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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池 的 热 学 状 况
*

袁静秀 张文华 王银珠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

提要 本文分析研究了浅水湖泊滇池的热学状况 : (l) 表层水温年
、

日变化
,

历年最高

水温 3 0
.

6℃
,

最低 2
.

2 ℃
,
平均 1 6

.

3 ℃
。

水温年变幅较小
,

历年平均 22
.

7℃
。

表层水温 日变

幅平均 1
.

0 ℃ 左右
,

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 (2 ) 水温垂直分布有正
、

同和逆温成层
,
但很不稳

定
。

水温垂线温差和湖水垂直稳定度均夏季大于冬季 ; (3 ) 在正温情况下
,

迎风岸的水温及

其水平温度梯度均大于背风岸 ; (勺 湖水储热量的最大值出现在 8 月份
,

最小值出现在 2 月

份
。

滇池位于 昆明南郊
,

属金沙江水系
,

流域面积 2 9 2 0k 时
,

历年平均水位 1 8 8 6
.

3 6m (黄

海基面 )时
,

湖面积 3 0 0 k耐
,

蓄水量 1 2
.

5 x losm
, ,

平均水深 4
.

1 7m
,

最大水深 lo
.

1 6 m
, )o

为云贵高原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泊
。

湖区气候温和
,

据昆明站 19 51 一 1 9 8 2 年资料
,

历年平均气温 14. 7℃
,

月平均气温最

低值 出现在 1月 份 (7
.

7℃)
,

最高值出现在 7 月份 (19. 8℃ )
,

极端最高气温 31
.

5℃ (19 5 8

年 , 月 3 1 日)
,

最低气温 一 6
.

8℃(19 5 2 年 1 2 月 2 7 日)
。

气温年较差较小
,

一般在 10
.

5一

15
.

4℃ 之间
,

历年平均 12
.

8℃
。

湖区雨量充沛
,

平均年雨量 9 95 m m
,

其中 88 多的雨量集

中在 5一 10 月的雨季
。

为了探讨滇池的热学状况
,

我们于 19 8 0 年 5 月
、 1 98 1 年 11 月一 19 8 3 年 2 月在滇池

进行了 5
, l , 4 ,

7
,

10 月的温度场观测
。

每次布设 30 多个测点
,

以两
、

三条测船同时进行

断面观测
,

观测时间 l一 2 天
。

在大面观侧的同时
,

还在开敞湖区 A 点和紧靠岸边 B 点进

行 48 小时的连续观测(测点分布见图 1 1)
。

除观测水温外
,

还观测了温
、

湿
、

风
、

水色
、

透

明度
、

含沙量
、

湖流
、

水化学等要素
。

其中 1
、

4 、
7
、

10 月代表冬
、

春
、

夏
、

秋四个季度
。

此

外
,

3 , 5 , 1 1 ,

12 月在 A 点和 B 点同时进行了 48 小时的连续观测
。 2 , 6 , 8 , 9 月还在 A

点进行了瞬时观测
。

测试仪器主要有颠倒温度计
、

半导体温度计
、

Sw M I一 1 型水温表
二

通风千湿表
、

手持风向风速仪
、

H L M I 型海流计
、

H L JI
一 1 型印刷海流计等

。

本文分析

依据主要是上述的现场观测 资料以及湖区及湖周各站点的水文气象历史资料
。

一
、

水 文年变 化

1
.

表层水温年变化
海埂 (滇池) 站 19 5 7一 1 9 8 2 年资料表明

,

历年月平 均 水 温 最 高值 出现 在 8 月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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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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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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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 ℃)
,

最低值出现在 1 月份 (9. 4℃)
。

历年最高水温 3 0. 6℃(19 7 2 年 7 月 22 日)
,

最

低为 2
‘

2℃(1 9 6 3 年 1 月 1 3 日)
,

平均水温 1 6
.

3℃
。

历年最大变幅 2 7
.

3℃(一9 6 3 年 )
,

最小

变幅 19
.

