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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东部沿岸低营养盐维持高生产力的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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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东部沿岸海水中 2 含量全年在 ∗

Λ 2 在 ∗ Λ ° 2°在 ∗ Λ 而浮游

植物量维持在 ∗ ≅ 个 ∀在长江口外 2 在

∗ Λ 系 年资料 年增加近 倍 2

在 ∗ Λ ° 2°在 ∗ Λ 浮游植物量在 ∗

≅ 个 ∀显然 胶州湾东部沿岸海水中 2 较长

江口小约 部 而浮游植物量却反而大约 倍 ∀

在胶州湾东部沿岸 高浮游植物量与低 2 的月变

化 相互呈反锯齿形关系 表明 2 对浮游植物生长有限

制作用 而同时表明其他理化条件适宜 ∀但在长江口 却是

高 2 与低浮游植物量相对应 而在江口外 处

则高浮游植物量将 2 消耗趋于 ∀这是因为江口水浑

影响光合作用 限制了浮游植物生长 ∀

由此可见 胶州湾东部沿岸无大河 营养盐主要来自生

活污水及污水中有机碎屑的转化 逐月分散补充 且其他生

态环境条件适宜 因而形成低营养盐与高浮游植物量的反

锯齿形对应关系 ∀这也应是胶州湾青岛沿岸低营养盐维持

高生产力的机制 ∀高低乃相对而言 并非是规律性的反映 ∀

这好比有两个同样大的水库 一个在夏季暴雨时注满

水位达 每月用去 到第 年夏季补充前用完 总用水

量 ∀另一个雨量分散 每月补充 也用去 而全年逐

月注水量之和也是 总用水量也是 但其水位每月都

不超过 决不会像第 个水库那样达 ∀如若高水位造

成渗水 则其总可用水量反而不到 ∀这个类比 也许易于

从逻辑上理解 第 个水库的低水位高供水 与胶州湾低营

养高生产 具同样的逻辑关系 ∀ 本文编辑 张培新

另外 水样中含有的盐水比例 ϖ ς可近似看成

与氯离子浓度成正比 ! 可用氯离子浓度与常数的积

≤ # χ表示 则上式可简化成下式

Ψ= Κ # Ξ+ Χ+ Ζ # Κχ# ≈ κσ − Κ # ξσ + χσ)

= Κ # ÷ Κ # ≤

式中 Κ Κχ# ≈ Κσ − Κ # ξσ + χσ)

对于每组监测数据 ≤ ⁄ 与 ≤ ⁄≤ 和氯离子浓

度的监测值分别用 Ξ, Ψ, Ζ表示 ∀ ≤ ⁄≤ 与 ≤ ⁄ 换

算值分别用 Ψχ!Ξχ表示 ∀由 式可见

Ψχ= Κ # Ξ+ Κ # Ζ + Χ

同理对换算 ≤ ⁄ 可得

Ξχ= Κχ Κχ # Ζ + Χχ

式中 Κχ Κχ Χχ为用 ≤ ⁄≤ 和氯离子浓度的

监测值换算 ≤ ⁄ 值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 ∀

由以上讨论可见 采用 式的形式表示

≤ ⁄≤ 与 ≤ ⁄ 相关关系适合于 混合情况较好或距

排污口有一定距离 !水团经过充分混合的区域 含有

的还原性组分差异不大的水域 如鸭绿江断面监测可

满足关系式 由于 式充分考虑了陆源水与海水

的差异 ! 采用 ≤ 离子浓度作回归参数特别适合于海

水与淡水混合水域 ∀而对于污染物组分差异较大的不

同排污口附近的水样式 的前两项不可以作如此简

化 因而计算值与监测值偏差大 ∀另外 对于不同的水

域由于其还原性组分的差异 导致回归系数有所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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