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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冷水团的形成及其性震的初步探豺

赫崇本 庄圆祥 雷宗友 徐 斯
(l U 东 大 学 海 洋 系)

中国海海况
,

过去虽然没有大量地被人研究过
,

但部分的重要现象和周愚已有过探衬

并有一些拮萧
,

如有人款为
:
里阴海流与黄海冷水团胳年椎持联系

,

是黄海冷水团长存的

原因之一
,

并款为
:
冬季风浪大

,

表
、

底层比重和温度虽极为接近
,

但仍不交又泥合111 ; 还有

人提出
:
在黄海方面有黑潮分支握济州岛的南岸沿着黄海的中央部北上[z1 。

类似这些渝点

都是十分重要的简愚
,

是值得再深入探衬的
。

要想深入地了解中国各海的海况
,

全面
、

正确地加以阴雄
,

掌握它的变化过程和规律
,

必填拥有较大数量的青料来作为分析的依据
。

但这些青料目前是很缺乏的
,

尤其是东海

和南海的查料
,

更是少有
。

因此
,

握常系枕
、

全面地进行粽合性海洋稠查
,

是当前迫不及待

的艰亘任务
。

本文主要对黄海冷水团的形成及其性盾作一些初步探衬
,

以便为今后研究黄海海况

提供一点参考
。

海况中各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的
,

彼此影响很大
,

因此仅仅把部分简题提出

来进行封渝是不够全面的
,

又兼青料残缺
,

有不少测站并不是逐年逐月都进行了稠查
。

这

就使以下分析难免不带有片面性
。

用来进行分析的查料
,

主要是取自海洋孟即查要报[31 ,

我俩将 1 9 3 0一19 4 0 年的靛录
,

按

月份取其平均值
,

然后将其拾制成 。米层
、

25 来层及底层的温
、

盐度分布图
,

同时也糟制

了一些其它的图表
。

本文以 2 月份及 ”月份的海况作为主髯衬萧对象
,

其它月份用来作
补充轰明

。

貉

一
、

黄海冷水团的基本情况

从 8 月份温
、

盐度分布图 (图 1一6 ) 可以看出 : 表层的温度在北黄海有一高温水舌向

渤海伸去
,

中心值为 2 7 O c 左右 ;靠近山东半岛南面有一低温水舌
,

向速云港方向伸展
,

中

心值低于 24
“

C; 在朝鲜西岸也有一支以正南偏西方向伸出的
、

势力很嗤的高温水舌
,

中心

值达 2 8
“

c 左右(图 1)
。

中层 (25 米)的温度较表层 (0 米)为低 ;在北黄海有一个高温水舌
,

但是伸向渤海的趋势已不甚明显 ;而在南黄海靠近大陆附近的地方
,

却出现一支分布趋势

与表层相反的低温水舌
,

其中心值低于 1 3
O

c (图 2 )
。

整个底层海区除近陆岸外
,

几乎全

被低温水体所盘据
,

这就是握常所提到的
“
黄海冷水团

”。

这一水团在北黄海的中心值低

至 6
.

0 “c 左右
,

分布情况有向渤海伸丢的趋势 ;而南黄海刻几乎被一个范围很大
,

中心值

为 7 .0 “ C 左右的低温水体所盘据 (图 3 )
。

盐度方面
, 8 月份在北黄海表层 (图 4 )有一个中心值被 3 L 0 0肠还高的高盐水舌

,

向渤

海方向伸去 ;在南黄海有一支以正南偏西方向伸出白争、中心值达 3 2
.

0 0殉的高盐水舌 ;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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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靠近大陆的中层海水
,

有一势力很弱的低盐水舌存在 ;而南黄海中部相当广大范围为

32
.

00 瓜 的海水所盘据 (图 5 )
。

底层则几乎全为一高盐水体
,

其中心值达 33
.

