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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海洋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伊始，就赶上了教育部批准的“面向21世纪海洋科学类专业教
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立项研究。
通过广泛调研、反复研讨，项目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共识：需要为海洋科学类本科生及相
近专业的学生编写一本面向21世纪的共同基础课教材——海洋科学导论。
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对该教材的要求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即它应该具有基础性、系统性、科学性
、先进性和启迪性。
海洋科学导论是为一年级下学期至二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使用的，应面向21世纪为海洋科学类本科生及
相近专业的学生打下宽厚的基础。
鉴于海洋科学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导论”就应充分体现其系统性和科学性。
作为面向21世纪的教材，其内容应具有先进性，其讲述应具有启迪性，在培养学生崇尚创新精神和注
重实际能力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力求从地球科学系统看海洋科学体系，而对海洋科学本身，则以其体系为
主线，系统阐述海洋科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主要成果，同时又注意介绍各分支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互作用、交叉和渗透。
海洋与大气、卫星海洋遥感、中国近海的区域海洋学等新章节的设置，各分支学科近年来的主要进展
和最新成果的介绍，对各分支学科发展态势和方向的启迪式展望等，是我们进行的新尝试。
在提高学生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等方面，虽未单独编写一章，但在各分支学科的有关章节
中，均有意识地强调了这方面的内容；尤在第四、第九、第十一及第十二章中，更给以较多的篇幅。
作为教材，本书每章均附有思考题或练习题以供复习或选作。
为使读者查阅方便，各章也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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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被列入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也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全书共分十二章，即绪论、地球系统与海底科学，海水的物理特性和世界大洋的层化结构，海水的化
学组成和特性，海洋环流，海洋中的波动现象，潮汐，海洋与大气，海洋生物，海洋中的声、光传播
及其应用，卫星海洋遥感、中国近海的区域海洋学。
与以往的同类教材相比，新增了三章，即海洋与大气、卫星海洋遥感和中国海的区域海洋学；其他各
传统分支学科的内容也有较多的更新。
关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虽未单独成章，但在有关章节中均有意强调了这方面
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海洋科学类本科学生及相近专业学生的基础课教材，亦可作为相近专业的教学参考用
书，对从事相近专业的科技人员或有关行业的管理人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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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士筰，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曾任青岛海洋大学副校长，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一、二、三届委员，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海洋组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
员，高等学校海洋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青岛海洋大学物理海洋研究所所长。
科研方向是物理海洋学和环境海洋学。
主要著作有：《风暴潮导论》、《物理海洋数值计算》。
科研项目“浅海风暴潮动力机制和預报方法的研究”及“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输运过程的研究——一
种三维空间弱非线性理论”分获第二届及第四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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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地球科学　1.2　海洋这发展史　1.3　中国的海洋科学第二章　地球系统与海底
科学　2.1　地球的基础知识　2.2　海与洋　2.3　海底的地貌形态　2.4　海底构造与大地构造学说
　2.5　海洋沉积　2.6　海底矿物资源　2.7　古海洋学与全球变化研究第三章　海水的物理特性和世
界大洋的层化结构　3.1　海水的主要热学和力学性质　3.2　海冰　3.3　世界大洋的热量与水量平衡
　3.4　世界大洋温度、盐度、密度的分布和水团第四章　海水的化学组成和特性　4.1　海水的化学组
成　4.2　海水中的二氧化碳系统　　4.3　海气界面的气体变换　4.4　海水的中的营养元素　4.5　海
洋的化学资源第五章　海洋环流　5.1　海流的成因及表示方法　5.2　海流运动方程　5.3　地转流
　5.4　风海流　5.5　世界大洋环流和水团分布第六章　海洋中的波动现象　6.1　概述　6.2　小振幅
重力波　6.3　有限振幅波动　6.4　海洋内波　6.5　开尔文波与罗斯贝波　6.6　风浪和涌浪　第七章
　潮汐　7.1　潮汐现象　7.2　与潮汐有关的天文学知识　7.3　引潮力　7.4　平衡潮　7.5　潮汐动力
理论　7.6　风暴潮第八章　大气与海洋　8.1　地球大气的平均状态　8.2　海洋上的天气系统　8.3　
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第九章　海洋生物　9.1　海洋生物的环境分区　9.2　海洋生物多样性　9.3　海
洋生物生态类群及生物地理学　9.4　海洋生态系统　　9.5　海洋环境中的若干生物学过程　9.6　海
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第十章　海洋中的声、光传播及其应用　10.1　海洋声学概说 10.2 声波的基本
理论 10.3 海洋的声学特性　10.4　浅海中声传播理论和典型水文条件下的声场特征　10.5　海洋原环境
噪声　10.6　海洋声学方法遥测和反演海洋参数　10.7　海洋的光学性质　10.8　海洋中的辐射传递理
论　10.9　水中能见度　10.10　海洋激光雷达及其应用　10.11　水下电视第十一章　卫星海洋遥感第
十二章　中国近海的区域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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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1.1 地球科学海洋是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科学属于地球科学体系，为
此，先对地球科学体系作一简略介绍。
1.1.1 地球科学体系在苍茫的宇宙之中，迄今只发现地球上有人类繁衍生息，这不能不说是地球的独特
与幸运。
地球科学就是以人类之家一一地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
从不同角度对地球内外不同圈层和范围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各个学科，则是地球科学体系的分支和组成
部分。
由于地球科学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深入研究其某一部分的学科便不断形成、发展，有的则逐渐分化而
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
与此同时，基于地球各部分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特别是不同学科或方法的互相借鉴、交叉与渗透，
遂不断形成一些新的交叉或边缘学科。
这样一来，地球科学便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及相关学科，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科学体系。
目前占优势的观点认为，地球科学主要包括地理学、地质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固体
地球物理学，而环境科学和测绘学也与地球科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的学科。
所谓地球表面，通常是指地球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和人类圈（又称智能圈）相互交接的
界面。
广义的地球表面，上自大气圈对流层顶部。
下至岩石圈沉积岩层底部，厚度可达30～35 km。
狭义的地球表面，则指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的交接面，上限离地面不超过100 m，相当于对流层近地
面摩擦层下部——地面边界层，下限为太阳辐射能可到达的深度；由于这一深度在陆地不超过地下30
m，在海洋不超过水下200 m，所以狭义的地球表面的厚度，一般不超过200～300 rn，但这却正是生物
和人类活动最为集中也最为活跃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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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科学导论》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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