5℃ (1 9 8 0 年 )
,

平均变幅 22 .7 ℃
。

这就远小于我国东部平原地区湖泊的水温年变

幅
,

例如都阳湖
、

洪泽湖
、

太湖的水温历年平均变幅均在 30 ℃ 以上
,

太湖高达 35 ℃ 左右
。

这显然与滇池湖区气侯温和
、

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有关
。

表层水温年过程与气温相应 (图 1 )
, 2一8 月为增温期

, 9一l 月为降温期
,

月平均最

高水温出现时间滞后于气温一个月
,

最低水温出现时间与气温一致
。

从图 1 还可看出
,

在

太阳辐射特别强烈的 3一5 月
,

因空气的热容量较小
,

增温迅速
,

因而 4一5 月气温略高于

水温
,

其余月份都是水温高于气温
,

历年平均水温较气温高 1
.

6℃
。

因此
,

滇池水体对周围

大气来说是一个热源
。

�E毛
。
/f,o叫)盆票妈

�妙
。

�侧对2015

(巡。军瑕成3.0

2
.

0 10

0 5
一万、

一

下丫
~矿尹了了场, 不 (月 )

图 1 1 9 6 。一 1 9 8 2 年海埂 (滇池 )站月平均水温与昆明站

月平均气温
、

风速
、

总辐射年过程
l. 辐射 ; 2

·

风速 ; 3. 水温 ; 4. 气温
。

2
.

表层水温与气温关系

据分析
,

在滇池
,

对应月份的月平均水温与气温关系较好
,

在单对数纸上

8一 12 月近于两条直线 (图之2 )
。

其数学形式为

L
,

T 水 i ~ a T 气, + 占[3 ]

l一 7 月和

( l )

几U-办八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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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分一 1 9 81 年海埂 (滇池)站月平均水温 几
‘

与昆明站月平均气温 T 气J

关系
1

.

8 一1 2 月 ; 2
.

1一7 月
。

由 1 9 5 7一 198 1 年海埂 (滇池 )站月平均水温
、

昆明站月平均气温计算结果
, l一7 月

,

相关

系数
,

一 0
.

9 9 5
,

回归系数
召 一 0

.

0 6 6 ,

常数项 b ~ 1
·

7 2 4 ; 8一 12 月
, / 一 o

·

9 9 5 , 口 ~

。
.

0 6 7 , b ~ 1
.

8 6 1 ,

以
。 , b 值代人 ( l) 式分别求得表层月平均水温与月平均气温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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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深度水温年变化

图 3 为在观音山东距岸 Zkm (A 点)
、

水深

地代表月平均水温所绘出的水温等值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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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滇池 A 点水温年变化

表 1 淇池水温年变幅随深度变化

深 度 ( m )

年变幅 ( ℃ ) 一⋯令⋯
一士兰卜岑井}名理一}一翌一卜二兰{

一二二
一

1 4 .
L 1 l j 。

石 1 I j .
, 1 1 3 一 4 1 1 飞一 4 1 1 飞_

,

口 2 0

? 月 t6 日

|
l

川
从图上可以看出

,

不同深度的水温随时

I司的变化
,

以及各个月份的水温随深度的变

化
。

可见
,

滇池各月等温线几乎互相平行
,

说

明滇池不同深度水温年变化差异不大
,

即水

温垂直分布在年内都比较均匀
。

水平方向等

温线 出现二疏二密的现象
,

即 4
,

5月份和 10 、

11 月份等温线密集 ; 6一 8 月和 12 一 2 月等温

线稀疏
。

这是 由于春
、

秋季水温增高
、

降低变

化剧烈
,

而夏
、

冬季持续高温或低温所致
。

水温年变幅随深度增加而逐渐减小
。

从

表 1 知
,

水温年变幅由表层的 1 4. 6℃ 减少到

底层 13
.

2℃
。

表
、

底层水温年变幅仅差 1
.

5℃

左右
,

说明水温垂直分布比较均匀
。

支O月 14 日

4 月 12 日

纽东弥浇卜

一
i 月 7 a

.9‘b., ,亡内U

.

�组荟

二
、

水 温 日变 化

1
.

表层水温日变化 [1]

由于太阳辐射的 日变化
,

表层水温具有

相应的日变化
,

由开敞湖区 A 点不同月份的

连续观测资料表明
,

表层最高水温大多出现在

扭 ‘2 1‘ 乙 2 4 ( h )

图 4 滇池 A 点 1 9 82 年不同季节水温 日变化
1

.