00 殉 左右(图

6 )
。 /

从上述有关各层温
、

盐度分布的趋势来看
,

表层海水的温度明显地较中
、

底层为高
,

而

盐度值仅在南黄海中央一小范围内与中层相近
,

其他各区均比中层为低
。

根据其他各月

温
、

盐度分布图的情况看来
, 8 月份上下层温

、

盐度差值最大
,

自 9 月份么后
,

上下层温
、

盐

度差值RlJ 逐渐诚小
, 2 月份差值几乎完全渭失

。

从 2 月份温
、

盐度分布图 (图 7一 12 ) 中可以看出
:
各层温

、

盐度等值藕分布情况均呈

现由南往北凸出的形状
。

换言之
,

郎上下层温
、

盐度值极为一致
。

温度中央较高
,

南黄海

中部砂为 7
“

C 左右
,

两旁较低
,

很明显这是由于两旁受陆地影响所致
。

盐度等值袋呈现自

南向北凸出的趋势
,

也是表明中央盐度值高
,

两旁低
。

从 2 月份底层温度
、

盐度分布图 (图

9 、 1 2 )中也可以看出
,

有一明显的高盐高温水舌伸向黄海中部
。

粽士所逃
,

二可以看出在夏季仅底层存在着一个低温高盐水团
。

中层海水在南黄海靠

近中国大陆的地方
,

虽有一低温水体存在
,

但宅的盐度校低
,

与底层冷水团的性盾并不一

致
,

而且在冬季特别是;1
、2 月份

,

整个黄海上下层几乎全被一混合冷水团所占据
,

这就歌

明黄海冷水团季节性变化是很大的
。

二
、

冷水团的形成原因

前面已提到在夏季黄海底层有一冷水团存在
。

当冬季开始后
,

由于弦劲而干燥的季

风的影响
,

使表层的大量海水自北向南移动
,

在这样情况下
,

就有部分海水以补偿形势沿

底层进入黄海
。

这一个由南向北移动的水团
,

郎是前面所提及的伸向黄海中部的高盐高

温水舌
。

表面海水由于受干燥寒冷气流的影响
,

随郎产生蒸发
、

降温的情况
,

其桔果就形

成了上下的对流 ;而孩劲的风力
,

更加弦了上下层海水的橙拎作用
,

莲形成了一个上下一

致的低温高盐水团
。

因此可以肯定
,

黄海冷水团的形成是在多季
,

而且是在黄海本地形成

的
。

到了夏季由于太阳幅射加弦和陆地水注入量的增大
,

使表层海水温度增高而盐度降
低

,

由于高温低盐水具有较稳定性厦
,

而且夏季风力又较冬季为弱
,

因此在黄海的J
癫就

留下了一个稳定的冷水团
。

由此看来黄海冷水团胳年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

同时它也有显

著的季节性变化
。

底层冷水团两旁高于中央温度的趋势
,

在夏季比冬季较为明显
,

这是容易理解的
。

至

于盐度冬季此夏季稍高的原因 ,, 不仅与多季河水流量小
、

蒸发量大有关
,

而且也与丰述从
南方进入黄海的

、

具有高盐性厦的海水有关
。

当然
,

我俩也考虑到从南方来的水
,

其温度

是较高的
,

宅也爵会带来增温现象
,

因而破坏冷水团的性盾
。

但是我俩熟为
:
冬季海水上

廿

下层对流很弦
,

而从底层向北移动的水体力量又较弱
,

因此实际上宅是很难起增温作用

的
。

此外
,

在冬季由于西北季风的作用
,

渤海的海水要流向黄海
,

这也爵会使冷水团的高

盐性盾有所改变
。

但我俩欲为这种作用是不大的
,

因为在冬季流入渤海的河水量小
,

而蒸

发量大
,

具有高盐性盾的黄海海水将以补偿形势流入渤海
,

伴随着上下对流作用
,

使渤海

海水的盐度有所增高 ;换言之
,

在西北季风作用下
,

流入黄海的海水
,

并不具有很明显的低

盐性厦
,

这就税明在冬季宅对冷水团高盐性厦改变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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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里阴海流与冷水团彼此联系的简题
,

