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海洋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化学海洋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2775346

10位ISBN编号：750277534X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陈敏 海洋出版社  (2009-08出版)

作者：陈敏

页数：2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海洋学>>

前言

《化学海洋学》是海洋化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肩负着提供给人们认识海洋、开发海洋、保
护海洋、管理海洋的海洋化学方面的重要知识。
《化学海洋学》的编著者陈敏教授近20年来主持与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
家“973”计划、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科技攻关计划、国际极地年中国行
动计划等共计33项课题的研究，通过解读海洋中固有的或外加的同位素信号，揭示各种海洋学过程及
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在海洋颗粒有机碳输出通量、海洋生物固氮作用、极地海域碳循环、胶
体态铁的生物可利用性、水团组成的同位素表征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洋化
学研究经验，并对海洋化学的学科前沿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近几年来，他负责讲授《化学海洋学》课程，在使用郭锦宝老师主编的《化学海洋学》教材进行讲授
的过程中，他努力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与途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讲授的内容，并注意倾听学
生的意见和反映。
在科研与教学两方面的深入实践和积累，为他编撰新的《化学海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化学海洋学》备课的过程中，广泛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的出版物，为其博采众长提供了
重要的借鉴。
经过几年的摸索、积累和反复修改，新的《化学海洋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厦门大学海洋化学
教材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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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海洋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海水化学组成、海水中的溶解气体、海水中二氧化碳一碳酸盐
体系、主要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海洋中的痕量金属、海洋有机地球化学和同位素海洋化学
等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色有三点：其一是在化学海洋学经典理论基础上，融入学科发展的新内容；
其二是强化了与物理海洋学、生物海洋学、海洋地质学相关的内容，充分体现学科交叉的特点；其三
是在相关章节以知识链接的方式给出所涉及的一些概念、原理、历史等的解释或描述，以利于读者对
相关知识的理解及知识面的拓展。
《化学海洋学》可作为海洋科学本科生的基础教材，同时可供从事海洋科学、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
领域的科教工作者及有关高等院校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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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海水的化学组成2.1 引言从太空俯瞰，地球是蓝色的，就像一颗宝石漂浮在沉沉夜空。
覆盖地球表面的辽阔水域在阳光作用下，形成了宝石般的蓝色。
在整个太阳系，地球是唯一拥有如此大量液态水的星球，这正是地球的独特之处。
在地球整个46亿年的大部分历史中，水一直是生命的摇篮。
最早的生命形式在水中开始演化，陆地、水中的各类生物都是从海洋开始它们演化的旅程。
唯有因为水及其特殊的组合性质，地球上的生命才有存在的可能。
2.2 海洋的形成2.2.1 宇宙的形成距今约140亿年前，一个比针尖还小的点发生大爆炸，宇宙从此诞生。
大爆炸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在大爆炸的第1秒钟，产生了引力和支配物理学的其他力；不到1分钟，宇宙的直径已有1 600万亿km，
而且还在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热量，温度高达1 000万℃，足以引起核反应，进而产生
较轻的元素，主要是氢、氦和少量锂。
3分钟后，98％目前存在的物质就产生了，物质粒子摆脱了能量的束缚，开始自发地排列起来形成现在
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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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学海洋学》：全国高等院校海洋类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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