0
.

lm ; 2
.

3m ; 3
.

sm

14 一 18 时之间
,

最低水温一般出现在 4一8

时之间 (图 4 )
。 ,

表层水温 日变幅变化在 0
.

2一 4. 3℃
、

平均 1
.

0℃ 左右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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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 8 。一 1 , 8 3 年滇池开敞湖区 A 点水温日变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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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 日变化与天气状况关系密切
,

阴雨或大风天气
,

水温 日变幅小 ;晴朗风小之 日
,

水

温 日变幅就大 (如表 2 所示 )
。

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
,

紧靠岸边 (B 点 ) 的表层水温 日变幅远较开敞湖区 (A 点) 的

大
,

前者为后者的 7 倍左右 (图 5 )
。

这是因为在岸边浅水区
,

受陆地和湖床的影响较大
,

易于增温和冷却所致
。

如果以全年各月中的定点连续观测资料逐时对应平均后的 日过程
,

近似地代表年平

均水温 日变化曲线(图 6 )
,

则最高水温出现在 16 时
,

最低出现在 6 时
。

其值分别为 16
.

4℃

和 巧 .0 ℃
,

水温 日变幅 1
.

4℃
。

由图 6 可见
,

12 时和 23 时附近的水温值接近于 日平均

值
,

表层水温低于 日平均值的时间略大于高于 日平均值的时间
,

说明白天增温强度略大于

夜晚降温强度
。

�妙�组书

图 5 2 9 5 3 年 l 月 2 6 日滇池表层 ( o
.

lm 处)水温日变化
l

。

B 点二 2
.

A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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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6 滇池 A 点年平均表层 ( 0

.

lm 处 )水温 日变化
- - -

一年平均表层水温的 日平均值

2
.

水温日变化随深度和季节的变化

图 4 为不同季节水温 日变化
,

这里以 4 , 7 , 1 0 , l 月分别作为季节的代本曲线
。

由于

湖水热量收支主要是通过湖面进行的
,

故表层 o
.

lm 处水温 日变化最大
,

随深度增加
,

水曝
日变化逐渐减小

。

最高水温出现时间随深度增加而向后位移
。

例如 夕月 1 6 日 0. lm 处最

高水温出现在 16 时
,

3 m 处出现在 20 一 22 时
,

sm 处则出现在 24 时
。

水温 日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
,

水温分层现象以夏季最为明显
,

分层时数长达 l吕

小时
,

秋
、

春季次之
,

冬季最小
。

这是因为观测期间的水温高于 4℃
,

湖水密度随水温增高

而减小
。

因此
,

夏季密度较小的表层暖水不易下沉
,

此时湖区风速较小 (图 l )
,

风力混合

较弱
,

故湖水分层最为明显
。

冬季则相反
,

湖水表层存在着逆温现象
,

密度较大的冷水易

于下沉
,

同时风速较大
,

风力混合强烈
,

因而上下水温比较均匀
,

水温 日变化随深度变化很
小

。

秋
、

春季则介于冬
、

夏季之间
。

. ‘

;

三
、

水温垂直分布

从图 7一8 和表 3一斗可看出
,

滇池水温垂直分布有正
、

逆和同温层三种形式
,

其瞬时
-

丫
洲

一半汗|l|一下川
月

1 0 1 2

水温 (
“

C )

14 16

l|||||||||少||J|J

滇池 A 点瞬时水温垂直分布曲线
1

,

2, 3.
· ·

⋯为月份

‘卫‘了了了...‘‘..‘tI咬,了、、、...、....胜.,..

⋯
图叮犷、、、|!lesselse‘,||

�三�创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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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一
|||

廿

!
r

!�

�日�侧转

4 月 12 日
1 0 月 14 日

一!⋯"
�呵|叶讨|科J竹讨11

图 8 滇池 A 点日平均水温垂直分布曲线 ( 1 9 8 2 年 )

的或 日平均水温垂直分布都比较均匀
。

冬季
,

仅在表层 lm 之 内有微弱的逆温现象
,

即使

在夏季
,

表
、

底层温差也不过 1℃ 左右
。

:

从 1 9 8 0 年 , 月一 1 9 8 3 年 2 月间所有定点观测

(共 2 3 4 条测次 ) 的垂线资料中看出
,

垂线温差最大的可达 4
.

