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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湾的主要水文特征及其与水产养殖的关系3

胡建宇

厦门大学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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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罗源湾位于福建省东北部 β χ∗ β χ β

χ∗ β χ∞ 水域总面积 内湾口

宽仅 通往湾口的可门水道宽约 !长

是一个典型的口小腹大的港湾 图 ∀湾内滩

涂面积较大 水产资源丰富 而且水文条件较适合于

海洋水产养殖 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养殖

基地∀ 因此 弄清该湾的主要水文特征 对于湾内鱼虾

贝养殖地点!方式的选择以及人工增殖放流等都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罗源湾的主要水文特征

1 1 潮流!余流

根据罗源湾春!夏!冬季共 个站的海流实测资

料及文献≈ 等的分析结果 可以得出该湾潮流!余流

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罗源湾水深较大的海域潮流较强∀ 可门水道

流速较大 大潮 大潮流流速可达 冈屿附

近海域及西北部海域 因存在深水槽 也是强潮流区

如冈屿附近海域中层的大潮 大潮流流速约为

∀ 该湾的南部海域!近岸浅水海域潮流流速相对

较小 大潮 大潮流流速一般仅为 ∗ ∀

罗源湾各层的潮流季节变化不大 而且各季

节的 大潮流流速也相差不大∀

涨潮时 罗源湾可门水道的中!下层先涨 然

后湾内的各层开始涨潮 而可门水道的表层 迟涨

退潮时 可门水道的中!下层 先退 然后西北湾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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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屿一带海域各层开始转为退潮 可门水道的表层

迟退∀ 因此 在高!低潮前后 该湾的湾顶 特别是西北

湾顶 和可门水道附近海域会出现上!下层流向不一

图  罗源湾位置

ƒ  ∏ ∏

致的情况∀

从罗源湾潮流的垂直分布来看 在高潮前!后

∗ 个太阴时 中层潮流流速 大 表层次之 底层

小∀

罗源湾春!夏季的表层余流主要由西北湾顶

流向可门水道湾口 此外 在该湾的东南海域还存在

一个顺时针流动的余流环流 流速约为 而冬

季的表层余流受制于风的作用 流向偏南∀
胡建宇等 年 年认为 罗源湾二维和三

维的潮流数值计算模式也揭示出罗源湾潮流的上述

时空分布和垂直分布特征 并且从大!小潮的潮流流

速看 朔望大潮流速比上下弦小潮流速大得多 其比

值约为 Β ∀

1 2 潮汐
罗源湾的潮位资料表明 罗源湾的潮差较大 是

我国的强潮区之一 平均潮差为 大潮差可

达 平均大潮差为 平均小潮差

潮汐类型为正规半日潮∀ 罗源湾湾内海域 不包括

可门水道 的平均纳潮量约为 ≅ 大潮纳潮

量为 而小潮纳潮量为 ≅ ∀ 可见 该

海域大!小潮的纳潮量相差较大∀

1 3 海浪

根据有关的海浪!风况资料 推算出该湾湾内各

海域的海浪要素∀ 结果表明 罗源湾东南部近岸海域

以东北向的海浪为主 频率为 平均波高仅为

大波高也只有 湾内其他海域的海浪也

较小∀

1 4 海水更换程度

罗源湾海水更换程度的分析结果及数值计算结

果表明 罗源湾海水的平均交换率约为 湾内海

水的半更换周期约为 ∗ ∀ 考虑到罗源湾具有比

较大的潮差和潮流流速 该湾水体与外海海水的交换

周期有时会更短∀ 而且冬季 湾内各海域海水上!下层

混合较为强烈 垂直稳定度为负值 水文要素上!下层

较为均匀一致 夏季 湾内水深较大的海域稳定度较

大 海水上!下层混合相对较弱 但在水深较小的海

域 海水的上!下层混合程度仍较强 这些都有利于湾

内海水的更换∀

 水文要素与水产养殖的关系

根据上述的罗源湾主要水文特征 可探讨水文要

素与水产养殖等的关系∀

罗源湾湾内大部分海域的流速有利于许多附

着生物的附着与摄食 适合于吊养种类的养殖∀ 有关

的研究资料表明 ∗ 的流速 有利于许多

附着生物的附着与摄食∀ 高世和等 也指出流速

过高反而不利于附着生物的生长 如贻贝在流速为

时生长速率 高 在流速大于 或小于

的自然海区牡蛎的养殖效果较差∀所以 该湾

南部海域及近岸浅水海域的流速可满足吊养种类养

殖的流速要求∀

湾口一带及冈屿附近海域水深较大 适合于

网箱养殖 而且网箱宜放置于中!上层∀ 可门水道2冈

屿2将军帽海域水深较大 潮流通畅 海水容易与外海

水产生交换作用 所以在不影响航道的前提下 可适

当发展海珍品的网箱养殖∀

由于湾内海水与外海的交换较为迅速 有利

于湾外海水营养盐的输入 对水产养殖也是十分有益

的∀

根据罗源湾的潮流!余流分布特征 数值计算

结果以及罗源湾口小腹大的形态特征 这个港湾适合

于进行人工放流工作 而且放流地点宜选在该湾的南

部海域∀

黄加祺等 年的调查分析指出 罗源湾有

较丰富的亲虾资源 是较好的对虾产卵场∀ 因此 了解

罗源湾的潮流及其他主要水文要素对于选择亲虾捕

捉地点及使用的网具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考虑到

捕捉亲虾的网具 如三层流刺网 需要一定的潮流才

能将亲虾带入网内 故应选择在流速较大处和较大时

下网∀ 亲虾的捕捉地点应选择在湾口及该湾西北部碧

里附近海域 尤其是碧里附近海域为该湾一个较好的

对虾产卵场 而且捕捉时间应选在涨急或退急流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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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时刻∀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许多近岸海洋经济动

物 特别是虾!蟹类的幼体是先在深海生长发育 尔后

在其后期幼体阶段向近岸的河口及港湾洄游以完成

其世代交替和种群补充任务≈ ∀ 这些个体小!游泳能

力有限的幼体具有利用潮汐垂直迁移的行为≈ 亦即

幼体采用涨潮时游至表层而退潮时沉入底层的方法

达到利用潮流实现其向近岸和港湾的亲体的补充∀ 显

然 深入了解罗源湾的潮汐规律!潮差及纳潮量等水

文要素对于了解这类经济幼苗的年资源量变动情况

制定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措施以及利用幼体的潮

汐迁移规律进行野生种苗的捕捞和纳苗等都是很有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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