有人孰为屯俩之简胳年都保持着联系
,

而且

是使黄海冷水团胳年长存的原因之一 [l] ,

这一观点似缺乏有力的渝征
,

因为在我俩的分析

中
,

还看不出里四海流对冷水团形成起多大作用
。

如果黄海冷水团的形成是由里阴海流

所决定的括
,

那么就应敲有一个低温水舌由对思海峡指向黄海
。

但在我何糟制的温
、

盐度

分布图时
,

并没有发现这个水舌
。

另外
,

黄海冷水团消长情况和陆地的气象
、

水文的变化

情况
,

在因果关系上看来也是非常吻合的
。

如果轰冷水团是由对思附近移入黄海
,

而不是

在当地形成的器
,

就不会有抚样的腾况出现
。

三
、

冷 水 团 的 性 臂

上面所衬萧的是关于冷水团形成的周愚
。

至于冷水团的性盾
、

季节变化以及它所能

达到的范围
,

还有必要作进一步地探衬
。

在分析中由于大部份测点只有表层
、

25 米层及

底层的韶录
,

所以不适宜于糟制各站的 T一S 曲钱来进行衬输
。

为此
,

我俩糟制了一种意

义与 T一s 关系图相近的图解
,

暂称它为 7’一s 关系图
,

歌图是以盐度值为横坐标
,

温度

植为歉坐标
,

把各侧站获得的表层
、

25 米层及底层的温
、

盐度值
,

分别在图上用
“

·

” 、“ x ”

和
“
▲

, ,

来示表
,

图解中选取的侧点
,

是均匀分布于黄海各海区的
。

这一图解的优点是能把

上下层不同性厦的海水标划出来
。

我俩已选用了 2
、

, 、 8 及 11 月所获得的青料进行分析

(图 1 3一1 6 )
。

从 T一S 关系图中显然可以看出 :在 2 月汾的图中(图 1 3 )代表表层
、

25 米层及底层

的点位都均匀地分布着
,

这就表明了整个海区
一

七下层存在着一个低温
、

高盐水团
。

如果略

去那些在图解中分散得较远的点位
、

,

这一水团郎可由 T 二 3
.

0 “C
、

S = 31
: 8痴

、

和 T = 8
.

2 O c 、

s = 32
.

6痴 两点简直技的 T一s 关系来表示
,

然而
,

这仅只能代表水团的平均状况
。

从 ,

月份的图中 (图 14 ) 可以看出温度总的趋势比 2 月份稍高
,

I而表层温度又校 25 米层及底

层为高
,

上下层盐度均匀一致的情形
,

已不如 2 月份明显
。

_

同时
,

这个水团也可以由 T =

石
.

8 “c 、 s = 32
.

1瓜 和 T 二 10
.

2 “c
、

S 二32
.

4殉 两点简的直袋来表示
。

从 8 月份 的 图 中

(图 1的 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表层的点侧
‘ ·

”
几乎都集中在图的左上角

,

屯的温度较中
、

底层为高 ;表层盐度值则较中
、

底层为低
,

由此可见表层的海水和中
、

底层海水
,

并不具有

同一的温
、

盐度性盾
。

从图中还可攀看出
, 2 5 米层盐度值与底层的差异虽不象表层与底

层的差异那样明显
,

但还是可以看出除了在一小范围内
,

中
、

底层盐度值趋于一致外
,

其他

地区周提存有一定差异的
。

此外
,

从温度方面还可以看出
,

中层比底层高
。

如
.

上所远
, 2 ,

米层海水和底层海水井不完全具有同一的性盾 ;也郎是挽
, 8 月份冷水团盘据在黄海的底

层
,

这一冷水团同样可以 由
‘

T ~ 6
.

2 “C 、 S = 32
.

0痴 和 T = 1 2
.

8 “ c 、 s = 32
.

1瓜 两点简的

值校来表示
。

从 n 月份的图中 (图 1 6 )可以看出
,

上
、

下层盐度又渐趋一致
,

但情况并不象

2 月那样明显
,

上
、

中层温度亦较底层为高
,

这可以敲为它和 5 月份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

季节
。

同时
,

这一水团的性质也可以由 丫= 容
.

6o C
、

S = 32
.

