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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台湾海峡区最新的海底和海岸地质地貌科学研究成果，简明地阐述了台湾海峡的起源及其沧桑
演变的历史过程。
书中简述了距今2.5万年以来，全球气候冷暖变化对台湾海峡的影响并因此产生环境的变化。
在距今2.5万年以来的全球性的冰期期间，海水退出大陆架区，闽一台之间的洼地成陆时间达1.5～1.6
万年之久，当时的古人往来两岸十分便捷。
海水再次入侵台湾海峡不过是6～8千年的时间。

本书科学资料丰富，观点明确，论据充足，深入浅出，语言简明，书中有许多创新点采用图片明示，
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的广火读者尤其是全球华人阅读，也可作为地球学科和区域海洋学教学与科研的参
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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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爱智，男，福建省仙游县人，1956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貌学专业并被优选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青岛)从事海岸河口学开创性科学研究，1980年厦门大学引进。

50余年来，蔡一直奋斗在中国海岸的第一线上，在克服了各种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地探求和从实践中
求得真知。
先后参加和主持国内外学术会议30余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专著2部。
在海岸沙坝与泻湖的成因理论和保滩护岸原理与科技应用方面获得创新。

1999年3月，蔡最先倡议召开“建设厦一金人桥的沦证会”。
这一倡议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在台湾海峡两岸同仁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厦一金大桥论证会
于2002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
30多年来，蔡一直倾力推动两岸海洋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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