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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北部陆架海域 北邻苏北浅滩 西邻长江口

每年有大量悬浮物质入海 是世界上悬浮体含量最高

的陆架海域之一 ∀东海又是黑潮及其分支 !黄海沿岸

流和长江冲淡水交汇 !混合的海域 构成了东海非常

复杂的环流结构 ∀由河口 长江口和老黄河口 进入东

海的悬浮物质在这样复杂的环流体系中的分布 !运移

便成为东海沉积的重大问题之一 亦是我国陆源物质

如何向东海 !乃至大洋输送的关键问题之一 ∀

有关黄东海陆架悬浮体的分布及向深海区的输

运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 ∀如 杨作升等 年研

究了长江入海沉积物的输运及其入海后的运移

年给出了黄东海陆架悬浮体向深海区输送的宏观格

局 秦蕴珊等 年对南黄海海水中的悬浮体也作了

深入研究 ∀他们都是基于悬浮体含量的实测资料 ∀但

由于测站的取样层有限 不可能获得悬浮体含量的垂

向连续分布 很可能将关键的现象漏掉 造成分析结

果的差异 ∀随着现代光学技术在海洋上的应用 越来

越多的海洋学者利用透光度的分布讨论海洋中的海

流 !水团混合等水文现象 以此作为温度 !盐度等水文

资料的重要补充 ∀另一方面 透光度与悬浮体含量有

着良好的相关性 ≠ 悬浮体含量高的地方 透光度值

小 悬浮体含量低的地方 透光度值大 ∀故可利用透光

度资料讨论海水中悬浮体的分布及运移 从而弥补因

悬浮体含量资料的欠缺而造成的某些不足 ∀

本文所用透光度计光源波长为 透光度计

的信号接入 2 型 ≤×⁄的备用通道 得到的透光

度与温度 !盐度同步 ∀所用资料是 年夏季 ∗

月 在东海的调查资料 站位见图 试图通过分析东

海透光度在夏季的分布特征以及与陆架悬浮体运移

的关系 能够对东海悬浮体分布的机理给出合理的解

释 ∀为叙述方便 在下文中定义透光度值大于 的

水体为高透光度的清水 透光度值小于 的水体为

低透光度的浑水 两者之间的水体为清 !浑水的过渡

带 ∀

东海透光度分布的基本特征

断面分布特征

为讨论透光度的断面分布特征 作者选择了位于

东海透光度分布的夏季特征及其与陆架悬浮体运移的关系

白 虹 华 锋 冯志纲 靳朝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利用 年夏季 ∗ 月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科学 号0船在东海考察的透光

度资料 分析了透光度在东海的分布特征以及与东海陆架悬浮体运移的关系 结果表明

沿 . χ∞北上的台湾暖流宛如一道屏障 将长江的悬浮物质阻挡在 . χ∞以西 长

江口门北面的悬浮物质由于受到长江冲淡水转向和北上的台湾暖流的共同作用 难以继续贴

岸南下 台湾暖流和黄海暖流很可能是黄海沿岸流携带的悬浮物质不能继续向深海输运

的主要原因 两支流似乎也起到了屏障作用 将悬浮物质阻挡在 . χ∞以西和 . χ 以

北 温跃层的存在是底层高悬浮体含量的海水难以到达表层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东海 透光度 悬浮物质 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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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调查海域站位分布及陆架环流示意图

ƒ ⁄ ∏ ∏√

∏

图 透光度 实线 和温度 ε 虚线 在 断面 和 断面 上的分布

ƒ ⁄ ∏ ∏ ε

黄东海交界的 断面 即 χ 断面 和位于长江口

外 !沿东南方向延伸至 β χ∞的 断面 ∀从 断面

的透光度分布 图 实线 上可以看出 β∞以东

深度小于 的表层 透光度值均大于 然后随

深度逐渐减小 形成透光度跃层 ∀在 β χ∞附近和

β∞以西的底层 透光度值很低 小于 ∀在

β χ∞附近 有一透光度相对高的水体将上述两低

透光度水体分开 ∀ 断面的透光度分布 图 实线

表明 长江口外底层的透光度值很低 最低值可达

并呈舌状沿陆坡向东南延伸 而在深度大于 的

上层 透光度值大于 的等值线沿西北方向可抵达

β χ∞附近 ∀

水平分布特征

透光度的水平分布 图 清楚地表明了东海的

大洋清水和近岸浑水的分布以及清 !浑水的边界 ∀呈

舌状分布的清水大致沿 β χ∞由南向北渗入 在表

层 图 清水舌前锋可抵达 β 附近 在 层

图 退缩到 β χ 附近 而到底层 图 则

已退缩到 β 附近 ∀清水由东沿陆坡向西北方向扩

张的范围从底层向表层呈增大趋势 ∀在底层 长江口

外存在明显的两个低透光度舌状分布 分别指向西南

和东北 ∀除长江口外的透光度低值区外 在 β χ∞

β 附近还有一低透光度分布 最低值约为 前

锋 透光度值为 的等值线 可扩展到 β χ 附

近 ∀

讨论

上述透光度的断面分布表明 低透光度的水体基

本上位于近岸和底层 并存在明显的跃层 该跃层 图

中实线 的上界在 断面 β∗ β χ∞范围内大

约位于水深 处 在 断面 β χ∗ β χ∞范

围内大约位于水深 处 ∀比较该断面的温度分布

图 中虚线 可以看出 透光度跃层的上界位置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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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透光度 在表层 ! 层 和

