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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上升流区营养盐的分布及其通量的初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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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年 月份长江 口 调查资料
,

分析了春季长江 口 上升流现象及其对营养盐分布的影响 初

步估算了春季上升流的营养盐通量
。

结 果表明 在春季
,

低温
、

高盐
、

低溶解氧的上升流稳定存在于
一 , , “ 一 海区的 层和底层之间

,

并可以 涌升到 一 层以上海区
。

上升流

为上层海区输入 了丰富的
一

和相对低浓度的 一 和
一 。

对上升流营养盐通量的计算表明
,

春

季上升流中磷酸盐输送通量远高于长江径流输入
,

可能会成为影响该海区磷酸盐分布以 及浮游植物生长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 因素二 而 氮和硅营养盐则不如长江径流输入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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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
,

人为影响加大
,

水域富营养化

增加
,

中国沿海水质急剧恶化
,

赤潮频发卜
。

东

海赤潮发生次数占全国记录总数的 左右
,

且

的 赤 潮 集 中 在 长 江 口 邻 近 的
,

一
, 、 ‘

一
“ ‘

海域
,

又被称为
“

长江
口 及其邻近海域赤潮多发区 ” 。

陈长胜 认为东海的生态系统 以长江 口和黑潮

生态动力学为特征
,

温
、

盐分布清楚地证实
,

赤潮

高发 区 的海水主 要来源 于长江冲淡水 和 北

进的台湾暖流
。

长江 口外海域赤潮频繁发生

的过程不仅与长江有关
,

而 且 可能与台湾暖流有
关

。

长江径流输入的营养盐逐年增加 ,
,

是造成该

区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有关长江营养盐输入

通量 目前己经有 了较多的报道【一川
。 ’ 认为涌

升 到东海 陆架 的黑潮次表层 水为该海域输入大量

营养盐
,

是长江输送通量的多倍
,

但随后被

质疑
。

赵保仁 等 “一

指 出 一 月长 字丁
一

口 海 区
‘

一
’ 、 “ ’

一
“

存在稳定上升

流现象
,

并简要论述 了夏季 仁升流现象及营养盐的

分布特征
,

认为夏季上升流可将深底层的高营养盐

水抬升到 层 以上水域
。

朱建荣等 ’一‘”〕对长江

口上升流产生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数值模拟
。

尽管对

于其他海域的上升流营养盐通量 己经有了一定的

研究
一 ,

但是关于长江 口上升流区营养盐的输送

通量
,

目前尚未有人计算
。

作者根据 年 月份长江 口调查资料
,

在

分析长江 口上升流区营养盐分布特征的基础上
,

初

步估算了春季上升流的营养盐通量
,

并且和长汀径

流输送通量的历史数据进行了比较
,

为进一步研究

长江 口富营养化提供参考
。

采样和方法

于 年 月对长江 口及临近海域进行现场

调查
,

共设 个站位 图
。

用南森采水器在表层
、

、 、 、

和底层采样
,

用于测定营养盐的

水样经预先在 ℃高温下进行灼烧处理 的

玻璃纤维素膜过滤
,

储 于用 盐

酸溶液浸泡 并洗净烘干的聚乙烯瓶中
,

加入

的氯仿
,

立即冰冻保存
,

回实验室后分析
。

溶解氧 采用温克勒 法现场测定
。

硝 酸 盐
一

以铜 福 还 原 法 测 定
,

亚 硝 酸 盐
一

以重氮偶氮法测定
,

铰
一

以靛酚兰法

测定
,

磷酸盐
一

以磷钥蓝法测定
,

硅酸盗
一

以硅铝蓝法测定
。

溶解无机氮 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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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一

尹 ’

’。

感犯
。 。

’

⋯属上 海

邓 叩 叩 忍 琴
刁

琴 妙

,

图 长江 口采样站位

自

一

和 扎
一

之和
。

为了防止 聚合
,

测定

一

的冰冻样品溶化 后进行分析
。

各项营

养盐用荷兰产 微量 自动分析系

统分析
。

结果和讨论

春季长江 口 上升流现象
在春季

,

长江径流量猛增
,

年长江大通站

流量从 月的 增加到 月的
。

同时
,

光照增强
,

温度回复
,

浮游植物旺盛生长
。

作者分别选取一个典型的横 向断面
“ ,

包

括 一 站 位
,

和 一 个 典 型 的 纵 向 断 面
‘ ,

包括
, , , ,

和 站位

对长江 口上升流现象进行分析
。

位于
“

附近的 断面温度
、

盐度和溶解

氧的等值线 图 都在
‘

一
“ ’

海域出现

明显的抬升现象
。

一 ℃等温线在底层到表层

之间大幅度抬升
,

其中 ℃等温线从底层

。一丝鱿 里伙一
,

岁里星三旦理只一 卫只卫二呈里一一军丝臀
’ ‘ ‘ ‘

一 温度

断面
, 温度 一一一一

断面
,

自扔兰了之赎三交交二望
日一

侧
蜡一 俄 一一 、、 一一一

盐度
断面

,
盐度 一一 一
断面

,

二之气卜

断面
,

断面
,

图 春季 断面和 断而温度
、

盐度和溶解氧的分布特征

,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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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抬升至 层
,

