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 

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 
 

[2015]第 06号 

 

关于召开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度学术研讨会 

暨农业遥感与智慧农业学术研讨会的预通知 

各有关单位、有关专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工程学

会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拟定于 2016 年 4 月 6-8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

开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度学术研讨会，暨农业遥感与智慧农

业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主题为“农业遥感与智慧农业”，旨在探讨遥

感技术与农学、地理科学、土地资源管理等各学科及其技术的融合与

应用，为现代农业、资源环境调查与评价等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现

就研讨会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本次会议主题为“农业遥感与智慧农业”，旨在探讨遥感技术与农

学、地理科学、土地资源管理等各学科及其技术的融合与应用。主要

包括如下主题： 

1、农业定量遥感 

2、农情遥感 



3、农业资源与环境遥感 

4、遥感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与粮食安全评价 

5、低空遥感技术及其在资源环境调查与评价中的应用 

6、高分辨遥感数据在农业中的应用 

7、智能感知与智慧农业 

8、农业资源区划与利用 

    二、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三、会议日程安排 

2016 年 4 月 6-8 日，会期三天。4 月 6 日全天报到，4 月 7-8 日

两天会议研讨，4 月 9 日返程。请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前将会议回执

发至会务组邮箱 yaogan2016@163.com，以便预订房间等。 

    四、会议组织形式 

会议报告包括特邀报告和专题报告。 

    五、会议论文 

    2016 年 3 月 15 日报名时一并提交论文摘要，2016 年 4 月 1 日前

提交论文全文。所投论文经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审稿后，统一组织出

版会议论文集（暂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16年 9月前正式出版）；

同时大会遴选优秀论文推荐到《农业工程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社科版和自然版）》和《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等刊物发表，论



文格式参见各期刊要求。 

    六、会议费用（以正式通知为准） 

1、会务费：会议代表每人缴纳会务费 1500 元，学生凭有效学生

证件缴纳会务费 800 元。 

2、会议住宿自理，标准间 260 元/天左右，单间 320 元/天左右。 

    七、联系方式 

农业区划协会 联系人：谢安坤 联系方式（手机）：15010362651 

农业工程学会 联系人：赵  虎 联系方式（手机）：13521549338 

华中师范大学 联系人：聂  艳 联系方式（手机）：13871531229 

会务组邮箱：yaogan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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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年度农业遥感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暨农业遥感与智慧农业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是否做报告 

报告题目 
报到时间 预计返回时间 

住宿 

（单间或者合住） 

         

         

         

         

         

         

         

注：1、回执务必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前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yaogan2016@163.com。 

 

 

mailto:回执务必于2016年3月1日前发送至会务组邮箱yaogan2016@163.com。


附件 2 

研讨会论文写作规范 

为更好地规范来稿格式，提高稿件质量。请注意来稿有关事项：  

一、文章的五个组成部分  

（一）中英文题名。中文题名不超过 20 个汉字；题名语意未尽，却有必要补充

说明其特定内容时可以使用副标题。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一般以不超

过 10 个实词为宜。  

（二）详细注明作者单位、地址、邮政编码及作者的职务、职称、身份证号码及

资助项目的名称与编号。  

（三）要来有中英文摘要及 3～8 个中英文关键词。  

（四）层次标题。应简短明确，各层次标题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如"1 ……"，

"1.1 ……"等；引言的编码为"0"。  

（五）参考文献  

应为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献，按文内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同时用方括号

将编号标于引文处右上角。文献的作者名称一律采用"姓前名后"形式（外国人名

应缩写）。文后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3 个，具体的著录格式如下： 

 期刊论文 [序号]作者.文章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次（期号）：起--止页

码. 

 专    著 [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第 1 版不注）.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起--止页码. 

 论文集析出文献 [序号]作者.文章名[A].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文章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标准规范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专利文献 [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批准日期. 

 电子文献 [序号]作者.文章名[电子文献/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或可获得

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二、量和单位标注  

本刊将使用国家标准规定使用的单位符号，不再使用单位的中文名称，具体

要求如下： 

常用长度单位：km（公里），m（米），cm（厘米），mm（毫米）  

常用面积单位：km2（平方公里），hm2（公顷），m2（平方米），cm2（平方厘

米），mm2（平方毫米）  

常用质量单位：t（吨），kg（公斤），g（克），mg（毫克）  

常用时间单位：d(日），h(小时），min（分），s（秒）  

常用速度单位：km/h（公里/小时），m/h(米/小时)，m/s(米/秒）  

常用频率单位：MHz（兆赫兹），Hz(赫兹）  

常用功率单位：kW（千瓦），W(瓦）  

常用温度单位：℃（摄氏度）  

三、图和表  

顺序给出图序和相应图题，标目（由物理量及其相应的符号和单位组成）应

与被标注的坐标轴平行，居中排印在坐标轴和标值的外测，标值的数字尽量不超

过 3 位数。采用三线表。除非文章只有 1 个表格，否则就应该有表序。每个表格

应尽量给出表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