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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利用 年春季在东海及台湾海峡首次获得的表层水叶绿素含量大

面走航连续观测资料 结合温盐分布及以往的有关东海及台湾海峡的海流和上

升流的结论 分析了春季东海表层叶绿素含量在不同水域的分布特征∀ 结果表

明 叶绿素含量分布与水文结构关系密切∀ 叶绿素含量值随不同海流流域而变

但在各海流流域内基本不变 黑潮表层水的叶绿素含量最低 其

次是台湾暖流表层水 ∗ 长江冲淡水与江浙沿岸流域的叶绿素

含量较高 黑潮西侧弱流剧烈增速及黑潮分流区!台湾东北方的

上升流区!福建中北部沿岸上升流区和浙江沿岸上升流区都出现了叶绿素含量

高值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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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东海及台湾海峡的叶绿素含量分布复杂 以往的

站位采水观测结果难以反映其复杂程度 本文利用

年 月在东海及台湾海峡首次获得的表层水叶

绿素含量大面走航连续观测资料 观测方法见王荣等

观测区域见文献≈ 结合温盐分布及以往的有

关东海及台湾海峡的海流和上升流的结论 分析了春

季东海表层叶绿素含量在不同水域的分布特征∀

 叶绿素含量分布特征

表层叶绿素含量由近海至外海逐渐降低∀ 大陆棚

及其以东的叶绿素含量低于 陆架区的叶

绿素含量一般在 左右 近海的叶绿素含量

大都在 以上∀ 近海有三个显著的高值区

分别位于福建中北部!浙江沿岸和长江口外∀ 另外 台

湾东北方和济州岛南方各有一个高值区∀

 叶绿素含量与表层水的关系

2 1 黑潮表层水的叶绿素含量
黑潮是北赤道流的北上分支 这支高温高盐水由

中国台湾的东南海域沿台湾东岸流向东北并流过东

海 然后向东流向日本以南的太平洋∀ 在 β∞ 以西

黑潮轴线的位置与 ∗ ∗ 等深线颇为接

近≈ ∀ 叶绿素含量分布图 图 显示出黑潮表层水的

叶绿素含量很低 小于 或者说这个均匀的

低叶绿素含量分布区与黑潮表层水的分布范围一致∀

黑潮源于大洋 营养盐含量低 限制了浮游植物的生长

繁殖 因而叶绿素含量低∀

2 2 黑潮西侧弱流处的叶绿素含量
春季南起台湾以北 北至对马海峡 在陆架内缘大

约沿 等深线有一支较弱 ∗ 的海流

流向北北东方向 在济州岛东南有和对马暖流一起流

入日本海之势 这里的流速增至 ∗ ≈ ∀ 沿这

支弱流 叶绿素含量基本小于 但在 β∞

β ∗ β∞ β 区段上 出现了几个叶绿素含量大

于 的相对高值区∀ 这与黑潮将分为两部分

主干向东流向太平洋 分支对马暖流向北流向日本

海 和该弱流流速增加有关∀

2 3 台湾暖流水的叶绿素含量
台湾暖流是一支出现在长江口以南!浙闽近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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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层叶绿素含量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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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终年具有高温高盐水舌的海流 流经台湾海峡及

东海陆架时 流向几乎终年一致地沿等深线流向东北

或东北东≈ ∀ 台湾暖流表层水是由台湾东侧北上的黑

潮表层水和来自台湾海峡的海水混合而成≈ ∀

春季南风尚弱 台湾暖流北伸不太远∀台湾暖流表

层水的叶绿素含量大致为 或者说这个较

均匀的叶绿素含量分布区与台湾暖流分布范围一致∀

2 4 长江冲淡水的叶绿素含量
长江冲淡水略微偏南 温度均匀分布在 ε 盐

度梯度大 由 增至 ∀ 这里的叶绿素含量较高 可

达 以上∀ 长江冲淡水的营养盐丰富∀ 但在

长江口附近 泥沙含量高 透明度低 限制了光合作用

叶绿素含量并不高 入海一段距离后 泥沙含量降低

透明度增高 光合作用增强 叶绿素含量较高∀

 叶绿素含量与上升流的关系

本研究海区主要有台湾东北沿岸上升流!福建中

北部沿岸上升流和浙江沿岸上升流区≈ ∀

3 1 台湾东北沿岸上升流区的叶绿素含量
由于黑潮绕流及台湾岛的屏障作用 台湾以北彭

佳屿附近经常存在着气旋式冷涡及上升流≈ ∀ 台湾

东北方有一个较显著的叶绿素含量超过

的高值区 其位置与上述冷涡的位置非常吻合∀ 显然

由上升流从中下层输送到表层的营养盐为浮游植物的

繁殖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又一次证实了该上升

流在 月亦存在∀

3 2 福建中北部沿岸上升流区的叶绿素含量
翁学传等≈ 指出 福建中北部存在着上升流现象

其分布范围较广 中心位置在海潭岛附近∀该上升流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 主要出现于西南风盛行的 ∗ 月

底层海水涌升直达海面∀ 但上升流每年出现的时间和

存在范围略有差异∀在整个观测区域中 该海区的叶绿

素含量总体水平最高 大都在 以上 中心

超过 ∀上升流不断给表层补充营养盐 南方

春季到来早因而水华期早 都是产生较高叶绿素含量

的有利条件∀

3 3 浙江沿岸上升流区的叶绿素含量
年代初 根据对浙江沿岸上升流的专题调查所

获资料 曹欣中≈ 指出 浙江沿岸的营养盐主要靠上升

流输送补充 径流主要影响近岸表层的营养盐分布∀浙

江沿岸上升流的强盛期在 ∗ 月份∀所以春季表层营

养盐主要来源于径流 叶绿素含量与长江口的叶绿素

含量水平相当 如图 所示∀

 结论

 叶绿素含量分布与水文结构相关∀叶绿素含

量随不同海流流域而变 在各海流流域内的叶绿素含

量基本不变∀ 黑潮流域的叶绿素含量最低

其次是台湾暖流流域 ∗ 长江冲淡

水与江浙近海的叶绿素含量较高 ∀

 海流变化剧烈处的叶绿素含量较高∀黑潮西

侧弱流剧烈增速及黑潮分流区出现了叶绿素含量高值

区∀

 上升流区的叶绿素含量较高∀台湾东北方的

上升流区!福建中北部沿岸上升流区和浙江沿岸上升

流区都出现了叶绿素含量高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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