9痴 和 T = 1 2
.

0 “ c
、

S = 32
.

1灿

两点简的 T一泞关系技来表示
。

总的轰来
,

由 T一s
‘

关系图解衬箫所得出的关于黄海冷

水团的性盾
、

变化情况和根据温
、

盐度分布图衬渝所得的拮果是一致的
。

拮合上远分析
,

在那些用来标蕊冷水团性盾的 T一s 关系图解中
,

西择一些位于最大

和最小握掉度的真
,

来概略地划定冷水团所能扩展到的最大范围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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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 份份 222 555 888 1 111

水水团的最大叙度度
声声

1 2 6
.
EEE 1 25

O
EEE 125

O
EEE

水水团的最小翘度度 1 2 6
O
EEE 12 2

0
EEE 1 2 1

o
EEE 王22

0
EEE

水水团的最大释度度 1 2 2
O
EEE 39

o

NNN 3 8
O

NNN 3 8
o

NNN

水水团的最小抹度度 3 8
o

NNN 邓
o

NNN 3 3
o

NNN 3斗
o

NNN

33333斗
o

NNNNNNNNN

从表中可知冷水团不仅在垂直方向
,

而且在水平方向也有季节性变化
,

这和根据水平

分布图所分析的拮果是一致的
。

四
、

桔
‘

藉

在黄海海区除了冷水团外
,

尚有从长江 口冲向济州岛方面的长江淡水流
,

沿大陆向南

移动的沿岸流以及由对思海峡附近进入的黑潮分支
,

这些水团对冶水团是有密切关系的
。

所以研究冷水团的变化情况时
,

也必需桔合这些水团的变化来进行研究
。

在 8 月份的温
、

盐分布图中可以看出
:
在表层和中层

,

特别是表层 (图 1 , 4 )有一明显

的低盐水舌从长江口 向济州岛伸去
,

这一水团显然是由长江注入的淡水
,

郎所韶
“
长江淡

水流
, ,

所形成
。

宅的移动路径正位在黄
、

东海交界处
,

这便显示了它与黄
、

东海海况的关系

和重要性
。

长江淡水流冲出远近是随着季节改变的
,

因而黄
、

东两海水量交换也随着淡水

流的消长而改变
,

这也就简接地影响冷水团的性盾
。

在沿 12 、“ E 的方向上有一个由这一

水团分出的
、

伸向南黄海中部的低盐水舌
。

我俩款为这一水团会对南黄海中部的海水产生

一定的作用
。

夏季潜伏在黄海底部冷水团上面的低盐海水
,

可能一部分是来自长江淡水

流这一个水团
。

由于大量的陆地水不断的向渤海
、

黄海注入
,

在南黄海西岸一带就形成了一支向南移

动的海流
,

其特征是盐度低
,

水色低
。

宅和南黄海的冷水团是相毗速的
。

冬季黄海表面流

都是南向的 [’] ,

由于祸流作用在这两个水团交界地方就引起一定的混合作用
。

夏季 夕
、

8

两个月份
,

南黄海的中部有左旋的祸流 [4] ,

这也会把淡水流的海水带向南黄海中部
。

须田皖次川指出在济州岛南部有一黑潮分支进入黄海
,

其属性是高温高盐度的
,

很明

显宅对冷水团性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由于黑潮的弦度和路径是受太平洋高压和陆地上

天气变化的直接或简接影响的
。

因此
,

要了解冷水团的变化规律
,

必须对黑潮分支进入黄

海后的情况进行深入地了解
。

根据上面所尉渝的拮果
,

我俩还可么进一步来考虑
,

郎所有这些水团的变化
,

都直接

或简接地受天气和陆地水的影响和控制
,

而陆地水的变化又决定于天气的变化
。

如果我

俩要对冷水团进行全面探衬
,

就必须桔合这两方面的情况来进行分析
。

本文在温
、

盐分布图制作峙
,

蒙山东大学海洋系王彬华教授参与和热忱指导
,

唐世凤

教授提供查料
,

此外其他教师曾予热忱帮助
,

落致深切榭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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