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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对地球系统的各个组分(固体地球、大气、海洋及生物圈)进行了介绍，还从化学基本原
理出发，介绍了主要化学元素(碳、氮、磷、硫和氧)在这些组分间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并利用
模型对其进行厂数值模拟。
本书的第1章、第2章和第3章依次给出生物地球化学循坏的介绍和基本原理的回顾(即基本的化学概念
、地球系统的相关特点以及系统的关键物理、生物和化学过程)。
第4章介绍了代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数学形式，由一系列微分方程和解方程技巧表示。
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分别讨论并模拟了全球磷、碳、硫和氮的循坏。
第9章综合了磷、碳、硫和氮的循环，并讨论了大气中氧气的稳定性。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较综合全面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参考书，其中的模型程序使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
交互式工作，也可使个人和小组课题在教室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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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板块构造理论描述的是地球大陆和海洋持续移动和重新排列的机制。
该理论的发展和验证无疑是20世纪地球科学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然而，20世纪萌发的板块构造学说实际上依据的是前人长期以来所奠定的智力基础。
对大陆漂移的推测早在20世纪前的许多协议和手稿中就已出现，其中包括17世纪哲学家Sir Francis
Bacon的手稿。
但正式提出了大陆漂移假说的是AlfredWegener。
他在1915年出版的《大陆与海洋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现在的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超级大陆（他称
之为"盘古大陆"），这块大陆在大约2亿年前分裂成几个较小的大陆，并且彼此分离。
虽然Wegener的假说是以大量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和气候学的数据为基础，但是却缺少能够解释大陆
漂移可行的物理机制。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是因为他的假说和当时的地质学教条相对立，他的假说并未被他的同行
所普遍接受。
 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们对Wegener理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通过古地磁测量和海洋学研究收集到的新数据，证明海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或静态的，而是由大洋中
脊向外扩展的。
这种现象称为"海底扩张"。
海底扩张的发现，以及越来越多支持Wegener大陆漂移说的数据，最终迫使地球科学界接受了一个新
的固体地球模型，这一模型甚至比Wegener的大陆漂移说更加具有创新性。
这个模型就是大陆板块漂移模型。
 在板块构造理论中，地球的外壳即岩石圈是由大约20个独立的刚性板块构成的，这些刚性板块在地球
内部地热所驱动的对流作用下沿着地球表面独立移动。
岩石圈板块下方为弹性更大的或液态的地幔，这部分地幔称为"岩流圈"，它为板块提供了有助于移动
的一个足够"湿滑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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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计算机交互式研究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是一本较综合全面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参考书，其中的模型程序使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交互式工作，也可使个人和小组课题在教室外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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