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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系统地对海底观测系统进行了定义，并对其主要关键技术进行了介绍，旨在对其内涵、
组成及技术关键展开全面的探讨研究，为我国海底观测系统建设提供参考。
本书内容分为七个方面：一是概述，阐述海底观测系统的分类、构成、功能和意义，并讨论了国内外
海底观测系统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二是观测技术，主要介绍海底观测系统所需的物理、化学
及生物方面的各种观测仪器设备及其数据采集技术；三是通信技术，主要介绍海底观测链及海底观测
网络的有关通信技术；四是海底接驳技术，主要介绍海底观测系统尤其是海底观测网络的接驳技术，
同时介绍了接驳盒的功能、设计和应用等；五是海底观测网络的相关技术，介绍了海底观测网络建设
中的一些主要的相关技术；六是海底观测系统的应用案例介绍，主要介绍国内外海底观测站、观测链
和海底观测网络的典型应用实例；七是后记，作者对我l虱海底观测系统建设的一些建议和思考，试图
给出建设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海底观测系统的设想。
　　本书取材广泛，内容新颖实用。
既归纳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又紧密结合作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海底观测
系统的基本原理、结构组成、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方向。
全书行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并配有丰富的图表，各部分独立成章。
本书适合于广大从事海洋事业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们阅读和参考。
　　本书对海底观测系统的技术内涵展开研究，分别探讨了海底观测站、海底观测链和海底观测网络
的定义和基本组成。
讨论了海底观测系统的关键技术，如通信技术、观测技术、接驳技术等，同时对海底观测网络的相关
技术，如基站技术、布网作业技术和电能供给技术进行了介绍。
本书还介绍了国内外海底观测系统的应用技术和现状。
最后，本书对如何自主建设我国的海底观测系统，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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