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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7月台湾海峡西南部海域的上升流与冲淡水观测

陈照章, 胡建宇, 朱  佳, 孙振宇
(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根据 2005 年 7 月台湾海峡西南部海域 CTD 观测数据, 绘制出相关温盐分布图, 分析了调查期间该海域的

温盐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调查期间东山海域、南澳海域以及台湾浅滩东南侧海域存在明显的上升流现象; 在近

岸上层, 一股较强的冲淡水从西南部进入该海域并影响至台湾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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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upwelling and diluted water in southern

Taiwan Strait during July, 2005

CHEN Zhao-zhang, HU Jian-yu, ZHU Jia, SUN Zhen-yu

( S tate K ey L abora tory of Marine Env i ronmental S cie nce , X iamen Univ ersi ty ,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T D data o f the southern Taiw an Strait obtained during July 2005, the sect ional

dist ribut ion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the studied area w ere draw n and analyzed.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 ( 1) upw elling appear ed near the coastal areas of Dong shan and N an. ao and around the T aiw an

Bank; and ( 2) in the upper layer, f resh w ater came from the southw est and tongued into the invest igated

ar ea, affect ing the Taiw an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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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海峡南部海域夏季水文特征比较复杂。

已有研究
[ 1 ) 8]
表明, 夏季该海域受西南季风影响,

粤东沿岸水向东北进入该海域, 同时在近岸海区以

及台湾浅滩南侧有深层海水涌升; 另外南海暖水和

黑潮水也影响着该海域的水团分布。为了研究台湾

海峡浮游植物对海洋环境年际变动的响应, 厦门大

学课题组在 2004 ) 2007年连续 4年夏季对该海域

进行了综合调查。本文根据 2005年夏季航次的调

查资料, 主要分析和探讨该海域的近岸上升流和冲

淡水现象。

1  调查海区站位分布及调查仪器

2005年 7 月 4 ) 15日, 厦门大学利用 / 延平
20 号科学考察船, 在台湾海峡西南部海域进行了

为期 12天的水文、生物、化学调查, 共完成 CT D

站 55个, 设 4个主要断面。具体调查海区、站位

及部分断面设置见图 1。所用仪器为美国海鸟公司

生产的 SBE19 CT D。

图 1  研究海区 2005年 7月调查站位

F ig1 1  Survey stations in studied ar ea in 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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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盐断面分布特征

研究海区共设 4个断面, 自北而南断面分别

为: A1 ) A9、D1 ) D9、B1 ) B9、C1 ) C9。图 2

依次为自北向南的 4个断面的温度、盐度分布。

从图 2中的 T1、T 2、T 3、T4 可以看出各断

面的温度分布特征, 其中明显的特征之一为: 在近

岸区为冷水区, 中下层水温普遍低于 23 e , 并且

其等值线分布基本呈外海深层向近岸中上层倾斜的

图 2  各断面的温度、盐度分布图

F ig1 2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distr ibutions a long each se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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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说明在调查海区存在外海深层冷水向近岸中

上层涌升的现象; 特征之二, 在台湾浅滩外缘的

A7、D7、B7测站附近也观测到了深层低温海水涌

升的现象; 特征之三, 在近岸与浅滩外缘之间的中

部海域, 如 A4 ) A5、D4 ) D5、B2 ) B5、C3 ) C5

测站之间的中上层海洋, 基本为高温海水所占据,

其水温普遍高于 29 e , 与近岸区冷水和浅滩冷水

存在显著的差异, 属不同性质的水团。

在断面盐度分布方面(图 2中的 S1、S2、S3、

S4) , 也存在着与温度分布相似的特点。在近岸区

和浅滩陆坡外缘盐度值高于 34 的等盐度线向近岸

中上层倾斜, 说明在近岸和台湾浅滩外缘有深层高

盐水的向上涌升; 同时在近岸与浅滩外缘之间的中

部海域, 如 A3 ) A5、D2 ) D5、B1 ) B6、C2 ) C4

测站之间的中上层海洋, 则为盐度值低于 32 的低

盐海水所占据; 自南而北的 C、B、D 断面中部上

层等盐度线呈 /凹0 状分布, 且各断面的 /凹0 型

等盐度线密集程度呈自南向北减低的趋势, 它的最

低盐度值依次位于 C3、B2、D4, 可以看出低盐水

势力在最南端的 C 断面最强, 往北则逐渐减弱,

同时有往浅滩方向扩展的趋势。上述特征表明, 在

调查海域离岸 30海里左右的海洋上层存在一股冲

淡水自西南向东北流过, 其低盐核心并不是想象中

的离韩江口近些的测站如 C1、B0, 说明此低盐水

来源不是韩江, 而是调查海区南部近岸方向的低盐

冲淡水。

一般认为在季风和地形的共同作用下, 粤东及

闽南-台湾浅滩在夏季存在上升流, 这已为多数调

查研究所证实[ 1 ) 8]。本次观测得到的温盐断面分布

图也印证了在近岸及浅滩陆坡外缘有低温高盐水的

涌升现象。本次温盐断面分布图的另一个特征 ) ) )
离岸低盐冲淡水来源, 则少见深入探讨, 一般认为

该低盐水来源于韩江[ 5] , 但此次观测发现的低盐区

核心位置及离岸 30海里处的西南-东北走向特点的

这种分布态势与韩江冲淡水似无关系。

3  温盐平面分布特征

根据 2005 年 7 月以及 2007 年 7月该海域的

CTD大面站资料, 分别绘制了 5m 层和 10m 层的

盐度平面分布图(图 3)。

从 2005年 7月的 5m 层和 10m 层的盐度平面

分布图(图 3a、b)可以看出, 在东山和南澳近岸海

域有盐度高于 34的高盐水, 而在调查海区西南部

( 1161 8bE, 221 5bN )离岸约 30 海里处有一盐度低

于 271 5的低盐水自西南向东北呈 /水舌0 状延伸,

图 3 盐度平面分布图
a. 2005年 7月 5m 层; b. 2005年 7月 10m 层; c. 2007年 7月 5m 层; d. 2007年 7月 10m 层

