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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自1997年在北京产生至今已届满5年。本届理事会高举

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按照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科协五大提出的要以团结广大科技工作

者献身于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的要求，

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挂靠单位的支持下，坚持以会员为

主体，民主办会，逐步建立起自主、自强和自律的学会运行

机制，以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会改革工作的需要，团

结广大药理学工作者，把我会办成为中国药理学工作者之家

。本届理事会成立不久，1998年在德国召开的13届世界药理

学大会上，经过激烈地角逐，中国药理学会以绝对优势胜出

，取得了2006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的举办

权。以此为契机，带动了本届理事会的各项工作，并取得明

显的进展。汇报如下： 七届理事会工作回顾 一、 成功申办，

积极筹办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 我会是国际药理学联合会

（IUPHAR）会员国之一，IUPHAR每4年举办一项世界药 理

学大会，最近一次是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14届世界药理学大

会。一个国家能举办世界药理学大会，是该国在国际药理学

界的水平和地位的标志。为了提高我国的药理学术水平，扩

大我国药理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宣传我国药理学领域的成

就，提高我国药理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本届理事会成立伊

始，就把申办2006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列为学会工作的重

点，积极进行各项申办准备工作。于1998年向中国科协、卫



生部提交申办2006年会议的申请报告，印发宣传材料，并

给IUPHAR会员国发函，请求支持。此后，我会收到不少国

家的支持信函，并收到IUPHAR秘书长关于不会出现一中一

台问题的信函。同时，卫生部、财政部、外交部、国务院批

准了我会申办2006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的申请。1998年7月

我会派出了以老中青药理学家三结合的申办小组，赴德国慕

尼黑参加在13届世界药理学大会期间召开的IUPHAR会员国代

表大会，竞争2006年会议的申办权。会上有4个国家（瑞士、

土耳其、韩国和中国）参加竞争，最后我会以绝对多数

（69/109）获得申办权。成功赢得2006年世界药理学大会在我

国北京召开，是我国几代药理学家和历届理事会共同努力的

结果。它表明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同时也结束了世界

药理学大会均在发达国家召开的历史。从这时开始，筹备和

举办好这次大会已成为我会跨世纪的头等大事 1999年在西安

召开中国药理学会世纪之交学术会议期间，常务理事会决定

迅速启动2006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的筹备工作。2000年5月

在扬州召开的常务理事会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席会议上

，就筹备工作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决定尽快成立2006年会议

的国家组委会及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并在IUPHAR秘书长和

法国施维雅研究院的支持下，决定派出正、副秘书长组成的

工作小组赴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药理学会向IUPHAR顾问委

员会汇报14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筹备工作的会议，学习美国办

会的经验，广泛听取IUPHAR顾问委员会和美国同行对我们

的建议。工作小组于同年10月正式赴美，并圆满地完成了常

务理事会的嘱托，满载经验和建议回到北京。2000年及2001

年IUPHAR秘书长和主席等先后来京，视察北京国际会议中



心，对该中心的设施表示满意。随后，我会即与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草签了租用会场的协议。2000年11月初步组建了2006

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的国家组委会及下属的学术委员会、

财政委员会、信息出版委员会（详见《中国药理通讯》2002

年19卷3期）。2001年与中国科学技术咨询中心达成共同办会

的意向，并开始2002年7月去旧金山参加14届世界药理学大会

时发出第一轮通知的准备工作。此期间完成了一轮通知的起

草、修改和印刷工作；制作了介绍中国北京风貌、会议设施

和中国药理学会的VCD片和印有中国药理学会和2006年15届

世界药理学大会会标的纪念品；准备了在IUPHAR会员国代

表大会上汇报我会筹备工作的报告等。由于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14届世界药理学大会期间，在中国药理学会展台共发出