大于 ℃的等温线抬升最高 升流现象相似
。

处到达表层
。

盐度 一 等值线也 出现明显抬升
,

对位于 王 附近的纵向 断面 图 的分

其中 等值线从 层抬升至 层
。

一 析表 明
,

上升流影响了温度
、

盐度和溶解氧的分布
,

溶解氧等值线抬升 明显
,

留 等值线抬升至 使得等值线被明显地抬升
。

此外
,

温度和盐度等值

层 以上
。

以上分析表明在 断面 仪一 吧 线分布趋势表明
,

春季上升流主体可 以继续向北部

海域有低温
、

高盐
、

低溶解氧的上升流从海底向上 延伸
,

甚至超过 了
。

层涌升
,

爬升高度可 以超越 层
,

部分上升流 从图 可以看出
,

层受到上升流影响较为

水可 以涌升至表层
。

这与赵保仁 曾记录的夏季上 显著
。

层平面分布 图 表明 一 之
’ ’ ‘ ’ ‘ ’

护 厂 一丫一

一
一一一

一
广一一一丫 一 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节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

心
,,温度

‘

一 层乙
’

’

一 层 , 一 层 ,

图 春季 层温度
、

盐度
、

溶解氧和营养盐的分布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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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低值等温线趋于 闭合
,

最低温度 比闭合区两侧

温度 ℃ 低 ℃以上
。

等盐线分布表明盐度从

西侧长江 口 门区向东逐渐增加
,

约从
‘

开

始
,

一犯 的等盐线明显趋于闭合
,

在 吧
,

“

, 形成盐度高于 犯 的高盐核
,

朱德弟等

也曾观测到与此类似的高盐核
。

溶解氧分布图中出

现椭圆形等值线闭合区
,

位置和等温线闭合区吻合

较好
,

其范围为小于 一 几
,

溶解氧最低值

比闭合区两侧 低 几 以上
。

综上可见
,

低 温
、

高盐
、

低 溶 解 氧 的 上 升 流 主 要 出现 在
‘

一
’ , “ ‘

一
“

海域
,

与 断

面图观测结果一致
,

等值线延伸趋势表明上升流还

可以影响到 以北海区
。

蒲新明等 认为
,

这种低温
、

高盐区是 由于受

到黄海冷水团的影响所致
,

作者认为其影响因素不

是黄海冷水团
,

因为黄海冷水团具有两大特征 温
度低

,

盐度低 ,
、于

,

而从盐度分布图中可见
,

该区盐度较高
,

大于
,

而高盐核则高于 犯
,

这

显然不是黄海冷水团的特征
。

春季上升流区营养盐分布特征
上升流将富含营养盐的深层水带到表层

,

形成

了上升流区真光层的高生产力
。

从海水的化学要素

分布看
,

上升流直接表现在营养盐的区域性高值
,

因而
,

海水中氮
、

磷
、

硅营养盐的分布成为上升流

的化学指标之一 〕
。

通过对温跃层强度的计算发现 春季长江 口 上

升流在涌升过程中将温跃层抬高了约
,

使其厚

度变薄
,

上面的混合层厚度也相应变薄
,

从而降低

了水层间的屏障作用
,

有利于温跃层上下 的物质输

送
。

上升流对营养盐的输送的影响极为明显
。

下面

分别从断面和平面两个角度分析上升流区各项营

养盐分布特征
。

就磷酸盐而言
,

在上升流 的影响下
,

断面
一

等值线 图 在
“ ‘

一
“

海域出现

华
鱿丝

’ ‘

一

一

日 一

侧
蜡 一

一

一

一 一 ‘常一
图 春季 断面营养盐的分布特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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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现象
,

