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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观测》

内容概要

《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内容简介：原位、实时观测技术的发展，正在使海洋科学从“考察”
向“观测”转变，海底观测系统作为地球观测的第三个平台，是实现此项转变的基本手段，已成为发
达国家近十年来海洋科技前沿的新热点。《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本系统阐
述海底观测系统的科学专著，是上海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筹)和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在
多年资料收集与汇总基础上的集体成果。
《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的特色在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从科学家的视角归纳技术进步在科学
中的应用，是国际知识和国内实践的结合。全书从科学和技术结合的角度，全面阐述国际海底观测系
统的科学价值和应用实例，简要介绍其关键技术，综述当前国外发展现状和经验教训，最后提出我国
发展海底观测网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海底观测系统的建设，《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可供我国从事海底观测相
关工作的科研、技术和管理人员参阅，将有助于建设立项的正确导向，有助于各单位建设海底观测系
统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海底观测标志着海洋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为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开启了
新方向。因此，《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不仅是广大海洋科技界人士及有关师生的重要读本，
也值得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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