Fig1 3  H or izonta l distributions of salinity at 5m layer ( a) and 10m layer ( b) in

July 2005 and 5m layer ( c) and 10m layer ( d) in Jul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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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一部分盐度低于 321 5的低盐 /水舌0 向东
延伸到台湾浅滩, 并且盐度逐渐升高, 表明有一冲

淡水从调查海区西南方进入, 并向东北方向延伸,

同时与周围海水混合变性, 盐度逐渐升高。这股冲

淡水势力强, 最低盐度低于 271 5, 流幅宽约 30 海

里, 影响厚度最大达 20m。

与 2005年 7月的观测相比较, 2007年 7月观

测站位主要分布于台湾浅滩西侧近岸海域。该海域

的 5m 层和 10m 层的盐度平面分布 (图 3c、d) 表

明, 汕头 ) 南澳 ) 东山近岸一带海域高盐特征比较

明显, 盐度值高于 34, 甚至在汕头附近高于 341 5;
与此同时, 在调查海区西南方( 117bE, 221 5bN)离

岸约 30 海里处, 5m 层也有低盐水 (盐度低于

321 5)侵入, 其方向也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东北方

向, 另一方向是东南台湾浅滩方向, 而在 10m 层

这种低盐水则不太明显。

比较 2005和 2007两个年度同月份同海区的观

测结果,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 ( 1)汕头南澳 ) 东山

近岸上层高盐区的面积 2005年比 2007年小, 主要

原因是 2005年冲淡水的强度和影响范围均较 2007

年大, 密度较小的冲淡水覆盖于海表面形成稳定层

结, 从而导致了部分近岸底层高盐水无法涌升到表

层; ( 2)受较强珠江径流的影响, 从调查海区西南

方向进入的低盐冲淡水, 2005年 7月观测的低盐

冲淡水的强度和影响范围较 2007年 7月的观测结

果强得多, 主要原因在于 2005 年 7 月广西、广东

遭受历史上罕见连续暴雨, 珠江径流量达到最大,

受此珠江大规模冲淡水影响, 调查海区的低盐冲淡

水强度和影响范围都较大。

关于珠江冲淡水的影响强度及去向值得探讨。

伍伯瑜等[ 4] 认为, 径流量较大的月份, 珠江冲淡水

有一东向分支顺着广东沿岸呈舌状延伸, 其冲淡水

舌根盐度、影响范围及运移方向、冲淡水的垂向厚

度与珠江径流量有很大关系; 肖晖等[ 6]在总结了近

20年台湾海峡水文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认为

分布于台湾浅滩西南部近岸外侧的海水主要受珠江

冲淡前缘水影响, 呈高温低盐的特征; 洪鹰等[ 7] 对

1994年夏季对南海东北部到台湾海峡南部 12个断

面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南海东北部陆架区受

强冲淡水的强烈影响, 在 114b) 119bE 之间完全为
低盐冲淡水所控制。庄伟等 [ 5, 8]在分析了 2000 年 7

月的走航表层温盐和卫星遥感数据后认为, 受珠江

冲淡水影响, 116bE以西近岸海域表层为低盐水团

所控制。上述研究表明, 珠江冲淡水影响范围及强

度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 主要与所在年份的径流量

有很大关系。

根据 2005年 7 月观测期间得到的盐度平面分

布图, 自西南向东北的低盐水舌其 /舌根0 位置离

岸约 30 海里, 其方向与岸平行; 韩江位于汕头,

与观测所见的低盐 /水舌0 位置相去甚远; 同时,

离韩江较近的南澳 ) 东山以南临近海域与调查区低

盐 /水舌0 之间是低温高盐的底层涌升水, 而未见

低盐韩江冲淡水的痕迹。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判定,

观测发现的远岸低盐水舌不可能是韩江冲淡水。从

其低盐 /舌根0 位置及 /水舌0 方向, 结合同时期

珠江发生特大洪水来判断, 此次观测得到的低盐

/水舌0 应该为珠江冲淡水的前缘。

4  结  论

( 1) 在东山、南澳附近以及台湾浅滩南侧海域

上层的低温高盐分布揭示了这一带海域受深层水涌

升的影响。受西南风强度和冲淡水强度变化的影响,

近岸区上层低温高盐水的面积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 2) 在调查海区上层存在低盐冲淡水舌, 该水

舌从调查区西南部离岸约 30 海里处进入, 向东北

和向东方向扩展延伸并影响到台湾浅滩。从这股低

盐水舌的位置、强度和延伸方向以及相对于韩江口

的位置等因素来判定, 我们认为这股冲淡水来源于

珠江冲淡水而非韩江冲淡水。这股冲淡水的强度、

影响范围、扩展方向与珠江径流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当径流强时, 该冲淡水强度增强并且可影响到台湾

海海峡西南海域和台湾浅滩; 当径流弱时, 该冲淡

水强度减弱, 影响范围缩小, 甚至在该海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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