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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浮游植物丰度与温度的关系 图 叶绿素 含量与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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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将 以浅温度的平均值与叶绿素 平均

值及浮游植物丰度作图 可看出它们具有密切的相关

关系 图 ∀表明在连续观测期间 随着温度的逐

渐下降 进一步限制了浮游植物的生长 从而导致了

叶绿素 含量的一再降低 ∀

结论

综上所述 冬季 台湾海峡北部营养盐丰富 温度

成为浮游植物生长及叶绿素 含量的主要控制因

素 ∀叶绿素 高值区仅出现于营养盐锋面的高温度水

体一侧 在连续观测中温度的持续下降 导致叶绿素

含量的逐日降低 ∀因此 叶绿素 的分布和变化与

低温低盐高营养盐的浙闽沿岸水及来自台湾海峡南

部的高温高盐低营养盐水相互间的消长 以及与受两

水体影响的营养盐及温度的分布和变化具有密切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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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来环境演变的矿物 2 地球化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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