行 中国科学院
、

国家科委
、

国家环境保

护局
、

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
、

生态学会
、

气象学会
、

地质学会
、

地理学

会
、

水土保持学会等代表到会祝贺 中国委员会将

盆

协调和推动国内有关单位开展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学

术交流活动
,

组织对化学品安全评价的方法研究
、

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 地下水污染
、

酸雨和硫平衡等项目

的研究

中国委员会由 名委员组成
,
我国著名生态学

家马世骏为第一任主席
,

副主席为庄亚辉和丁一汇
,

刘静宜任秘书长 中国委员会的秘书处设

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本刊讯

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  ! 中国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性质 国际科联环 境 间 题 委 员 会

今 中国委员会
‘ ,

简称 是在中国科协直接领导下推动

和协调我国参加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工作的学

术性机构

第二条 任务

代表科协归 口管理 有关工作并参

加 有关活动

推动并协调国内有关单位开展全球性环境

问题的学术活动

为我国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
、

保护和管理

提供科学咨询服务

钓 组织论证有关国际合作计划

第二章 组 织

第三条 国际科联环境间题委员会中国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 由与环境问题有关学会的代表和

科学家组成
,

并聘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 其

秘书处设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第四条 委员会下设若干工作组
,

负责开展有

关项目的工作

第五条 委员会设主席
、

副主席二至三人和秘

书长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正副主席及上一届主席和

各工作组组长组成

第六条 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
必要

时经常务委员会批准可召开特别会议

第七条 委员会下设秘书处
,

秘书处为委员会

的办事机构
,

在主席领导下开展工作 秘书处由秘

书长及若干干事组成
,

其工作职责如下

 负责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为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开展有关活动进行筹

备并提供服务

为我国参加 的活动作必要准备

钓 协助主席协调各工作组工作
,

保持和委员

的联系

出版不定期简报
,

报道国际上有关

的动态及国内有关情况

第八条 委员会的主席
、

副主席
、

秘书长均实行

任期制
,

每届任期三年
,

可连任一届 为使委员会充

满活力
,

实行每届至少替换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

主

席
、

副主席通过选举产生

第九系 委员会委员的调整由常务委员会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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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有关
.
所以

,

虽然玉米秸栽培料的菇体转化

率比麦秸栽培料的低
,

但其氮素增加率和物质消耗

均高于麦秸料
,

其原因可能即在于此
.

斗
.
资源利用与经济效益 目前农业生产较好的

农村
,

秸秆大量积存或在 田间直接烧掉
.
大量积存

于住房和村庄附近
,

成为火灾的危险 因素
.
在田间

烧毁
,

浪费了大量资源
.
如将这些秸秆栽培侧耳属

真菌
,

一般情况下
,

每公斤千栽培料可产鲜菇 0
.
, 公

斤
.
以每公斤鲜菇售价2 元计

,

则每公斤秸秆加上

少许化肥和人工管理
,

产值可达 l元左右
,

增值许多

倍
.
收鲜菇后灼余料中粗蛋白质含量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
.
据测定

,

未栽培侧耳菌的棉籽壳料含粗蛋

白为 5
.
71%

,

栽培侧耳菌收获两潮菇后的余料中含

粗蛋白为 14
.
13 一2 0

.
87%

.
未栽培侧耳菌的麦桔

料含粗蛋白为 5
.
70 %

,

栽培侧耳菌收两潮菇后的余

料
,

含粗蛋白为 6
.
82 一9

.
“%

.
未栽培侧耳菌的稻

草料含粗蛋白为 5
.
67%

,

栽培侧耳菌收两潮菇后的

余料
,

含粗蛋白为 11
.
郊一16

.
55 %

.
未栽培侧耳菌

的玉米秸料含粗蛋白为 2
.
98 %

,

栽培侧耳菌收两潮

菇后的余料
,

含粗蛋白为 8
.
59 一13

.
76 %

.
粗蛋白

的提高为进一步的利用提供了氮素营养基础
.

秸秆通过栽培侧耳属真菌
,

不仅获得了高蛋白
、

低热量的菇类食品
,

而且提高了余料的祖蛋白含量
,

是秸杆多级利用的一个较好的环节
。

亭最高
,

亦无减少现象
,

而段各菌间差异不显著
.

同一菌种正不同栽培料
.
扣的夙素增减率 的数理

统计分析表明
,

凤尾菇在棉籽壳和玉米秸中
、

巾
:。
在

棉籽壳和麦秸中差异显著 (户< 0
.
0 , ) ; 佛罗里达在

棉籽壳和麦秸甲
、

A E F
Z 。

在棉籽壳和麦秸中差异极

显著(户< 0
.
0 1
)

.
说明栽培料不同

,

通过侧耳属真菌

;的作用
,

氮素增加率是不同的
。

试验中栽培料是未经灭菌处理的
,

除接人侧耳

嘱真葛外
,

还存在着一个原料上附生的微生物体系
。

侧耳属真菌属于白腐菌类
,

它们具有降解纤维素和

木质素的能力
。

由于侧耳属真菌的降解作用
,

其降

晰
子
产物可为伴生菌提供营养物质

.
氮素的增加和干

物质的消耗与这两个体系的微生物的生长状况及相

致谢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陆师义

教授给予了很大支持
,

并提供了菌种
,

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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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邪页 )

关学会或部门协商确定后并报中国科协备案
.

费用主要由各有关单位承担
,

sc
0 P E 会费 及其 他

费用由多方集资解决
.

第三章 活 动 经 费

第+ 条 活动经费采取多途径集资办法
.
年会

费及秘书处 日常费用主要由科协负责提供
,

挂靠单

位及有关单位补助
.
项目工作组织活动费用由挂靠

华位和有关单位负责筹集解决
,

参加 sC O
PE 活 动

第四章 附 则

第+ 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需经委员会半数以上

讨论通过并报中国科协备案
.
本章程自通过之 日起

开始实施
.

(柯 环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