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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海域表观耗氧量之研究
‘

陈 水 土 阮 五 崎
(福建海洋研究所

,

厦门 36 10 12)

提要 台湾海峡海域 198 3一 1988 年多次调查资料表明
,

该海域夏季表观耗氧量(A O U )变

化幅度较大
,

其分布特征呈近岸
、

底层高
,

向上层
、

外海递减
,

诸上升流是其主要控制因

素
。

各上升流区 A o U 与温度
、

盐度
、

诸营养盐呈显著相关关系
。

PO ;

/ A o U 与 N O 。

/ A O U

比值平均分别为.0. 00 58 和 住076
。

上升流海域夏季初始营养盐少0 ; 币。和【NO
, 币,

较低
,

而再

生营养盐高
,

是现场营养盐的主要部分
。

有机物质分解耗氧对 A O U 的贡献比浮游动物等呼

吸耗氧更重要
。

关键词 表观耗氧量 初始营养盐 近岸上升流 台湾海峡

表观耗氧量(A O U )定义为 :

A O U = 【0
2 ,.

’

一【0
2 ,.

,

(l)

式中
,

[q ,’表示海水中溶解氧含量的实测值 ; 【0 2,.* 表示水体在 IP a 时
、

现场特定

的温度
、

盐度条件下溶解氧的饱和含量
。

溶解氧的表观消耗不仅与水体交换有关
,

而

且与同时发生的营养物质的变化有关
。

研究 A O U 对于大洋中水团混合
、

海洋生物地球

化学以及生物生产力等研究
,

都有重要的意义
。

已有不少报道涉及台湾海峡局部海域

A o u 的关系及其垂直变化 (H un g
,

19 71 ;
戴民汉等

,

199 1;
庄万金 ; 199 2; 文景烟

,

1982)
。

但是
,

有关台湾海峡海域 A O U 的化学特征
,

还有待于系统研究
。

本文拟通过台湾海峡多

次调查研究的资料
,

着重讨论全海域表观耗氧量的分布变化特征及其与温度
、

盐度
、

营养

盐等因素的关系
,

揭示该海域 A O U 的化学特征及其与上升流的关系
。

1 资料与方法

所用的海水化学
、

水文
、

海洋生物和初级生产力等调查资料取自于 : 福建海洋研究所

198 3 年 5 月一 19 84 年 5 月台湾海峡中北部海洋综合调查 ; 1987 年 7 月一 19 88 年 7 月福

建海洋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的研究 ; 19 87 年 12 月一 1988 年 11 月福建

海洋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海洋系
、

福建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等合作的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上

升流研究 ; 福建海洋研究所 19 86 年 1 月一 1987 年 5 月台湾海峡中部海洋综合调查
。

温度
、

盐度
、

溶解氧含量及 N O : ,

PO
4 ,

51 0 3
诸营养盐为现场测定

,

测定方法按海洋

调查规范执行
,

单位为 拜m of / L
。

表观耗氧量由现场测定的资料按公式(l) 计算得出
,

溶解氧与 A O U 的单位为 m m ol / Lo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铭印加 1号
。

陈水土
,

男
,

出生于 1叫3 年 4 月
,

副研究员
。

参加调查工作的还有杨尧
、

吴丽云
、

张钒
、

郑瑞芝等
。

水温资料和浮游生物量资料分别由本所海洋水文气象室

和海洋生物研究室提供
。

谨志谢愧

收稿日期: l卯5 年 2 月 加 日
,

接受 日期
: l卯5 年 5月 为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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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

1 表观耗氧量的分布变化特征 台湾海峡海域 A O U 的分布变化规律在夏季与冬

季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

夏季
,

台湾海峡全海域 A O U 变化幅度皆较大 ( 一47
.

59 一 81
.

18)
。

近岸
、

底层区
,

A O U 较高且变化大
,

水温较低
,

盐度较高 ; 远岸
、

上层区
,

A O U 较低且多数为负值
,

水温较高
,

盐度较低(表 1)
。

表层 A O U 分布除在海潭岛至围头一带近岸和澎湖北面海

域出现 AO U > 0 外
,

一般为负值
,

西北部沿岸达 一
袱 图 2)

。

10m 至底层各层 A O U 的

平面分布趋势相似
,

呈西部沿岸高
,

向东南
、

外海递减
,

由上层向下层渐增的规律 ; 西

侧近岸水域
,

存在着一条与岸线平行的带状 A o u 相对高值区
,

远岸海域 A o u 多为负

值
,

且分布较均匀 ( 图 2)
。

A O U 的断面分布一般呈近岸
、

底层较高
,

向上层
、

向外海递

减的规律
。

东部海域 AO U 分布较均匀
。

西部近岸上层 A O U 垂直变化梯度较大
,

随离

岸距离的增加
,

等值线向下移动( 图 3)
。

分布特征明显反映了低温
、

高 A O U 的深层水沿

坡向岸涌升的现象
。

北部 F
,

G 断面 5伽m 层以下水域
,

以及台湾浅滩边缘海域也出现高

A O U 的深层水局部涌升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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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夏季台清海峡各区域表观耗叙,
、

水温
、

盐度比较

289

T a b
.