1℃ ( 19 8 2 年 10 月 抖 日 16

表 3 滇池开敞湖区 A 点瞬时水温垂线温差 ( ℃ )

甲 一 二一二 }1 9 8 2
.

{19 5 3
.

} , 9 8 2
.

}19 5 2
.

} 19 5。
.

{1 9 8 2
.

1 1 9 8 2
.

}19 8 2
.

!
日 J切 l , , ! , , , ! , , J }才 , , 】 月 , 0 }‘ , ‘ 1 , , ‘ 1。 , 八 }

一

一
}兰1兰{州兰!州鳖1兰)鉴)

垂线温差 }
。

‘

。

{
一 。“ !

。
’

。

1士
,

lf’
,

{_
。”

}
。

’

,

{
。

’

‘

}

19 8 2
。

9
。

1 7
.

0
。

0

时 )
。 lm 厚度的水表层温 度梯度 3

.

1℃ / m
,

形成短暂的紧贴表层的温跃层
。

但风速稍一

加大
,

跃层很快消失呈同温层分布
。

说明主浅水湖泊风力混合对水温垂直分布的影响远

表 4 滇池观音山东距岸 Zk . 水温垂线温差日变化

。。线温差 \ 时时 000 222 444 666 888 l000 1 222 1 444 1 666 1 888 2000 2 222 2 444

一一

舀荞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
111 9 8 2

。

1
。

7
...

000 一 0
。

lll OOO 一 O
。

lll 一 O
。

lll 000 OOO 0
。

222 0
。

444 0
。

222 OOO 000 一 O
。

lll

111 9 8 3
。

1
。

1 6
。。

000 000 000 000 000 0
。

111 0
。

1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19 8 2
。

3
。

1 4
。。

000 000 一 O
。

lll 000 一 O
。

lll 000 一 O
。

III 000 一 O
。

111 OOO 一 O
。

111 一 O
。

lll 一 O
。

lll

111 9 8 2
。

4
。

1 2
...

000 000 000 000 000 0
。

lll 0
。

555 l
。

000 0
。

888 000 000 000 一 O
。

222

1119 8 2
。

4
。

1 3
。。

一 O
。

222 000 000 000 000 000 0
。

lll 0
。

222 000 0
。

lll 000 0
。

777 000

111 9 8 0
。

5
。

2 9
。。

000 000 000 一 O
。

222 000 0
。

lll 0
。

333 0
.

333 0
。

333 0
。

222 000 000 000

1119 8 2
.

7
。

1 6
。。

OOO 一 O
。

III 000 一 O
。

333 0
。

lll 0
。

lll 0
。

444 0
.

999 l
。

222 I
。

000 0
。

888 0
.

666 0
。

222

1119 8 2
。

10
.

1 4
。。

000 一 0
。

0 222 000 一 0
.

0 555 000 OOO l
。

222 2
。

777 4
.

111 2
。

lll 0
。

444 0
.

111 000

1119 8 1
.

1 1
.

1 7一 18
。。

00000 00000 一 0
。

lll 0
。

lll 1
。

000 0
。

888 1
。

000 0
。

555 0
。

lllll 000

1119 8 2
.

1 2
。

1 5
...

一 O
。

22222 一 O
。

11111 0
。

lll 0
。

111 0
。

333 0
。

333 0
。

333 000 一 0
。

lllll 000

合合 计计 一 0
。

44444 一 O
。

22222 一 0
。

III 0
。

666 3
。

888 6
。

444 888 4
。

III 1
。

lllll 一 O
。

222

平平 均均 一 0
。

0 44444 一 0
。

0 22222 一 0
。

0 111 0
。

0 666 0
。

3 888 0
.

