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千古疑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洋千古疑谜>>

13位ISBN编号：9787543955738

10位ISBN编号：7543955733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作者：雷宗友,朱宛中

页数：192

字数：1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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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千古疑谜>>

内容概要

　　鳍脚英豪如云谜团，大西洋里离奇沉岛，魔鬼三角旷世奇冤，太平洋里的太平洲，这些都是读者
早巳知晓的海洋来瓣之谜。
不过，大多数人或许只知道事情的梗概，并不知道其中的详情。

　　许多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暂伦环球航行，却未必知邀在他们志瓣，郑和早巳作过环球
航行，并且发现了美洲，还绘制了世界全图。
图中不仅有各大洲大洋，就连南北极也清晰可见。
这是真的吗？

　　有人进一步论证，中国和尚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年到过美洲。
甚至更有人说，在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商朝的殷人就曾横渡太平洋，登上了美洲大陆。
这也是真的吗？

　　《海洋人文科普丛书：海洋千古疑谜》叙述这些未解之谜，情节引人入胜。

　　故事扑朔迷离，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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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宗友，海海洋石油局高级工程师，业余科普作家。
曾任上海海洋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长宁区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
出版科普图书五十余部，发表科普文章两百余篇；在中央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及周边
地区开展科普讲座两百余次。
多部科普作品获奖。
其中《海洋牧场》《海洋的秘密》《海空传奇丛书》分获全国和上海市优秀图书奖。
《富饶的海洋》一文入选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
被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授予“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称号，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成绩突出的科
普作家”称号。

　　
　　朱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科研处原副处长。
长期从事海洋水产科研工作及科研管理工作，上海市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农林生物专业委员会水产组
副组长。
业余从事科普写作，参与编写《中国的内海及邻海》《中国海环境手册》《简明水产辞典》《英汉水
产辞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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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微型的GPS　　科学家们做了许多有趣的实验，来观察海豚是怎样利用声呐寻找目标的。
　　人们发现，不管什么时候，海豚的声音总是无休止地在发射着的，就像眼下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不停地发出报文一样。
在做实验以前，尽管水池里没有任何目标，海豚还是每隔15～20秒钟周期性地发出一阵“咻咻”声的
信号，这大概是对周围环境作例行性的探测，看有没有目标，相当于视觉方面的“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目标，它就没有进一步的反应。
然后，又重复这样做。
在发声的间隙里，如果偷偷地从屏幕后把鱼放入池中，它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因为这时它没有进行搜
索，不了解周围的情况。
但当它下一次的例行探索信号发出后，情况就不同了。
由于有可疑之物存在，引起了它的警觉，它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必须进一步探明目标的详情，而例
行性的信号声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于是，它立即改变方法，将信号由原来的间歇性突然转变为连续性。
这等于在用声音进行听觉扫描。
当它用“声能分析器”对接收到的信号经过一番极为迅速的分析后，大致确定了目标的方位，便立即
游过去。
快接近目标时，它的头部便开始左右摆动起来，摆动的轴线始终对准目标，而且愈接近目标，摆动幅
度愈来愈小，摆动频率越来越大。
最后，它的嘴接触到了目标，信号就立即终止。
如果目标是一条鱼，它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吃掉它。
　　这整个过程，和目前声呐的工作过程毫无区别，和GPS定位也很相像。
所不同的是，目前舰船上的人造声呐装置，其体积比较大，准确性也不高，海豚的声呐却远比人造声
呐小巧、精确。
眼下的人造声呐很难区别不同性质的目标。
一只大鲸往往会被误认为一艘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对德、日潜艇的攻击，几乎90%是在没有真正目标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这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20世纪80年代，人造声呐的性能无疑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要好得多，但要将潜艇和鲸区别开来，要
将铁壳船和木壳船区别开来，恐怕还很难办到，而海豚的声呐则能区别一条真鱼和一条同样大小的透
明塑料假鱼。
如果把一条它喜欢吃的较小的石首鱼和一条它不喜欢吃的较大的鲻鱼放在远处让它挑选，它总是去吃
石首鱼而置鲻鱼于不顾。
这就是说，海豚的声呐既能判断目标的大小，又能判断目标的性质。
　　可是，为什么人造声呐不能做到的，海豚的声呐却能做到呢？
有人联想眼睛对颜色的识别过程，提出了海豚声呐识别目标性质的机理，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海豚声呐的频谱分析　　大家知道，白天的太阳光即白光是由各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也就是
说它含有各种波长的可见光谱。
可是，当白光照射红色的表面时，白光中的其他颜色被吸收掉了，只有红色光被反射出来，所以我们
眼睛看到的是红色。
同样，绿色表面只反射绿光，蓝色表面只反射蓝光⋯⋯这样，经过不同颜色的表面反射以后的光谱就
不相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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