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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位素海洋学研究海洋各储圈放射性核素和稳定同位素的含量分布、存在形式、来源和归宿，并用它
们作为示踪剂研究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工程问题。
本书分5章介绍了同位素海洋学的基础知识，内容包括地球的圈层结构与元素丰度；环境中的稳定同
位素与放射性核素；海洋环境中的天然放射系核素，包括铀同位素、钍同位素、镭同位素、210Pb
、210Po和222Rn；海洋中的人工与宇生放射性核素，包括90Sr 137Cs 239Pu、240Pu、3H、14C、32Si，
它们主要通过大气沉降进入海洋；海洋中的氢氧碳氮同位素，氢和氧同位素主要用于物理海洋学研究
，而碳和氮同位素则主要用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海洋生态学研究。
    本书可用作海洋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并可供相关的研究者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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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位素海洋学》共分5个章节，主要对同位素海洋学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地球的圈层
结构与元素丰度、环境中的稳定同位素与放射性核素、海洋中的天然放射系核素、海洋中的人工与宇
生放射性核素及海洋中的氢氧碳氮同位素。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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