6 444 0
。

888 0
。

4 111 0
。

1 11111 一 0
。

0 2



6 期 袁静秀等 : 滇池的热学状况

较深水湖泊大
。

这进一步说明浅水湖泊的水温垂直分布与天气条件关系密切
。

这也是浅

水湖泊的热学特征之一
。

另外
,

不 同月份的 10 个昼夜定点连续观测资料表明(表 4 )
,

水温垂直分布具有明显

的 日变化
,

10 一 18 时以正温分布为主
,

夜间至清晨以同温和逆温层分布为主
,

且垂线最大

和最小温差出现的时间与表层水温最高和最低值 出现的时间相一致
,

分别为 16 时和 6 时

左右 (表 4 ,

图 6 )
。

这是由于 白天太阳辐射作用
,

水表层以增温为主
,

而夜晚和清晨水表

层以冷却为主的结果
。

四
、

水温水平分布

在滇池
,

影响水温水平分布的因素主要是风生水流
、

距岸远近以及化学污染等
。

为获

得真实的水温水平分布
,

必须在全湖各测点进行同步观测
,

或应用航空遥感资料取得水温

水平分布
,

但由于条件有限
,

我们采用定点连续观测的水温 日变化过程
,

作为全湖各测点

的水温 日变化的标准曲线
,

来订正湖面观测 资料
。

其方法是以大面观测期间的开敞湖区

4 8 小时定点连续观测资料逐时对 应平均得水温 日过程
,

再求其平均值(图 9 )
。

然后把对

应月份不同时刻的大面观测订正到 日平均值
。

以这样的方法分别求得 夕月和 1 月份的水

温水平分布 (图 1 0 ,

图 1 1 )
。

由此可见
,

夏季 7 月和冬季 1 月水温水平分布的趋势基本一

致
,

湖的东岸
、

北岸高于西岸
,

两岸高于湖心
,

尤其在北部开敞湖区更为显著
。

这是因为在

口�书祖

二
~

哺 一

布岌 南 花 亩一 亩一方
一

丸而

图 9 滇池 A 点逐时平均表层 ( 0
.

lm 处 )
水温 日变化 ( 2 9 8 2 年 7 月 1 5一 1 7 日)

观测期间正值湖区盛行西南风
, 7 月 巧一1 7 日和 1 月 15 一 17 日湖面以 上 1

.

, m 高处 的

日平均风速分别为 3
.

4 和 4
.

6 m /
s 。

其白天的水温垂直分布是正温和同温层
,

故风生水流

将表层较暖的水吹向迎风岸
,

使东岸
、

北岸水温高于西岸
。

同时风生水流在北部开旷湖区

形成气旋式环流
。

在离心力和科氏力作用下
,

表层暖水向四周扩散
,

中间冷水向上
,

形成

低温区
。

此外
,

在近岸带易受湖底和陆地的影响
,

白天增温迅速
,

这些就是表层水温东岸

高于西岸
、

两岸高于湖心的原因
。

从图 12 也可看出
,

表层 0一 0. 5 m 层的水温东岸较西岸

高 0
.

7℃ ; 等温线形状两岸下沉
,

中间隆起
,

说明暖水层厚度两岸大于湖心 ; 等温线密集度

东岸大于西岸
,

湖心最疏
,

说明迎风的东岸水温最高
、

水平温度梯度最大
,

而湖心水温最

低
。

从图 10 和图 H 还可看出
,

滇池南部湖区水温全湖最高
,

这是由于昆阳磷肥厂的污水

所致
,

在管道出口处污水的PH 值为 3一4 ,

而湖水的声 值一般在 7一 8 之间
,

酸性污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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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侧迷

图 12 1 9 8 2 年 7 月 15 日滇他 7

~
1 1 # 东西向热学断面

湖水作用产生微量的化学热能
,

使水温增高
。

以致背风岸的水温反而较迎风岸高 0. 5一
.

2℃
。

五
、

湖水垂直稳定度

1
.

计算方法

湖水垂直稳定度是表示湖水保持原来状态的能力
。

E 一立
d 才

“ 1 f H D 。
, 、 ,

E 一 二 l
一

E ( 万) d z

H J凡

这里用湖水密度梯度来表示 t31 即

( 4 )

( 5 )

式中 E

—
各水层湖水垂直稳定度 ; p

—
湖水密度 ; 云

—
整层水体湖水垂直稳定度 ;

H0
—

湖面高程即水位 ; 场—
湖面积为 。时的湖底高程 ; 付

—
H0 一场 即在 H0 水位

下的最大水深
。

当 E > 。时
,

表示水层密度随深度增加
,

湖水处于稳定状态 ; 当 E < 0 时
,

湖水密度随深度减小
,

湖水处于不稳定状态
,

E 一 0 时
,

各层密度均匀
,

湖水处于中性平衡

状态
。

在这里
,

因为水的压缩系数极小
,

水深又很小
,

因而忽略了由于水深加大所产生的

压力对密度的影响
,

仅考虑温度对密度的影响
。

据实测水温垂直分布曲线 T (的
,

即可求

得相应的密度垂直分布曲线 p (幻
,

据式 ( 5) 从湖面向湖底积分
,

即可求得湖水垂直稳定

度 万
。

2
.

