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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海洋层结和海洋Brunt-Vaisala频率等基本概念出发，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海洋内部混合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重要的观测实验结果以及若干参数化方法。
本书着重介绍近20年来国际物理海洋学界在海洋内部混合（主要是铅直混合）领域所取得的重要观察
及研究成果，同时介绍了5种海洋内部混合的参数化方法，其中包括作者本人提出的大洋细结构混合
参数化方法。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简述了两个与浅海内部混合相关的研究课题，即浅海内波的遥感监测问题和近岸
海域的泥沙输运问题。
　　本书可供物理海洋专业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使用，同时对于若干相关专业（诸如海气相互
作用科学、海洋生态学、海洋沉积动力学、河口海岸动力学、遥感海洋学及海洋声学等）的科学工作
者和研究生也是一本深有裨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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