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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1 年 12 月 24 日至 31 日,

国家科委海洋祖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和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
,

在青岛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海洋科学学术会藩
。
出席这次会藏的

,

有

国家科委海洋粗部分祖具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学术

委具会委具
,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海洋和水产科学研究
、

教学机构的科学家 73 人
,

各有关单位列席会荡的代表 1 00 余人
。
国家科委

、

中央水产部
、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

部和地学部均有代表范会指导
。

会藻期简
,

还有青岛市有关研究
、

教学机构的海洋

科学工作者 1 60 余人参与会荡封渝
、

旁听
。

会荡本着党的“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方针
,

敲真总桔了几年来
,

特别是大跃进

以来海洋料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
,

交流了工作中的一些握脸
、

体会
,

封渝了海洋

科学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

会蒸首先精有关专家报告了海洋科学领域内几个主耍方面的国际动态
,

共提

出了动态报告 1 0 篇
,

介招了海流
、

波浪
、

海洋化学
、

海洋地盾
、

海洋浮游生物
、

海洋

焦类数量变动及潮简带生物生态学的研究现状
,

以及海洋稠查的发展历史和目前

情况
,

然后
,

按学科分物理
、

化学
、

地盾
、

生物四个粗进行宣蔽井射渝专题报告和渝

文
。

生物学祖在榆文宜范的最后一天
,

又分为焦类
、

无脊椎动物和藻类兰个分粗进

行封渝
。

好些老专家还利用会蒸前后的休息时简对各种简题交换了意晃
。

学术封渝及方向任务甜输都是在充分发揭民主的基础上展开的
。

不同学派和

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和年青同志都心情舒幅地发表了各种晃解
,

并对静多简题进

行了热烈卿瑜
。

会上共报告和封渝了榆文 1 04 篇
。

从输文的内容看来
,

既有与国

家袒济建歌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
,
又有对基本理瑜的探封和深入研究

,

专题繁泛
、

丰富多采
,

特别是 15 篇近海稠查报告
,

渝述了我国近海的自然环境
,

温
、

盐
、

密度
、

会上宣菠封渝近海查锢报告和输文百余篇

全次国首海科学学洋术会淮在青岛举行
检成囿果交流铿敏劫
叫从阳任务和癸展方向

卜攫;刊

水系
、

海流
、

潮波系梳等的分布状况以及海底地形

的主耍特征和不同海区里海底沉积类型的分布蝙

廓及其物盾祖成的一般清况
。

不仗为国家耀济建

殷提供了宝贵安料
,

而且也为今后进丫步深入研

究指明了方向
。

物理海洋学粗报告的 5 篇揣文
,
引起了参加

射瑜的代表们的普遍重视
。

在海洋环流与大气环

流之简的关系的封渝中
,
明确了大气不断从悔洋

中获得热量
,

婚加了大洋西部的气象
、

气候状况的

复杂性
。

海洋化学粗在甜瑜中提出的一些渝文都
·

与国家当前的樱济建殷有着密切的联系
。

有些榆

文提出的研究方法对今后开展海洋稠查的定量分

析工作很有帮助
。

还有几篇瑞文集中甜渝了有关

标准海水的制备及氛度侧定等基本尚题
。

海洋地

质学祖对渝的海洋地盾桔构
、

海岸地貌
、

砂矿沉积

等方面的希文
,

大部分是年青地盾学工作者的研

究成果
,

如关于粤西海滨砂矿的分布
、

粤西沿海地

盾矿产以及淤泥质海岸潮简浅滩的形成及其分类

等方面的报告
,

都引起了参与封渝的科学工作者

护弓的很大兴趣
。

海洋生物学祖封瑜的范围非常广泛
,

其中豹

有一半的时简
,

集中地射渝了海洋动植物区系
、

大

黄焦种拿生物学以及海带遗传育种等三方面的简

题
。

海洋动植物区系方面有输文 石篇
,

樱过热烈
’

射流
,

对动植物区系研究的内容与进行区划的原

HfJ 和标准有了一定的敲撒
,
强碉了区系的研究应

建立在生物分类学
、

地理学及生态学三个分支学

科的基础上
,

特别重耍的是对不同性盾种类祖成

此例的分析
,

此外
,

还提出了以历史发展观点来进
行区系研究的重耍性

。
。

焦类学方面的 7 篇希文
,

对大黄焦的种拿生态学作了此较系梳而全面的仔

袖分析研究
。

海带遗传育种方面的 7篇瑜女
,

代表

了一个新方向性的工作
,

为开展其他樱济藻类的

类似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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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粗在封渝中对我国海洋科学及其分支学科