1 T he c

om pari son of A O U
,

T, S in 此 Tai ~
Strai

t in

时时 间间 区 域域 A U UUU 温度(℃ )平均值值 盐度度

(((年
·

月))))) 平均值 变化范围 一N % l)))))
平均值值

111呢3
.

mmm 台湾海峡峡 上层层 一 7. 4 1士9
.

73 一抖
.

18一 27
.

42 8999 26
.

86 士1
.

劣劣 33
.

70 土0. 4000

中中中北部部 下层层 6
.

23 土12
.

3 一 16. 供一 31
.

12 5999 25
.

61 士1
.

4999 33
.

8 5士0
.

3999

111货巧
.

佣佣 台湾海峡峡 上层层 6
.

70 士10. 07 一 8. 的一 25
.

93 2555 27
.

1 5士1
.

1222 3 3
.

2 1士0 2333

中中中部部 下层层 左
.

公士6
.

即 12
.

51 一 32. 的 000 25
.

93 士1
.

扮扮 33
.

4 1士0
.

2555

111呢8
.

0777 闽南一 台台 上层层 一 0
.

47 士13
.

85 一 19. 肠一 47
.

47 7000 26
.

30 士1
.

7666 3 3
.

57士0
.

3999

湾湾湾浅滩滩 下层层 27
.

76 士刀
.

81 一 2. 佣一 81
.

18 555 23
.

75 士2
.

0333 34
.

的士0
.

3222

1119 88
.

0777 海峡中中 上层层 一 0. 印土17
.

36 一47
.

界一 51
.

44 4888 27
.

26 士1
.

3999 33
.

62 士 1
.

%%%

北北北部近岸岸 下层层 刀
门

1 3士19
.

26 一 8
.

3 3一 6 5
.

6 1 444 24
.

84 士1
.

0222 34
.

40 士0
.

1222

111性招8 0777 海峡中北部远岸岸 一 0
.

伪士5
.

翻 一 10 3 1一 10 3 3 5 333 27
.

57 士1
.

1333 34
.

! 9士住的的

1111抢8
.

0’777 台湾湾 上层层 一 5. 03 士4. 刃 一 15. 87 一 2. 仍 8333 28
.

44 士1
.

0222 34
.

伪士0
.

四四

北北北面海域域 下层层 33
.

67 士27
.

53 2. 05 一 71
.

% OOO 22
.

印士3 8222 34
.

43 士0. 为为

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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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

台湾海峡南北各区域 A O U 上下层变化幅度皆较小
,

除个别站外
,

全海域

A O U 较低且多数为负值
,

尤其是南部海域
,

大部分时间
、

大部分测站都处于氧饱和状态

(表 2)
。

A O U 平面分布和断面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

体现浙闽沿岸水对该海域的

控制作用(图 4b, c)
,

以及海峡暖流水的影响依然存在(图 4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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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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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丁七C

冬季台湾海峡各区域表观耗氧t 比较
e

om Pari
s
on

o f A O U in the Tai w an St rai t i n

wm
te r

时时 间间 区 域域 全域平均值值 上层层 下层层

(((年
·

月 ))))) 一 N %%% 变化范围围 变化范围围

lll呢7
.

1222 闽南一 台湾浅滩滩 一 40
.

56 士6
.

8 ! 1田田 一另
.

58一 一 28
.

1444 一 48
.

40 一 一 刃
.

1555

1119皮1
.

1222 海峡中部海域域 一 0
.

35 士24
.

88 777 一 23
.

幻一 61
.

1666 一 2 1
.

47 一 7 3. 渭渭

111呢 3
.

1222 海峡中北部海域域 一 9
.

52 士6. 0 111 一 23
.

62 一 13
.

义义 一 17
.

76 一 0 0



3 期 陈水土等 : 台湾海峡海域表观耗氧量之研究

站 号

1 9 2 0 06 07 0 8 09 1 0 0 1 0 2

15
~ ‘

/
一 10 一 5

日
_

、!厂口洲
丈
’

留
飞万 5

。

、\\叉

一 RO刁

互 」
一

一扁
侧 34 3 5

送 O t 甲~ 咬
36 37 眼 30 T Z o l T Z o Z T Zo 3 T Zo .

