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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极政治问题的多角度探讨》获“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资助，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
（港澳台办公室）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联合项目资助。
全书共十章节，内容包括南极政治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框架、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制度、南极政
治中的资源问题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极政治问题的多角度探讨>>

书籍目录

第一章南极政治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框架 第一节南极政治的由来 第二节南极政治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框
架 第二章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制度 第一节南极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南极法律体系与《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第三节南极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第三章南极政治中的资源问题 第一节
南极生物资源问题 第二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反南大洋Iuu捕捞活动策略分析 第三节南极矿
产资源问题 第四节南极冰山利用问题 第五节南极微生物资源问题 第六节中国未来南极资源开发利用
的政策探讨 第四章南极政治中的环境问题 第一节保护南极环境的重要性和南极环境政治的发展 第二
节南极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南极政治中的南极科学研究问题 第一节国际地球物理年（IGY）的
开展与《南极条约》的签署 第二节南极科学在南极条约体系发展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南极科
学研究是各国实现南极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 第六章南极政治中的军事问题 第一节南极的军事价值 第
二节南极非军事化面临的挑战 第七章南极与国际组织 第一节联合国与南极政治的关系 第二节非政府
组织对南极政治的参与和影响 第八章部分国家的南极政策 第一节美国的南极政策与《南极条约》的
形成 第二节俄罗斯（苏联）的南极政策 第三节英法德的南极政策 第四节印度的南极政策 第五节澳大
利亚的南极政策 第六节新西兰的南极政策 第七节阿根廷、智利的南极政策 第八节日本、韩国的南极
政策 第九节马来西亚的南极政策 第十节各国南极政策分析 第九章中国与南极 第一节中国的南极之路 
第二节中国南极考察的成就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第十章《南极条约》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向 第一节
《南极条约》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南极条约》的未来走向及分析 参考文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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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南北两极是不是各负其责？
南极洲是否主要担负着南半球的热盐交换？
确实，南半球的热量交换主要发生在赤道与南极洲之间，以南太平洋为例，西风漂流一秘鲁寒流一南
赤道暖流一东澳大利亚暖流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洋流单元，与北半球的洋流系统隔赤道相望。
但全世界科学界近40年的研究证明，南北半球气候存在洋流连接，通过深层海水的经向（南北方向）
流动，两个半球保持着长期的温度变化联系，即使是南半球最短暂和微弱的温度变换也通过经向深层
洋流影响着北半球的气候。
2006年11月份的世界权威期刊《自然》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
从中可以发现，南极地区对全球气候系统有着重要影响。
当然，南极对世界气候的影响极其复杂，人类至今仍未充分了解其机理，但它在全球热对流中的作用
却是相当明显的。
 南极洲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它还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通道。
地球上生物的新陈代谢、动植物体的分解以及人类工业化活动，都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排人大气中，
二氧化碳气体若无休止地增长下去，温室效应就会愈演愈烈。
但地球上的碳总量一直保持着动态平衡，多余的二氧化碳哪去了？
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通过海洋的物理
一生化过程，以固态碳的方式向海洋深部转移。
就是说海洋浮游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体，这些浮游生物又
被消耗者吞食而进入食物链旅行，最终先后死亡而沉积在海底。
这就是所谓的“碳循环”。
 低纬区的热带海洋，由于海水中二氧化碳的溶解度低以及海洋中生命活动旺盛，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很弱，甚至成为二氧化碳的释放区；而高纬区的极地海洋则是二氧化碳的强吸收区。
占全球面积20％的南大洋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吸纳库，寒冷气候条件及冷水环流使那里的海水含有
丰富的氧和营养盐，可以供养庞大数量的浮游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碳循环有重大贡献。
例如仅南极大磷虾粪便的碳含量就相当于整个海洋其他地区的二氧化碳吸收量，磷虾粪便则是依靠吸
收二氧化碳生长的南大洋浮游植物的转换物。
所以，当人类要想大规模捕捞磷虾时，也应虑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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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极政治问题的多角度探讨》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极政治问题的多角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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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