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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生命的摇篮，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她，孕育着经济的繁荣，见证着社会的发展，承载着人
类的文明。
步入21世纪，“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成为响遍全球的号角和声势浩大的行动，中国——
一个有着悠久海洋开发和利用历史的濒海大国，正在致力于走进世界海洋强国之列。
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唱响蓝色经济的今天，为了引导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地认识
和了解海洋、增强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意识，鼓励更多的海洋爱好者投身于海洋开发和科教事业，以海
洋类图书为出版特色的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依托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科和人才优势，倾力打造并推出
这套“畅游海洋科普丛书”。
    中国海洋大学是我国“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不仅肩负着为祖国培养海洋科
教人才的使命，也担负着海洋科学普及教育的重任。
为了打造好“畅游海洋科普丛书”，知名海洋学家、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教授担任丛书总主编；
著名海洋学家文圣常院士、管华诗院士、冯士□院士和著名海洋管理专家王曙光教授欣然担任丛书顾
问；丛书各册的主编均为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
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科学精神、朴实又不失优美的文笔编撰了丛书。
    作为海洋知识的科普读物，本套丛书具有如下两个极其鲜明的特点。
    丰富宏阔的内容    丛书共10个分册，以海洋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翔实的资料为基础，从不同视角，
多侧面、多层次、全方位介绍了海洋各领域的基础知识，向读者朋友们呈现了一幅宏阔的海洋画卷。
《初识海洋》引你进入海洋，形成关于海洋的初步印象；《海洋生物》《探秘海底》让你尽情领略海
洋资源的丰饶；《壮美极地》向你展示极地的雄姿；《海战风云》《航海探险》《船舶胜览》为你历
数古今著名海上战事、航海探险人物、船舶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奇异海岛》《魅力港城》向你尽显
海岛的奇异与港城的魅力；《海洋科教》则向你呈现人类认识海洋、探索海洋历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人物、机构及世界重大科考成果。
    新颖独特的编创    本丛书以简约的文字配以大量精美的图片，图文相辅相成，使读者朋友在阅读文
字的同时有一种视觉享受，如身临其境，在“畅游”的愉悦中了解海洋⋯⋯    海之魅力，在于有容；
蓝色经济、蓝色情怀、蓝色的梦！
这套丛书承载了海洋学家和海洋工作者们对海洋的认知和诠释、对读者朋友的期望和祝愿。
    我们深知，好书是用心做出来的。
当我们把这套凝聚着策划者之心、组织者之心、编撰者之心、设计者之心、编辑者之心等多颗虔诚之
心的“畅游海洋科普丛书”呈献给读者朋友们的时候，我们有些许忐忑，但更有几许期待。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给那些向往大海、热爱大海的人们以惊喜和收获，希望能对我国的海洋科普事业
作出一点贡献。
    愿读者朋友们喜爱“畅游海洋科普丛书”，在海洋领域里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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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蓝色国土”深入人心，海洋科教机构的建设与发展愈发受到重视。

翻开《海洋科教》(作者世青、李旭奎)，你可纵览海洋科学的发展历史，领略世界杰出海洋学家的风
采，体味世界著名海洋科教机构的魅力，感受重大海洋研究成果与海洋科考活动创造的欣喜与激动！

《海洋科教》介绍了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古海洋学研究、海底热液活动、海洋极端生命现象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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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德星，男，山东省无棣县人。
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青岛海洋大学物理海洋学博十，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校长、教授。