T 3 o l

丁甘-

T 3o Z T
3 o 3

T so 。

门�4一/50一"
粉

。

八
。一 2

0 { d

2 0 t 应。》从 l \
4 。

徽叭义一少
自

一

板
一 5 0

图 4

Fig
.

4 V e r tic al

冬季( 19 83 年和 1987 年 12 月 ) A O U 的断面分布

di stri b u tio ns o f A O U in L怡c
.

,

198 3 an d 198 7 in the T ai w an Strai t

2
.

2 A O U 与上升流区温度
、

盐度的关系 夏季
,

台湾海峡近岸
、

下层海域 A O U 与温

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同时与盐度呈正相关关系 (表 3)
。

向岸涌升的低温
、

高盐特征

的深层水具有较高的表观耗氧量
。

A O U 与 T
,

S 的一元线性方程( 1988 年 7 月 )如下 :

海峡中北部近岸 A O U = 科8 一 17 T ; = 一 0
.

799 , )
,

A O U = 一 9 526 + 2795 ; = 0
.

472 ,)
,

n = 46

台湾浅滩附近 A O U = 3 17 一 13 T ; = 一 0
.

9 35 , )
,

A O U = 一 3 4以) + l (X) S ; = 0
.

774 ,)
,

n = 2 1

闽南 一粤东近岸 A O U = 356 一 14 T ; 二 一 0
.

885 , )
,

A O U = 一 2 82 5 + 84 5 ; 二 0
.

866 , )
,

n = 18

海水中 A O U 受光合作用产氧及生物活动耗氧的直接影响
,

并非保守要素
,

同时 A O U

也不是温度的线性函数
,

但是在上升流区 A O U 与温度
、

盐度均呈线性相关关系
,

这只

能充分体现在上升流区低温
、

高盐
、

高营养盐
、

低溶解氧
、

高 A O U 的深层水向岸涌升过程

比所有其他过程(包括生物活动 )更占优势
。

台湾海峡中北部海域
、

闽南 一 粤东沿岸以及

台湾浅滩西南边缘海域存在的诸上升流是上述 A O U 分布特征的控制因素
。

台湾海峡海

域夏季 A O U 的平面分布和断面分布规律与同期温度
、

溶解氧等要素的分布规律相似(陈

水土等
,

1992 )
,

在诸上升流区
,

尤其是在海潭岛东北侧至泥州岛
、

大箭岛至西洋岛
、

东

山岛至石碑山角一带水域上升流较活跃区( 陈水土等
,

199 1
,

1992
; 〔五e n et al

. ,

1992)
,

均

出现高 A O U
。

G
,

F 断面 50m 层以下的局部冷水抬升区 (较明显处位于 G
7

一 G :
站和

F7

一 巩站)高 A O U
,

也与溶解氧
、

营养盐的分布(陈水土等
,

1995 )一致
。

2
.

3 A O U 与营养盐的关系 夏季
,

台湾海峡近岸
、

下层区 A O U 与诸营养盐皆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表 3)
。

PO 4 ,

N O 3
现场测定浓度 C 与 A O U 的相关关系可表示为 :

C =
味

+ k A O 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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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上升流区海域 A O U 与温度
、

盐度
、

营养盐的相关关系

T ab
.

3 们姆 e o r re 】ati o n e
oc ffi e ie n t be tw e en A O U an d te m Pe

rat ur e ,

刘 ini ty

出ld n u tri e

nts in t比 叩we 伍ng are as in the T ai w an str ai t

时时间(年
·

月))) 区 域域 TTT SSS
叽

一PPP N0 3一NNN 51 0 厂 5 111

1119 88
.

0777 海峡中北部远岸海域域 一 0
.

5 83 11))) 0
.

34 1尹尹 0
.

5 8肠l))) 一 0
.

1 15888 一 0
.

0 18 222

1119 88
.

0777 海峡中北 上层层 一 0
,

5 1242
))) 0

.

17肠肠 0
.

的5 7
1 ))) 0

.

2 3() 777 0
.

28 8666

部部部近岸海域 下层层 一 0
.

8 527 1))) 0
.

5义8
1))) 0

.

92 5 8] ))) 0
.

3 9 1宁宁 0
.

9 152
1 )))

1119 88
.

0777 台湾浅滩附近海域域 一仓9 34 7 1))) 0
.

7744 ,))) 0
.

9 168 1)
··

0
.

92 4()
l))) 0

.

段刃31)))

1119 88
.

0777 闽南 一 粤东近岸
...

一 0
.

斜7 0 1))) 0
.

75 14 1》》 0
.

8 58 2 .))) 0
.

9义2 1))) 0
一

叫37
1 )))

1119 88
.

0’777 台湾北部 上层层 一 0
.

0 57000 一 0
.

27 5666 一0
.

叼8 888 一 0
.

1粼场场 一 0
.