该等值线抬升 区域与观测到的低温水

抬升 区域位置相近
,

抬升 区域 中心为椭 圆形 闭合

高值区
,

闭合中心
一

浓度大于 林
,

比

抬升区域两侧海水高出 四 以上
。

浓度大

于 林 高值区从底层 抬升至大约
,

上下跨越
,

东西跨度为
尸

一
’ 。

从

水团流动趋势可以判断出
,

这么高浓度的
一

显

然是上升流从底层带上来的
。

在 层
, 一

分

布 图 出现两处明显的等值线高值闭合区 其中北

部高值闭合区出现位置和上升流区相对应
,

浓度范

围约为 一 林 几
,

中心处浓度可达 林

以上
,

这 比上升流区两侧海水高出许多
,

显然受上

升流带上来的
一

的影响
。

上升流携带高含量
一

从下层 向上抬升
,

为远离长江 口 门的
一

含量相对低的上升流区源源不断输入大量
一 ,

使得该区
一

浓度升高
。

虽然上升流从底层带来

的
一

位于温跃层 以下
,

但随着水团的混合作用
,

可能为上面真光层的浮游植物生长做出贡献
。

一

和
一

的断面分布 图 也表明与
一

类似的等值线抬升现象
,

区别在于
一

和
一

都表现为低值等值线抬升
。

如在
一

分

布图中
,

浓度为 一 卿 几 的等值线抬升明显

在
一

分布 图中
,

浓度为 一 林 几 的等值

线抬升明显
。

处于抬升区域西侧的水团
,

受长江冲

淡水影响
, 一

和
一

浓度极高
,

呈现出向

长江 口 门区递增的趋势
。

这说明上升流从底层带上

来的
一

和
一

远低于长江冲淡水 中的含量
。

一

和
一

的平面分布 图 趋势相似
,

即浓度从近岸到外海逐渐降低
。

在上升流影响显著

的 层 以及底层
,

两种营养盐浓度都约为 一

林
。

对比可见
,

上升流区的
一

和
一

浓度远低于长汪 口 门区 而在上升流影响区域
,

层和底层
一

和
一

浓度低于表层
,

这种分

布趋势与它们在 断面分布一致
。

可见
,

上升流从

底层带上来的
一

和
一

浓度相对较低
。

长江 口 上升流区营养盐通量的初步佑算
营养盐通量的估算
借鉴陈水土和 阮五琦 】估算台湾海峡上升流

区营养盐输送通量的方法
,

对长江 口上升流区春季

氮
、

磷和硅的垂直输送通量进行估算
。

计算公式如

下

砰

式中
,

尸
·

为 自底层 向上层输送的营养盐垂

直通量 为单位换算系数 扭 为营养盐浓

度 砰 为上升流速度
。

根据赵保仁 ”】计算出的长江 口外的上升流垂直

流速范围
,

大约
一

一 又 一 ,

估算出营

养盐垂直输送通量范围
。

然后
,

根据受上升流影响

显著的 层 的营养盐分布 图
,

计算出上升流

区域的面积
,

以及该区域对应的营养盐平均浓度
,

根据公式
,

估算出营养盐通量 的范围
,

结

果列于表
。

磷酸盐的估算
,

根据 层 内不 同海区的平

均浓度划分为 个小海区 分别计算 个小海区的

垂直输送通量后
,

再加权计算出 层磷酸盐总

输送通量 范 围为 一 或 一
· 。

这一数值高于杨红等 】根据 年东

海调 查资料估算的长江 口 及 临近海域 上升流 区磷

酸盐的平均垂直通量 一 留
· 。

营养盐输送通量的比较
将 以上计算结果与 根据 年一

年周年调查所得的长江输入的营养盐通量 比较 表
,

春季上升流中
一

输送通量远远高于长江

径流输入
,

其低限是其径流通量的 倍以上
,

可能

会成为影响该海区
一

分布 以及浮游植物生长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

而
一 , 一

和

则相对较少
,

长江径流输入量分别是其低限的
,

和 倍
。

需要指出的是
,

作者计算的仅仅是春

季的情况
,

春季上升流输送的营养盐可能要高于年

的平均输送
。

以上计算结果和前面观测到的营养盐

分布特征是一致的
。

高
一 、

相对低的
一

和
一

含量的上升流将会改变该区营养盐结构
,

从

而对浮游植物的生长产生影响
。

计算结果表 明
,

上

升流输送的营养盐通量与径流输入之 比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州 一 表
。

上升流把如此多的营养

盐从底层带到上层
,

特别是
一 ,

成为该海区营

养盐的主要来源之一
,

可能对长江 口 水域富营养化

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

将长江 口 上升流区营养盐输送通量和其他海

域上升流进行 比较 表
。

可 以看出
,

计算结果在

同一数量级水平上
。

其中舟 山和渔山渔场上升流区

的营养盐通量相对较高
。

长江 口上升流区的营养盐

通量相对其他沿岸 升流
,

也是比较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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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上升流区营养盐垂直通量与长江径流营养盐输入 比较

营养盐 区域面积 平均浓度

协

流速
一

通量 氏江径流

一

一

一

」卜

垂直输送通量
·

,

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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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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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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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
、

低溶解氧的长江 口 上升

流稳定存在于
’ “ ’ , ,

一
尸

海区的 层和底层之间
,

可 以涌升到 层 以

上海区 春季上升流的涌升可以使温跃层抬升
、

变

薄
,

促进了深层和混合层的物质输送
。

为上层海区

输入 了丰富的
一

和相对低浓度的
一

和
一 。

对长江 口 上升流春季营养盐通量 的计算结果

表明
,

上升流中磷酸盐输送通量远远高于长江径流

输入
,

是其径流通量的两倍 以上
,

可能会成为影响

该海 区磷酸盐分布 以及浮游植物生长 的一个重要

因素 而氮和硅营养盐则相对含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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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长江

径流输入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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