今后几年内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也取得了比蛟一致

的意晃
,
强稠了海洋科学的粽合性与分支学科之

简的相互协稠和密切联系是迅速发展我国海洋科

学的重要关键
。

在学米封湍中
,

还有一些简题在

看法和见解上肯未取得一致意见
,

会蒸也本着“求

同存异
, ,

的精神
,

留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

封
。

从这次会藏宜藏封瑜的专题稠查报告和渝文

内容可以看出
,

我国的海洋科学在解放后十多年

来
,

特别是大跃进以来
,

捅过近海洞查
,

不仅积果

了大量的宝贵查料
,
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海

洋科学工作者
,

获得了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

成果
。
因此

,

可以献为
,

这不仅是一次总精研究成

果
、

交流工作握脸的会素
,

也是我国海洋科学队伍

首次胜利会师而又为攀登海洋科学技术高攀的誓

师大会
。

会寨井希望全体海洋科学工作者加强对

焉列主义的学习
,

加强协作和学术交流
,

耀值发摄

艰苦奋斗
、

自立更生的精神
,

更紧密地团精一致
,

为争取我国的海洋科学尽快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

平而努力奋斗
。
(邓昂)

宣策封箫学衡箭丈24 篇井封箫名旬衡豁概念

全国海洋动植物区系学术抽文衬希会在青岛召开

为建立我国海洋动植物区系理瀚奠定初步垂础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于 1 9 ‘2 年 6 月 功 日至 14 日 ,

在青岛召开了一次

海洋动植物区系学术甜渝会
。

出席会慧的代表有

来 自广州
、

厦阴
、

杭州
、

上海
、

南京
、

北京
、

青岛等沿

海省市海洋科学研究
、

教学机构的教研工作者 80

余人
。

会上
,

宣孩封瑜了 2 4篇渝文
。

会裔在豁渝

过程中
,

始胳育穿了党的
‘

恤百
,

仿针
,

充芬发摄

了学术民主
,
不渝老专家或年青的海洋科学工作

者都毫无拘束地锡所欲言
,

值抒己晃
,

有“鸣”有
‘

净
” ,

封渝会始桩洋溢着紧张
、

愉快地交流觅解和

充分自由地探封学术简题的气氛
。

海洋动植物区系的地理学研究
,

过去在国内

做的很少
,

而且在国际简
,

对动植物区系区划的原

则也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

概念和名祠术藉的应

用很不一致
。

我国自解放以来
,

由于广太海洋科

学工作者对生物的稠查及分类研究进行了比较全

面而系就的工作
,
因而开始有了开展海洋动植物

区系地理学研究的初步基础
。

在这次封瑜会上
,

由于 各方面意晃的充分发择和种种学术观点的普

温交流
,
不仅渝文的水平有所提高

,
而且使参与会

藩的青老海洋生物科学工作者对动植物区系的区

划研究
、

区系和生物地理学之简的区别及联系以

及进行这方面研究对更好地开发
、

利用我国海洋

查源的实际意义
,

有了更加明确的贰撤
。

在对海洋温度带划分以及我国近海动植物区

系的温度带属性简题的豁渝中
,

比较一致地敲为
,

把海洋划分为暖水带几温水带
、

冷水带
,

并在三个

带下面划分两个小的温度带 (热带
、

亚热带
、

暖温

带
、

冷温带
、

寒带
、

亚寒带)校为合适
。

好些老专家

和年青同志还提出大量的科学查料
,

瑜征了我国

筏海海洋动植物的生态面貌和区系性盾
,

一致款

为我国黄海沿岸属于暖温带性 ;东海(藻类因查料

不够偷未确定其属性)和南海近岸属于亚热带性 ;

东海和南悔外海及台湾
、

海南两岛的东南部分属

热带性
。

对区系等极的划分
、

区系的温度性盾与区系

生物种拿之简的亲椽关系原先也有着一些不同的

看法
,

争喘商榷后
,

也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晃
。
明

确了区系的温度性盾与区系生物种拿亲椽关系是

两回事
,

并且敲为区系等极应划分为 “界” “区”

“省”三极
,

同时还应注意根据分类等极的高低来

确定其特化等极
。

这次会藩提出的 24 篇瑜文
,

都是近几年来所

获稠查查料分析研究的重耍成果
。

动物区系地理

学的 15 篇输文
,

使与会者感到兴趣的
,

在脊椎动物

方面有
,
中国海洋焦类区系区划和蝶形目焦类地

理分布与区系特征 ;
.

