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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卫星遥感测地定位技术、计算机数字化技术，以及数字通信和因特网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以测
绘地球为己任的测绘学正在进行测绘技术的全面更新，向社会提供全新的测绘信息产品，包含着更多
、更新和更精细的地球静态和动态信息。
测绘学在地球科学中正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为社会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保护地球环境起着更
为引人瞩目的作用。
　　当今人类正在大踏步迈向信息化社会。
人们要以数字化表达方式来认识地球，就必须创造一个信息化地球，因而产生了“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的新概念。
人们试图在大容量、高速度、低成本的信息技术支持下，使整个地球本身的各类数据实现数字化，流
通于由计算机网络组成的信息高速公路，以求最大限度地达到信息资源共享，这就是数字地球。
数字地球的实现将为人类提供一个信息化、电子化和最详尽的地球百科全书和地球博物馆。
建造数字地球这一宏伟大厦，需要各种工程技术、地球科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等共同增砖添瓦，而测
绘学科将承担建造这个大厦框架，即美国政府计划建设的“地球空间数据框架”，或者说，按地理坐
标标定地球表面的框架性地理信息。
建立在现代空间测地技术基础上的测绘学，将在建立数字地球的科技舞台上一展身手。
　　本书意在向广大读者介绍测绘科学和测绘工作在建造数字地球中的基本作用。
由于数字地球还是一个尚在规划中的全球信息技术战略计划，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超大规模、高复
杂度的信息系统，测绘学在参与实施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技术方案和细节尚在探索之中，因此本书仅以
数字地球为背景，用尽可能通俗的文字展示测绘学科的主要概念和内容，期望以此书增进读者对测绘
学科的了解和关注，鼓励有兴趣的青年读者参与共创我国测绘事业的繁荣，为发展中国的数字地球施
展才华。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杨旭、王正涛、陈新湖、卢建、安娜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有疏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宁津生　　200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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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修建铁路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有关中国铁路的老故事可以写出一部厚书。
但更让人目不暇接的却是铁路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如高速列车、摆式列车、磁悬浮列车、
城市轻轨等。
像子弹一样飞驰的列车可以跨海越洲、钻山入地，而其运行和控制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现代化。
这就是《院士科普书系：21世纪的铁路》为读者展示的21世纪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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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庆焕（1934.10.25－）海洋地质、油气地质专家。
浙江省临海市人.1963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大学获副博士学位。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主持或参与主持“北部湾地质构造和油气远景评价”、“南海北部海洋地质综合初查”、“珠江口盆
地地质构造特征和油气远景评价”、“台湾海峡及围区中新生代地质构造特征油气地质”、“南沙海
域万安盆地油气远景评价”等一批重要地勘和科技报告。
为油气远景评价和突破作出贡献，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主持或参与主持完成“南海地质与油气资源”、“南海北部大陆架第三系”、“南海北部大陆架第三
纪古生物图册”和“太平洋中部多金属结核及其形成环境”等专著编写，为南海地质和大洋矿产资源
研究作为贡献，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李四光地质奖一次，地矿部、国土资源部、中科院科技成
果一等奖各一次。
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大钊，核物理学家。
江苏苏州人。
1935年1月12日出生于苏州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苏州纱缎小学和有原中学就读。
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院科技顾问。
1959年参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提出并发展了一种确定径迹气泡密度、进而鉴别粒子的方法，为鉴
定与分析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解决了关键问题。
60年代初负责轻核反应实验小组，为完成氢弹研制所需部分基础数据的测量准备了条件。
70年代中期及以后负责开辟快中子核反应γ谱学分支学科，并领导热中子辐射俘获与原子核巨共振研
究。
80年代负责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区建设，建成适于进行精细核反应谱学与核结构研究的实
验室。
1990－1995年兼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副主任，负责同步辐射应用并参与建议高性能同步
辐射光源的建设。
近年来负责开展“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的研究工作。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王淦昌，（1907—1998）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
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江苏常熟支塘镇人。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
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
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
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
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
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
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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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
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
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王淦昌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
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
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
，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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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时，在那茫茫大海中，偌大的调查船，简直就像一片瓜瓤。
一般来说，即使在那样恶劣的海况下，调查船也坚持采样作业。
调查者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
　　言归正传，到底如何判断采样器触底呢？
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操纵台上张力计（表）的变化来判断，当该表的指针突变回落（张力
变小）时，表明钢缆拉力瞬时松弛，采样器触底。
另一种方法是在采样器上方70m或100m处的钢缆上安装一个声脉冲发生器，从发生器发出直达波和海
底的反射波，由12kHz测深仪接收，并记录在剖面图上，根据记录的模拟图形，就能准确地断定采样
器离海底的距离。
　　（4）无缆采样　　无缆采样，顾名思义，这一采样方法是无需在采样器上挂着钢缆，而是将采
样器直接投到海里，让其自动下沉到海底，抓获结核后，又自动上浮，再用人工把它捞到甲板上来。
无缆抓斗又称为自返抓斗。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太平洋执行各个航次调查中，均使用美国宾索斯公司制造的4201型自返
抓斗（图3-7）。
　　自返抓斗是自动获得结核的采样设备。
它主要由浮球、压载筒和卸载装置等组成。
投放前，在两个压载筒内，分别装入20kg铁沙（或铁球、铁块）。
抓斗携带40kg重物，克服浮球的浮力，借助压载物的重量下沉到海底。
抓斗座触着海底后，压载物自动卸掉，同时抓网合拢捕获结核。
此时抓斗浮力大于采样器中结核的重量，抓斗便上浮至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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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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