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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技术教程》这本书分准备性内容、海洋基础技术、海洋支撑技术、海洋应用技术四部分：
①准备性内容包含“绪论”和“海洋基础知识”两章。
②海洋基础技术部分安排“水下声学技术”、“水下光学技术”、“海洋遥感技术”和“水下运动物
体动力学”四章。
③海洋支撑技术部分设置“海洋工程材料技术”、“海洋通用技术”、“海洋试验技术”和“海洋装
备设计与集成技术”四章。
④海洋应用技术内容部分，主要在“水下探测技术”、“水下采样技术”、“水下通信与导航技术”
、“水下运载技术”和“海底观测网络”五章进行重点介绍。
最后还设置课堂实验作为附录。
在每一章节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各种技术的定义与范畴的阐述、基本技术内容的讨论，并提出发展趋
势。
而且每章都列出一些思考题和参考文献，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外花时间加强海洋技术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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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光的基本特性 4.2.2光谱 4.2.3光在海水中的传播 4.2.4光探测器 4.2.5光纤特性 4.3水下光学技术应用
4.3.1水下照明 4.3.2水下成像 4.3.3盐度测量 4.3.4粒子成像速度仪 4.4水下光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思考题 参
考文献 第5章海洋遥感技术 5.1海洋遥感技术的定义、发展及意义 5.1.1海洋遥感技术的定义 5.1.2海洋遥
感基本过程 5.1.3海洋遥感技术的分类 ⋯⋯ 第6章水下运动物体动力学 第三部分海洋支撑技术 第7章海
洋工程材料技术 第8章海洋通用技术 第9章海洋试验技术 第10章海洋装备设计与集成技术 第四部分海
洋应用技术 第11章水下探测技术 第12章水下采样技术 第13章水下通信与导航技术 第14章水下运载技
术 第15章海底观测网络 附录课堂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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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5.1.5海洋遥感技术的意义 面对广阔的海洋，传统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更宏观的视角作为辅
助，很容易演变成“盲人摸象”。
海洋卫星就像“天眼”，把整个海洋的情况反映到人类面前，不但范围广而且速度快，可以提供更多
的实时信息。
而且卫星海洋遥感具有传统的船舶、浮标测量方式无可比拟的优点：①可实现长期的大面积同步测量
，且具有很高或较高空间分辨率，能满足区域海洋学研究乃至全球变化研究的需求，以及对海洋环境
的动态观测和长期监测需求；②可实时或准实时提供海洋观测数据，能满足海洋动力学观测和海洋预
报的需求；③可覆盖船舶、浮标不易测量的海区。
正因为海洋遥感具有同步、大范围、实时获取资料的能力，而且观测频率高，可把大尺度海洋现象记
录下来，并能进行动态观测和海况预报，所以海洋遥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随着海洋卫星技术的发展，测量精度、资料的空间分辨能力达到了定量分析的要求，具备全天时（昼
夜）、全天候工作能力和穿云透雾的能力；具有一定的透视海水能力，以便取得海水较深部的信息。
遥感技术已应用于海洋学各分支学科的各个方面。
通过海洋遥感获得的大量海洋环境信息，促进了卫星海洋学、物理海洋学、构造地质学、冰川学、海
洋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生态学、海洋探测学等多种学科的发展，增进了人们对许多海洋现象的认
识。
 海洋遥感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有利于实施海洋污染监测、监视，保护海洋自然环境资源，提高海洋环境监测预报能力；另一
方面可以为海洋资源调查与开发服务，维护海洋专属经济区（EEZ）综合管理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加强海洋军事活动的保障。
 5.2遥感数据获取 根据第5.1节对于海洋遥感三个环节的划分，本章着重介绍数据获取环节，这也是深
入理解整个遥感过程的基础。
 5.2.1 辐射基础 辐射基础主要包括辐射的度量和电磁辐射定律。
 1.辐射的度量 遥感的第一环节，实质上就是对物体辐射能量的测定，这里首先介绍一些常用的基本概
念与术语。
主要概念有：辐射能量、辐射通量、辐射出射度、辐射照度、辐射强度、辐射亮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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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技术教程》研究讨论了“海洋技术”的定义与范畴，同时也厘清了“海洋技术”与“海洋工程
”的区别。
作者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写进了这本教材，按照海洋基础技术、海洋支撑技术和海洋应用技术三个方面
，来组织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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