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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综合了国内外大洋钻探最全与最新的知识和成果，可让学生系统了解大洋科学钻探与地学发展
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对人类的深远影响，了解和掌握大科学计划是如何管理和实施的，
大大开阔学生的科学探索视野。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ODP的组织与运作方式，DSDP/ODP与地球系统科学，DSDP/ODP后
继——IODP，大洋科学钻探装备与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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