湖水垂直稳定度 E 年变化

如表 5 所示
,

万的最高值 出现在夏季 7 月份
,

最低值出现在冬季的 2 月和 12 月份
,

表 5 淇池稳定度 E 年变化 ( 1 0- . 9 /
c m

4

)

立1上}二}二1二】二}立}兰{二}二}止1二
” 1’乙 4 , }‘o

,

”2 {咚
·

“ }, 9
·

2 9 } 4
·

‘3 } ” !
, 3

·

6 7 } 5
、
“‘ }一 3

·

”! “ }一 ”
·

”0

!
1 :

.

8 ; } 一 2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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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值
。 1 , 3 , 9 月份等于零

,

10 月和 4 月分别 出现两个小高峰
。

由于水温垂直分布曲

线是每月一次的瞬时观测值
,

其偶然性较大
。

如果以每三个月平均代表一个季度
,

则季节

变化明显
,

夏季最大 (巧
.

8 4 )
,

春季次之 (7. 6 4 )
,

再次秋季 (6. 49 )
,

冬季最小 (一 2
.

8 8 )
。

六
、

湖 水 储 热 量

1
.

计算方法

湖水储热量是指湖泊水体中所含的总热量
。

在
‘
时刻的湖水储热量可用下式表示

￡刀

。
,

一 C

{二:
T (一 , ·(一 , A (·, ‘·

(6 )

式中 必
—

t 时刻湖水储热量 ; C

—
湖水热容量

,

对于淡水湖泊可近于 1 ; 瑞—
湖面

高程即水位 ; 月D

—
湖面积为零时的湖底高程 ; T (

z , , )

—
在 名

时刻的水温垂直分布

曲线 ; p
(.z

, ‘
)
—

对 应于 T (z
, ‘

) 的湖水密度分布 ; A (幻
—

湖泊水位面积曲线
。

据

滇池水位面积曲线 A (幻
、 19 8 2年中滩站月平均水位和每月一次水温垂直分布曲线 T (

z ,

,
)

,

从湖面向湖底积分
,

即可算得各水层和全湖的储热量
。

2
.

湖水储热量年变化

各水层湖水储热量年变化 (图 1 3 )
,

从湖面到 2. 4 m 各层内
,

湖水储热量的最高值都出

现在 7 月份 ; 2. 斗一4
.

o m 各层出现在 8 月份 ; 4. 。一4. 8m 层出现在 10 月份 ; 4. 8一5
.

6 m 层

则出现在 3 月份
。

这说明湖水储热量的最高值 出现时间随深度增加而向后位移
。

最低值

大多出现在水温最低的 2 月份
,

只有最下层 出现在 6 月份
。

由图 13 还可看出
,

各水层储

热量的年变化
,

湖表层最大
,

随深度增加不断减小
。

�沪
一。一�叫口迪戴

0
’

.
’

l
’

,
‘

丁六 长 与
J

万一下一二 ~ 万一一
‘

.

艺 4
一

6
’

吕
一

1 0 1艺 (万 少

图 13 滇池各水层储热量年变化
0一0

.

sm 2
.

0
.

8一 1
.

石m ; 3
.

1
.

6一 2
.

4 m 4
。

2
。

4一 3
.

Zm ;
。

3
。

2一4
.

oxn 6
.

4
.

0一 4
.

8m ; 7
.

4
.

8一5
.

6m
。

全湖储热量年变化 (图 14 )
,

基本上与全湖平均水温年变化相应
,

即水温高
,

储热量大
,

水温低
,

储热量小
。

只有在 8 月
,

10 月份水温虽在下降
,

而储热量却有所增加
。

这是因



袁静秀等 : 滇池的热学状况

�彭日月弓潮袭旧书�主翻关;��洲
1 0

.