无脊椎动物方面有
,

黄东海

底栖动物区系的特比
、

中国趣济蟹类区系
、

黄海多

毛类环节动物
、

海南岛桥虫类
、

中国海软体动物区

系区划
、

黄东海拍尾甲壳类〔虾类 )以及东南海夏

足类和中国蔓蛇尾类 ;原生动物方面有
,

浮游有孔

虫
、

杆毛虫等
。

植物区系地理学方面的 9 篇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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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与会者感到兴趣的有
,

海藻区系分析研究的

一些简题
、

中国海藻区系的初步植物地理学
,

管枝

藻目以及紫菜
、

江薄属的植物地理学与黄海角毛

硅藻属的区系研究等
。
从渝文的内容看来

,

动物

学方面
,

从低等原生劲物到高等脊椎动物都有渝

述
,

植物学方面
,

包括了豁多种藻类
,

墓本上弥补

了趁去被熟为我国海洋动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是
“室白”的缺陷

。

会裁对海洋动植物区系地理学中

一些概念和名刹术萧的含意简题
,

也都取得了比

菠一致的冤解
,

为我国海洋动植物区系地理学的

深入开展
,
从而建立我国自己的海洋动植物区系

地理学的理渝体系羹定了初步的良好基础
。

科学

家仍一致敲为
,

这次学术封瑜会的成就
,

表明了我

国的海洋动植物区系地理学已握从无到有
,

目前

正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着
。
(邓昂)

太平洋科学会激有关海洋学的报导

1 9 6 1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6 日在美国的植香山召开

了第十届太平泽科学代表会激
,

出席本属会裁的
,

有来

自50 个国家的的 2 70 0 名科学家
,

其中
,

苏联科学家有 49

毛
,

苏联海泽刹查船
“
勇士号

”
也开到了檀香山港

。

这次会裁衬瀚了涉及到太平泽地区的物理学
、

海徉

学
、

生物乳 地盾学等等尚题
。

会罐的基本工作形式为

拿部和分学部的封瀚会以及各专题特别衬希会
。

出席第

十届科学代表会裁的学部有 9 个
,

分学部 19 个
,

如梅泽

李分部
,

地壳学分部
,

海泽生物学及涌业学分部和湖沼

学与淡水涤业学分部
,

自然地理学分部和太平泽各岛屿

的区域地理学分部等
。

会罐共攻到豹 l
,

。00 篇报告
,

苏联学者佣提出 巧 0

多篇报告
。

地球物理学部举行的专题时盼会
,

衬韵了下列固短
:

南极的研究情况
,

大气层总循环的巨大变化
,

太平律热带

气旋
,

高空天气物理学
,

季风的气候学
,

借人造地球卫星

所获得的气象数据
,

梅哺
,

太平泽赤道地带的梅水环流
,

太干泽北部的水团徊流
,

大平洋北部的深层水团徊流
,

梅
必

泽学仪器制造方面的最新成就
,

在海泽学中利用放射性

同位素的情况
,

太平泽的地形及梅底沉积物
,

太平泽永

域的地壳
,

火山作用及火成输与地壳变形类型的关系
。

会淤期简梅举学者俩最感兴趣的是梅洋学 (包括水

文学)
,

气象学
,

海泽地厦学
,

放射性及梅洋生物学等方

面的报告
。

水文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太平举梅水

的动力学
,

尤其是关于 cr
o m w ell 流

,

关于内波
,

关于示

路原子的利用简题
,

以及关于在梅徉学蔺查中使用新方

法和新仪器等的报告
。

还有某些报告是即明海啸的研究及其预告方法 的

制定
。

关于梅水的动力学的报告中包括了温度及盐度 的

大量实际测定材料
。

从宣甜的报告来判断
,

美国及日本

在研究深层流方面广泛地利用着放射性碳 c “示踪水团

方法
。

与此周时
,

仍然利用中和浮力伪中性浮标和降落

伞
。

为了箭算深层流还采用普通的动力箭算方法
。

美国笋剧附的一系姗报告是阴密太干泽电部和 北

部深层环流尚题及表层流尚题
。

H a r r y S tu a r t
(美国) 的报告

“

海泽学研究的新途

径
”
介招 了美国水道测量船

“
先锋号

”
于 工9 6 1 年夏季在

阿留申攀岛地区所获得的重力测量的初步桔果
。

R o b e r t R e n
即11 的报告

“
1 9 0 0一1 96 0 年简美国在太

平律进行的水道测箱工作
”
提供了关于美国各主管部阴

在太平泽的制图发展史概念
。

大部分关于海泽化学的报告是涉及水化学 特性 的

分布简愚
,

例如 sc ri pPs 海泽研究所工作人具的二篇报

告
,

闹远了过渡性的亚北极低盐高氧水团的形成 朋 题
。

水文学者佣最感兴趣的是 c加w 博士所展示的带有金

属外壳的塑料水深测量器
,

容积为 加。升
,

以及 自动化

和半自动化测定盐度及含量的仪器
,

分光光度静及摄影

量热器
。

气象学方面最有趣的是关于太干牟巾部 所 稠
“
干燥地区

”
形成报告

,

以及用火箭在 75 公里高空测定

的气温及风速
、

风向的报告
。

美国学者的某些报告乃是基于借助气象火箭 及 人

造卫星所珊定的桔果
。

美国学者另一些有趣报告是阐述

梅洋地质学周题 : v
.

