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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声光电波导效应及应用》

内容概要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建设海洋强国，提高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管控海洋的综合实力
，需要我们有效利用各种海洋现象，提升海洋自主创新能力，跟踪和探索海洋领域重大科学问题。海
洋声光电波导效应是海洋中的特殊现象，如何了解并掌握海洋波导现象，实现海洋中声光电的超视距
传播，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本书是“军事海洋学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介绍军事海洋环境
中的海洋声光电波导现象，重点论述由这一现象产生的声光电超视距传播，最终落实到海洋声光电波
导效应的军事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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