底层 的水平分布

ƒ ∏

∏

跃层的下界位置基本一致 这一现象表明 温跃层制

约了上层水和下层水的交换 它的存在就好像一道

屏障 使来自海底的悬浮体含量较高的海水难以穿

越温跃层 从而使温跃层以上海水的透光度很高 ∀

透光度的水平分布进一步表明了悬浮体的运移

受制于该海域的环流结构 ∀将图 中的中心位于

β χ∞ β 附近的透光度分布与苏育嵩 年

论及的黄海沿岸流进入东海的路径相比较可以发

现 低透光度向南扩展的趋势与黄海沿岸流进入东

海的路径基本吻合 显然 透光度的这种分布是由于

黄海沿岸流携带了大量的老黄河口的悬浮物质进入

东海的结果 换句话说 透光度的分布也可以作为黄

海沿岸流进入东海路径以及黄海沿岸流前锋可能到

达的最南端位置的旁证 ∀但悬浮物质在向深海运移

过程中 受到了东侧的黄海暖流和南面的台湾暖流

的阻挡而被限制在 β χ∞以西和 β χ 以北海

域 ∀自南向北的清水舌表明了台湾暖流的路径 β

以北 两个低透光度水体的分离似乎可以作为具有

大洋清水性质的台湾暖流可抵达的最北位置的证

据 ∀长江口外指向北的低透光度舌状分布表明 受长

江冲淡水转向的作用 来自长江的悬浮物质在出口

门后部分转向北 而长江口门北面的黄河物质不能

贴岸继续南下的原因很可能是受到台湾暖流和长江

冲淡水转向的共同作用 这也证实了赵保仁等

年的观点 即西部的台湾暖流可以北上到 β 附

近 然后汇合于黄海沿岸流又重新折向东南 ∀长江物

质在进入东海后 大多数被限制在 β χ∞以西 这

与杨作升等 年的结果是一致的 其原因很可能

也是西部台湾暖流的作用 ∀台湾暖流就好象是一道

屏障 阻止了来自长江口的悬浮物质向东的运移 ∀

结语

综上所述 不难得到下述结果 沿 β χ∞

北上的台湾暖流宛如一道屏障 将来自长江的悬浮

物质阻挡在 β χ∞以西 ∀ 长江口门北面的悬浮

物质由于受到长江冲淡水转向和北上的台湾暖流的

共同作用 而难以继续贴岸南下 ∀ 台湾暖流和黄

海暖流很可能是黄海沿岸流携带的悬浮物质不能继

续向深海输运的主要原因 两支流似乎也起到了屏

障作用 将悬浮物质阻挡在 β χ∞以西和 β χ

以北 ∀ 温跃层的存在是底层高悬浮体含量的海水

难以到达表层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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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钠浓度对三角褐指藻 Πηαεοδαχτψλυµ τριχορνυτυµ )

ΜΑΧΧ/ Β226 生长及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

梁 英 麦康森 孙世春 于道德

青岛海洋大学海水养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提要 在温度为 ? ε 盐度为 硝酸钠浓度分别为

的条件下 用 ƒ 培养基对青岛海洋大学微藻种质库保存的三角褐指藻 Πηαεοδαχτψλυµ τριχορ−

νυτυµ ≤≤ 进行培养 测定了生长及脂肪酸组成 ∀实验结果表明 在硝酸钠浓度为

时 三角褐指藻相对生长率最高 ∀在 ∗ 之间二十碳五稀酸 ∞° 含量随

着硝酸钠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 ∗ 之间 ∞° 含量变化不大 在 时达
到最高值 占总脂肪酸的 ∀

关键词 三角褐指藻 硝酸钠 相对生长率 脂肪酸

国家 高新技术发展计划项目 2 2 2 号 青岛

海洋大学海水养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报告 号 ∀
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 级学生 ∀

第一作者 梁英 出生于 年 副教授 在职博士 主要从

事生物饵料研究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 ƒ 特别是二十碳五稀

酸 ∞° 和二十二碳六稀酸 ⁄ 等 2 系列高度不

饱和脂肪酸 在营养和医学上具有重要作用 从而日

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许多种类的微藻含有较多的

∞° 或 ⁄ 微藻的脂肪酸组成不仅与微藻的种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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