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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
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丛书含总论和19个学科领域专题报告，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律、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
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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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太平洋与全球海洋和气候密切联系在一起。
西太平洋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相互作用的纽带海区，也是南北半球中高纬度水体交汇的十字路口。
北极海冰快速融化是现今最重要的地球系统过程之一，在全球海洋系统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南大洋
锋面、水团的变化和冰架的易变性，不仅是气候系统中的重要变化，而且对碳、氮、铁等大洋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都有重大影响。
从全球尺度来讲，西太平洋是全球热量传送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海洋热量、淡水以及物质输送
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西太平洋覆盖第一、第二岛链，不仅是与我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大洋，也是高、低纬区相互作用研究的
薄弱环节，是我国海洋科学走向世界的首选海区。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对西太平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对许多重大关键科学问题的认
识还非常有限，具体体现在：对西太平洋与亚洲边缘海这样一个全球海洋最为复杂的大洋－边缘海多
尺度交换过程与机理缺乏长期的观测研究；对西太平洋－东印度洋多尺度海一气相互作用机理认识及
其对亚洲季风的影响预测亟待提高；对西太平洋与中高纬度海洋－大气关联过程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
响过程与机理有待系统深入地开展研究。
　　该计划拟以西太平洋作为关键海区，以西太平洋多尺度过程为核心，以西太平洋海一气相互作用
、西太平洋与亚洲边缘海相互作用、西太平洋－东印度洋相互作用、西太平洋副热带－热带相互作用
、西太平洋－高纬度相互作用为主线，利用观测、模式、理论及室内实验来开展下列核心科学问题的
研究。
　　1）西太平洋海洋动力过程的多尺度相互作用。
　　2）西太平洋多尺度海一气相互作用及其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3）西太平洋与亚洲边缘海系统的能量物质交换。
　　4）西太平洋与邻近大洋的相互作用。
　　5）西太平洋物理－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相互作用。
　　6）高纬度海－冰－气相互作用及其生物地球化学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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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海洋科学》为2011-2020年我国海洋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主要介绍了海洋科学及其战略地位、国际海洋科学的发展趋势、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现状、学科发展布
局、优先发展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及保障措施和建议等。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
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
律、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调、可
持续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海洋科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海洋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客观
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布局，提出了
海洋科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海洋科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了解海洋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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