吴德星教授现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球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第三、四
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吴德星教授长期从事物理海洋学研究，曾获省部级多项奖励。
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由韩国总统李明博授予“大韩民国宝冠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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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海洋科学的建立时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海洋科学注重对海洋的综合考察，形成
了众多理论体系并取得许多研究成果，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1)达尔文1831～1836年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对海洋生物、珊瑚礁进行了大量研究。
英国人罗斯1839～1843年进行了环南极探险。
1872～1876年英国“挑战者”号环球海洋考察被认为是现代海洋学研究的真正开始。
“挑战者”号在三大洋和南极海域的几百个站位，进行了多学科综合性的海洋观测，在海洋气象、海
流、水温、海水化学成分、海洋生物和海底沉积物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使海洋学从传统的自然地理
学领域中分化出来，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
这次考察的巨大成就引发了世界性的海洋调查研究热潮，很多国家相继开展大规模的海洋考察。
1925～1927年，德国“流星”号在南大西洋的科学考察，第一次采用电子回声测深法，揭示了大洋底
部并不是平坦的，而是像陆地地貌一样变化多端。
    (2)英国人福布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了海洋生物分布图和《欧洲海的自然史》；美国人莫里
于1855年出版《海洋自然地理学》；达尔文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
这三部著作被誉为海洋生态学、近代海洋学和进化论的经典著作。
同时，各基础分支学科，如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和海洋生物学的研究在大量科学考察
资料的基础上，也取得显著进展，发现和证实了一些海洋自然规律，如海洋自然地理要素分布的地带
性规律、海水化学组成恒定性规律、大洋风生漂流和热盐环流的形成规律等。
由著名海洋学家斯韦尔德鲁普、约翰逊和弗莱明1942年合作写成的《海洋》一书对此前海洋科学的发
展和研究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概括，被誉为海洋科学建立的标志。
    (3)1925年和1930年，美国先后建立了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1946年苏联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1949年英国成立国立海洋研究所。
这些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也是海洋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
    3．现代海洋科学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    这一时期，海洋科学得到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许多国际海洋科学组织相继建立。
政府间组织如1960年成立的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问海洋学委员会，1992年成立的北太平洋
海洋科学组织；民间组织如1957年成立的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1966年成立的国际生物海洋学协会、
海洋地质学委员会等。
    (2)国际海洋合作调查研究大规模展开，如1957～1965年的国际印度洋考察、1985～2003年的大洋钻
探计划、1990～2000年的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计划、2001～2010年的全球海洋生物普查等。
    (3)重要突破屡见不鲜。
板块构造学说被誉为地球科学的一场革命；海底热液的发现，使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地球化学获得新的
启示；大洋中尺度涡的发现，促进了物理海洋学的发展。
大洋环流理论、赤道潜流系统、热带大西洋和全球大气变化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等的研究都获得重大进
展。
    (二)海洋科学的研究体系和分支学科    1．海洋科学的研究体系    (1)基础性学科研究，直接以海洋的
自然现象和过程为研究对象，并探索其发展规律。
    (2)应用性技术研究，研究如何利用海洋造福人类。
    2．海洋科学的分支学科    (1)基础分支学科。
海洋学是研究发生在海洋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貌等各种自然现象和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
互联系的科学。
海洋学是地球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按其研究对象的不同，通常可分为物理海洋学、化学海洋学、生
物海洋学和地质海洋学四个基础学科。
物理海洋学主要研究潮汐、波浪、海流等为主体的海水运动的物理特性，以及温度、盐度、密度等海
洋基本要素的分布及变化；化学海洋学致力于探讨海洋环境中发生的化学过程，包括海水和生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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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化学物质的组成、结构、存在形态、相互作用、变化转移的规律，及其分布、分离、提取和利用
等；生物海洋学所研究的是海洋生态系、群落结构、动态变化、生物生产力和水产养殖；地质海洋学
涉及的是海洋的地质地貌、洋盆构造、海底矿产资源、海底沉积物的形成过程和有关海洋的起源及演
化。
四个基础分支学科既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互相渗透，不断萌生出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海洋地球
化学、海洋生物化学、海洋生物地理学、古海洋学等。
另外，海洋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早期，具有明显的自然地理学方向，着重于从自然地理的地带性和
区域性的角度研究海洋现象的区域组合和相互联系，以揭示区域特点、区域环境质量、区域差异和关
系，形成了区域海洋学。
    (2)应用分支学科。
海洋科学基础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是整个海洋科学的理论基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
工程等生产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与日俱新，在海洋科学研究中就逐渐分化出一系列技
术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和专业技术研究领域，如卫星海洋学、渔场海洋学、军事海洋学、航海海洋学、
海洋声学、光学与遥感探测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环境预报以及工程环境海洋学等。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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