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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届海洋遥感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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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学会和中国海洋湖沼学会隶属的海洋遥感专业委员会于 1 9 8‘ 年 斗月 H 一州 日在杭州 召

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海洋局
、

国家科委
、

国家气象局
、

中国水产科学

院
、

航天工业部以及部分高等院校等从事海洋遥感研究的 3 斗个单位的 ” 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
。

这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6 4 篇
,

宣读和交流了学术论文 到 篇
。

国家海洋局科技情报研究所吴克

勤
,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陆志刚
、

航天工业部 , 01 所姜林山和山东海洋学院关福民先后在大 会

上作了题为
“
中国海洋遥感技术现状” 、 “

气球遥感” 、“
卫星海洋遥感方案的设想”和

“
海洋遥感十年展望

”

的报告
,

使与会代表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海洋遥感的现状及主攻方向
。

其余的 50 篇论文分别在六个 分

组会上进行了宣读和交流
。

这些论文
,

内容涉及遥感技术在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及开发利用
、

河

口和近岸地区的悬浮泥沙运动
、

浮冰监测以及海洋渔情预报方面的应用
。

我国海洋遥感技术研究始于七十年代中期
,

略晚于西方国家
,

至 七十年代后期
,

已形成初具规模的

海洋遥感科研队伍
,

分散在海洋
、

渔业
、

交通和高等院校等许多部门
。

近年来
,

我国在开展海洋遥感物

理
、

波谱测量
、

信息处理方法以及海洋要素遥感方法等基础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方面
,

均取得了显著成

绩
。

自 1 9 7 8 年以来
,

我国有关部门还从北至南开展了一系列沿海航空遥感飞行
。

许多实例证明
,

遥感

技术在海岸动力地貌及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我国海洋遥感工作现主要集中在

陆架水域
,

待八十年代后期卫星资料收集系统及资料库建成之后
,

可望在海洋渔业
、

远洋导航
、

沿海开发

及大
、

中尺度海洋物理学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
。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大多数是中
、

青年科技工作者
。

讨论会上
,

学术空气浓厚
,

气氛活跃
。

代

表们一致认为
,

发展海洋遥感技术是跟踪国际新技术发展
、

改变我国环境科学落后面貌
、

改革海洋调查

与科学研究陈旧方法的根本措施
。

在今后如何进行海洋遥感研究工作专题讨论的基础上
,

代表们向有

关部门建议 : (l) 尽快组成专门班子
,

利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总设计
,

提出国家海洋遥感工作的中长期

总体方案 ;(2 )当前的应用及基础研究工作
,

不应完全建立在我国仅有的或今后计划的海洋卫星设想 上
,

应该加强国际交流
,

充分利用人类现有科技成果 ; (3 )合理调整或配置现有的卫星资料处理系统
,

并通过

国际合作取得有关海洋卫星的资料
,
加强我国资源卫星的海洋探测内容部分以参加全球合作交流

,

对基

础研究课题应适当补充经费 ; (4)搞好遥感资料服务工作
。

会议评选出20 篇论文
,

参加今年 n 月在 北京召开的国际遥感技术讨论会
。

会议拟定出版海洋遥感

论文集(英文版)
,

以便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

会议最后还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
,

研究讨论了学会今后的主要任务和组织建设工作
。

(杜荣华)

* 海洋遥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学术讨论会于 19 8 斗年 9 月 5一 7 日在烟台召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