了3000余份一轮通知和纪念品，循环播出的VCD吸引了许多

代表驻足观看，许多代表向我们表示2006年一定到中国来。

我会在会员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筹备工作汇报也得到IUPHAR

主席、秘书长和会员国代表的肯定。2002年7月12日在14届世

界药理学大会闭幕会议上，我会代表用热情的语言，精美的

幻灯片介绍了2006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热烈欢迎各国药

理学家届时来北京参加四年一度的盛会。自此，我会筹

办2006年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圆满完成。

等待我们的下一阶段筹备工作更为重要，更加艰巨，全会上

下必须加倍努力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二、积极开展国内外

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药理学会及

下设各专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本

届理事会努力拓宽学术交流的领域，开展各种国内外学术交

流，并努力提高学术交流的水平。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我



会组团参加了第13届世界药理学大会（德国、慕尼黑，1998

）、第14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美国旧金山，2002）、第三届

欧洲药理学术会议（法国里昂，2001）和法中药理学术会议

（法国里昂，2001）。我会还主办了在我国召开的双边国际

学术会议，如中日药理学术会议、中法药理学术会议。最近

，我会还与中华医学会合作，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

在北京举办了中日基础药理和临床药理学术会议。此外，我

会也十分重视海峡两岸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药理及相关学

科的学术交流，曾先后举办过海峡两岸心血管科学研讨会，

京港药理学术会议、海峡两岸及香港三地药理学术会议等。

通过这些学术交流不仅使我们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药理学研

究的新进展，而且也向国外展示了我国药理学研究的成就，

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取得了主办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的经验。为了提高我会主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注意到要采取国际标准办会，如每年举办一次中青年英

文报告会；请国内外著名教授讲授如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

作学术报告、如何制作电脑幻灯片等。每次组团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前，均利用会刊、学会网站对参会人员提出严格要求

，从报告（或展贴）的内容到表达方式均有明确规定，并检

查、落实。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这方面的工作已初见成效

。2001年在欧洲药理学术会议和法中药理学术会议上，我国

药理学家的学术交流水平明显提高，还有数名参加者获会议

颁发的优秀展贴（Post）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我

国药理学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如桑国卫和韩启德

教授先后担任IUPHAR临床药理分会和IUPHAR受体命名委员

会委员。今年7月，林志彬教授当选IUPHAR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是我国药理学家首次进入IUPHAR的决策机构任职。 国

内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除总会举行的学术活动外，专业委

员会、省（市）药理学会和地区药理学会也积极举办各种专

业性学术会议。作为本届理事会的特点之一是总会举办的学

术会议明显增多。1999年10月在西安举办了中国药理学会世

纪之交学术会议，除进行了大会、分组学术交流外，还表彰

了22位资深药理学家，肯定了他们的贡献，为中青年药理学

家树立了榜样。2001年5月在青岛举办了中国药理学会中青年

药理学术会议（英文）暨海峡两岸三地药理学术会议，除进

行海峡两岸三地药理学术交流的代表外，会议参加者的年龄

均在50岁以下，大多数参加者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或高级技

术职称。会议期间由海峡两岸三地的著名药理学家组成的评

委会评出了10名会议优秀论文奖。时隔半年，2002年1月又在

北京举办了中国药理学会青年药理学术会议（英文），近90

名37岁以下青年药理学工作者报名参加，经过认真评选，评

出20名优秀论文奖。此外，总会还举办过一些药理学技术方

法学习班，如神经药理研讨班、抗衰老学习班等。 我会原

有15个专业委员会，经常务理事会讨论本届理事会期间又增

加了海洋药物专业委员会和抗衰老、老年痴呆专业委员会。5

年来各专业委员会共组织学术活动51次，交流论文 3611 篇，

参加会议人数 5006人，评选优秀论文62篇。这些学术活动的

特点是紧密结合本专业发展，又有交叉融合；既有大会报告

，又有分组会议，便于更多人进行学术交流；科研与教学并

重等。 5年来各地方学会如天津市药理学会，江苏省药理学

会，安徽省药理学会、广东省药理学会、福建省药理学会、

广西省药理学会、上海市药理毒理学会、浙江省药理学会、



山东省药理学会、西南地区药理学会、西北地区药理学会均

积极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