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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全国海洋界 甚至世界海洋界瞩目的中国海洋 计划终于在

年 月份正式启动了∀ 这一/ 九五0期间我国新增选的一个重要高技术领域

中的海洋高技术又分成三个领区 海洋监测技术 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探

查与资源开发技术∀ 这三个领区中项目计划的实施成效 将对我国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总体目标的实现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故此 国家科委专设了三个海洋领

域主题专家组 构建了该领域计划管理系统和实施机构 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立项

原则∀这些原则是 有限目标 突出重点 具有技术创新能力 并对提高我国

海洋高技术国际地位!增强综合国力有重要作用 对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难

点!热点!重点问题有重大积极影响 对培育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现代化改造

有积极推动作用 创新!效益并重 提高 计划的显示度 技术路线可行∀
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否 / 九五0是关键 而此间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即进入决战阶段 由此可见海洋高技术研究的重要程度∀ 为使读者更多地了解我

国海洋 计划的一些情况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0 本刊从是期始 陆续刊登

有涉海洋 的相关文章 以期推动此项事业的发展 还望不负本刊的使命∀

Ξ  化学传感器 ≤ 的研制是现代信息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实现海洋环境的现场检测

化学传感器是当之无愧的 它能在海洋现场传递有关

化学信息 从而为海洋学的自动现场监测提供前提∀

近年来化学传感器的研制发展迅速 至今国际上已举

行过 次化学传感器会议∀ 即

年 ≤ ≥2 日本福冈 ƒ∏ ∏ χ

年 ≤ ≥2 法国波尔多 ∏ χ

年 ≤ ≥2 美国克里夫兰 ≤ √ χ

年 ≤ ≥2 日本东京 × χ

年 ≤ ≥2 意大利罗马 χ

年 ≤ ≥2 美国盖得斯堡 ∏ χ

年将在北京举行 ≤ ≥2 χ 化学传

感器会议∀ 化学传感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

学 ) ) 化学传感器学 ≤ ≥ ∀

在化学传感器中 化学参数传感器尤为重要 目

前世界各国都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如 年英国

政府资助的 家传感器研究开发机构 其中 从

事化学传感器的研究∀ 国际化学传感器研究的热点集

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特殊功能高选择性敏感材料的开发

材料是传感器研制的关键 敏感材料是传感器材

料的核心 对于化学传感器来说选择的包覆材料 ≥ 2

√ 特别重要 其关键技

术取决于选择性吸附层的物理化学特征 如最近德国

已研究了 种不同包覆材料对水体中物质的响应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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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微型传感器的研制

石英晶体天平 ± ∏ 可检

测液体中的多种组分 其质量取决于外包涂层选择性

的吸附层 ≤ √ √ 及界面的质

量 有机涂层种类!厚度!涂覆工艺是技术关键∀

 光纤化学传感器

ƒ 2 用相干图像纤维制

成的光纤化学传感器可分析化学物质 还可进行图像

传输 上千根直径为 Λ 的光纤束制成光学阵列传

感器 再进一步利用人工神经网

络和模糊逻辑技术 ∏

∏ 可识别 ≅ 种以上的化合物 并可检

测气味 电子鼻 ∀

当然化学传感器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有关其他方

面 如仿生化学传感器等 在这里不再赘叙∀

关于海洋化学传感器 其应用最广的是 ⁄ !× !≥

三个传感器 就使用来看主要靠进口 可以说我国生

产的 ⁄ !≥ 传感器均不过关 主要的问题是使用寿命

短 随时间的飘移大 国外进口的 ⁄ 探头又不容易

标定 致使 ≤ × ⁄ 上的 ⁄ 传感器成为空摆设∀可以说

海洋化学传感器仍无法用于海洋研究 已严重阻碍了

海洋污染与生态环境的直接检测 海洋化学传感器的

研制开发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最近美国

公司与国内厂家联合生产出准确度达?

放深 的 ⁄ 传感器∀ 2 主题 ⁄ 传感器

的研制应借鉴这方面的经验∀

传感器 其研制应用较晚 对于浅海环境

检测 复合玻璃膜电极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但对于几

千米的深海 尤其是配合 ≤ × ⁄ 使用 则玻璃膜 传

感器的应用受到压力的限制∀所以 对于深海 传感

器应在测量原理上改变∀对于增养殖环境的 测量

应在目前的 复合电极基础上经过改装!复配!信号

传输可以研制成海洋污染 生态环境检测 传感器∀

价硫传感器是至今没有大范围应用于海上测

量的传感器 原因就在于对 价硫在增养殖污染与

生态环境检测中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只在

是近十几年才给予关注∀ 所以 价硫传感器在海洋

中需花费大力气研制解决∀目前 仅有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的宋金明等发表了一系列海区海水及沉

积物间隙水中 价硫的研究成果 对 价硫传感

器的研制有相当的基础∀

氨氮传感器是目前海洋环境研究中尚未解决的

一个器件 目前国内外研制的 2 传感器主要是

对氨氮选择性不高 造成测量结果的准确度降低∀ 海

洋 项目中氨氮传感器的研制开发应首先对氨氮

的检测原理构思新的思路 在新的原理指导下 对

2 的检测实现较高的选择性 以提高测量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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