Ba cc o m : “
大单底部拈探草案的实

境两跟
” ,

D
.

Mo r o “

大泽底的锰桔核
" ,

F
.

sh ep a r d
“

近

两万年来海面的上升砚象
” , B

.

Re
x n
itc he r’’借潜水球研

究禹利安海沟的情况
”
及其它等等

。

这里还应当提到 日本学者的二篇报告 : 星野
“

与 日

本毗建的大洋地区水下地形的研究朋题
”
及井出和 筑

“日本东北部大陆斜坡的起源、

在大多数情况下
,

所提出的报告都是基于利用最新

方法和装备而进行研究的最近查料
。

尤其勘叮用迥声

测深仪及其他高灵敏度声学仪器
,

以及重力和磁力测定

等地球物理方法
。

美国学者 Po e e :
及 E w in g 的理韵性报告中包括太

平泽表层地肉构造差异的新资料
。

梅津地厦部分的某些报告具有特徐的价植
,

近年来

人俩在这些方面利用专阴的船只和新型的地球物理 仪

器进行着十分积极的研究工作
。

其中易有头等重要意义

的有如下各部分:



1
.

大牟底的钻探 ;

2
.

借潜水球探究大洋底 ;

3
.

水下山脉的祥翩研究 ;

4
.

大洋中的地球物理研究 (重力测量
,

磁力测量
,

地

震学
,

古磁学) ;

5
.

借新方法 (同位素 B e 上。, 5 1
3 , , (之工4 黔法

,

蹼法
,

颗石虫
,

放射虫的研究
,

有孔虫的精翻碉查及其它)进行

沉积物的地层学研究 ;

6
.

借示踪原子研究海洋中的各种过程
。

放射性方面最有趣的是宫木(日本)的报告
“

大泽 中

的人为放射性
” , C oc hi (美国)

“

大洋中天然放射性
”

及

R o u te r

(新酉兰)
“

梅洋学中的 e 14 , , 。

海洋生物学方面应当提出的有 I
·

e e

(美国)关于重

复作用的自动化浮游生物网模型的报告
,
H 、d y (英国)

关于在北大西 牟稠查时利用浮游生物作为指示 生 物 的

报告
,
H ub bs 和 Ro

s

en bl at (美国) 关于赤道流对急类

分布的影响的报告
, K n

ox (新西兰)关于潮简带生态学

及生物地理学的报告及 E beb in g (美国) 关于海徉学条

件对于次深海区兔类分布的影响
。

静多报导是圃述测定及分析水层区及底栖 动 物 区

系的新方法和仪器
。

最有趣的是叙述装备着同时进行水下摄影 的海 底

采泥器新式模型的报告和关于用在捕捞大型深 水动 物

区系的圆雄形网 的报告 (这种网不用棍索放到海底
,

当

牵引网的金属重锤到达梅底时
,

就自动地脱离网
,

这时

网就受固定在网框上的桶浮子的作用
,

迅速上浮
,

然后

利用雷达寻得孩网的所在)
。

按照会撬裁程的安徘科学家佣参晚了
“

勇士
”

号的

水文学
,

水化学
,

海洋地盾学
,

气象学
,

水光学
,

浮游生物

及底栖生物
,

地震声学
,

同位素和海洋技术等实脆室
。

“

勇士
”

号稠查船上的人具参观 了由于开会而停泊 在 檀

香山港内的儿艘美国稠查船
“

先锋
, ,

号
“

M a r ys v
ill

, , 、 “

查

理十世
”

及
“

Gi 1ebu
r t’’ 等这些隶属各不同机构的船只进

行着各种专题稠查
,

这些碉查首先 旨在于在大洋的某一

定部位研究物理范畴的尚题
。

除一般棕合性的定点水文

稠查之外
,

还利用最新式的 自动化装备使人俏能够迅速

地研究梅牟及大气的物理特性
。

例如
,

在
“

M盯ys v ill
”

号

上按装有测热仪
,

它能在船只行墩中 自动地靓录 3 00 米

以内浅海
,

每 10 米水平范围的温度
。

在
“
先锋

”

号
_

L装备

有重力测量仪进行重力测定工作
,

精确度达 3一5 毫伽
。

利用专阴的拖曳装备 自动地测定磁爆
。

遵疲进行 深 水

层声速
、

温度及压力测定的仪器也是极有意义的
。

会蔽期简参加国际印度牟碉查队的国家还对 在 印

度洋使用的仪器进行 了共同校准工作
,

苏联学者柯具列

茨
一

米什克(K o 6几e H 价M
H 山K e

)等人参加了
“
G

a s
k o e n , ,

号

(澳大利亚)及
“

勇士
”

号上测定原始生产力及浏定海水

中含氧量及无机盐含量等仪器的献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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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r 江a 只o B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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