0 2 0

HT、、

从狠卞卜
沪

尸Z
产

丫尹‘一,�尸

厂\

哎UCU
�On甘�兄�乃O

�护
�工。�口旧簇掌

图 14 1 9 82 年滇池全湖储热量 ( Q )
、

平均水温 ( T ) 以及月平均水位 (H ) 年过程

为储热量不仅是水温的函数
,

而且也是容积即水位的函数 (式 6 )
。 8 月

,

10 月水位上升容

积增大的速率超过水温下降的速率
,

因而这两个月的储热量与水温变化不相一致
。

全湖储热量最大值出现在 8 月份 ( 10 .9 2 x l0 l’J )
,

最小值 出现在 2 月 份 ( , .4 2 x

l o 16 ) )
,

年变幅 5
.

5 0 x 20 , ‘J
,

年平均储热量 5
.

2 5 x 1 0 , 6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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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MA L R E G IM E O F D IA N C H I LA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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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B s
呱

A c T

D ia n c hi 15 a sha llo w w a te r la k e
.

Its m ea n a n d m a x im u m d ePth s a r e 4
.

17

Its e a te h n le n t a r e a 15 2
,

9 20 k m 气 a n d la k e a r ea 15 3 0 0 k m ,
.

m a n d Io
.

16 m
, r e sPe e tiv e ly

.

T his PaPe r 15 b a se d o n th e o bs e r v e d d a ta (fr o m the la k e fr o m M a y
,

19 80
,

N o v e m b e r ,

198 1

a n d F e b ru a r y
,

1983 ) a n d o ld e r hyd r o m ete o r o lo g ic a l d a ta a r o u n d the la k e
.

S o m
e o f th e r e su lts a re a s fo llo w s :

l、 T h e a n n u al a n d d a ily v a r ia tio n o f w a te r s u r fa c e te m Pe r a tu r e

T h e a n n u a l w a ter su r fa e e te m p e ra tu re a m Plitu d e 15 r a th e r s m a ll
.

T h e ye a r ly m a x im u n l

(in

J u ly
,

197 2)
,

m in im u m (in J a n u a r y
,

1963 )
, a n d a v e r a g e su r fa e e te m p e r a tu re s a r e 3 0

.

6
“

C
,

2
.

2
o

C
,

16
.

3
o

C
, r e sPe c tiv ely

.

T he a n n u al a n d d a ily t em p e r a tu r民 a m p litu d e s a v e ra g e 22
.

7
“

C a n d a bo u t

1
.

O
O

C
, r es Pe c tiv e ly

.

2
.

T he d iu r n a l v a r ia rio n o f w a te r te m Pe r a tu re

T h e d iu r n al m a x im u m a n d m in im u m su rfa c e la ve r te m p e r a tu r e s o c e u r e o m m o n ly a t 14一
18 h a n d ,一s h

, r e sp e e tiv e ly
.

T h e d a ily a m p litu d e o f w a te r tem p e r a tu re a v e r a g es l
“

C a n d d e -

C f e a s eS

3
.

w ith d e Pth
.

T he v e rtie a l d istr ibu tio n o f w at e r t

em Per a tu re

T h e v e r tic a l d ist ribu tio n o f w a te r tem Pe r a tu r e in D ia n e hi L a k e 15 v e r y u n sta ble
, a n d m a y

be n o rm a l
,

in v e r se , o r iso the rm a l
.

T h e v e r tie及1 te m Pe r a tu re d iffe r e n e e s a r e s m a ll
.

T h e v e r tic a l sta bility o f la k e w a te r 15 m a -

x im u m in su m m e r a n d m in im u m in w in te r
.

T he v er tie a l tem Pe r a tu r e g r a d ie n t in su m m
e r 15

hig he r tha n in w in te r
.

4
.

T he d r ift e u r r e n t Pu sh th e w a r m e r su r fa c e la ye r w a te r to th e w in d w a r d sid e o f th e

b a n k
,

,
.

H e a t sto re d in the la k e is m a x im u m (IO
.

92 X IO, , J ) in A u g u st , a n d m in im u m (,
.

42 x

10 ‘6 J) in F a b r u a r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