么)5555

海海海域 下层层 一 0
.

9 726 豆))) 0
.

88 四l))) 0
.

8义岭
l))) 0

.

义入F))) 0
.

9 5 15
1)))

1119 86
.

朋朋 台湾海峡 上层层 一 0 9 1四 1))) 0
.

6 133 1))) 0
.

84 10
1))) 一 0

.

1吕《))) 0
.

别日)
1 )))

中中中部海域 下层层 一 0. 今铭8。。 0
,

83卯l))) 0
.

5 5 1333 0
.

05 1333 0
.

48 5888

1119 88
.

0777 闽南 一 台湾 上层层 一 0
.

7印7 1))) 0
.

州 )12))) 0
.

冲均3 1))) 0
.

峨刃2 1))) 0
.

88 72 1 ,,

浅浅浅滩海域 卞层层 一 0. 9义众I))) 0
.

762 3
1 ))) 0

.

别卯 l))) 0. 叨10 1))) 0
.

肠加l)))

11198 3
,

0’777 台湾海峡 上层层 一0. 52 巧I))) 0
.

加四四 0
.

抖7沪沪 住6 14 5
1 )))))

中中中北部海域 下层层 一0
.

87 72 t))) 0
.

朝3 1
1 ))) 0

.

肠3 1 1))) 0
.

8:拓9 1》》》

l) 表示显著性水平
a = 0

.

的卜 2) 表示
a = 0乃卜 (上层区为 < 二 〕加n ,

下层区为 > 〕山n
)
。

表4 同
。

式中
,

味 为营养盐 PO
;

和 N O 。
的初始浓度 ; k 为 R ed fi el d 比值

。

只有当味 为一常数

值时
,

营养盐对 A O U 线性方程的斜率才等于 R ed fi el d 比值
。

实际上
,

上述所讨论的海

域并不是这样
。

上述海域【PO ,,’和【N O 3 ,’浓度对 A O U 作线性回归方程(表 4 )
,

其斜率分

别为 p q / A o U = 0
.

00 39 一 0
.

佣如
,

平均 0
.

00 58 ; N o 。
/ A O U = 0

.

0 516 一 o
·

09 7 2
,

平均

0. 0 76( 不计相关性差的 )
,

均比 Re dfi el d 比值(分别为 0. 00 72 和 0
.

1 16) 小得多
。

海水中实测的溶解氧含量与特定温度
、

盐度下计算的氧饱和量之 间的任何差异
,

都

被认为是由于光合作用或有机物质的氧化所造成
,

因此表观耗氧量(或产氧量 )将与伴随

这些过程所发生的营养盐变化有关
,

这些关系导出海洋中光合作用与氧化作用的化学计

算模式如下(几le y et al
. ,

1975) :

(m 夕)
,

拯N o夕
l

尹尹0 4 + 1 380 2 = 106co
2 + 16H N o 3 + H 尹0 4 + H户 (3)

就是说
,

每生成一个磷原子和一个氮原子需消耗的氧原子分别为 276 个和 17
.

2 个
。

本海

域平均 △O /△P = 346
,

△O /△N 二26
.

4
,

比值较高
。

在上述【Pq ,’和【N O 3 ,’浓度对 A O U 的线性方程中(表 4)
,

A O U 等于 0 时的截距与

兔 相对应
。

在大洋上层水体
,

初始营养盐浓度一般为零(w en et al.
,

19 89)
,

但近岸水

域情况较复杂
。

本研究海域现场营养盐分布一般呈近岸
、

底层高
,

向上层
、

外海递减
。

近

岸
、

底层水域初始营养盐浓度一般低于现场营养盐 ; 上层
、

远岸海域初始营养盐略高于下

层水域(表 5)
。

这说明上层及远岸海域由于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产氧(A O U < 0) 消耗营养

盐
,

现场营养盐一般略低于初始营养盐
,

而近岸底层海域
,

上升流发育强盛
,

初始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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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
OU 与 Po. 一 P

,

N o3 一 N 的线性回归方程

T a b涛 A line
r c

orr
e
颐on be tw e en A O U aJ日阳

月一P
,

N 0 3 一N

时时间(年
·

月))) 区 域域 线 性 回 归 方 程程

111988 0777 海峡中北部近岸岸 上层层 阶一 0
.

14 + 0. 田39 A o U (0
.

7 53
‘,
)

,

瀚
3 = 4

.

乃 + 住田肠Ao u (0
.

0如 2 111

下下下下层层 叽
一 0

.

肠+0 仪巧SAo u
’

(0
.

卿 ,))
,

No
3一 2

.

42 +0
.

051 6A o u (0
.

3务)) 2555

111988
.

0’777 台湾浅滩海域域 阳
月= 0

.

170 + 0. 田49 A 0 U (0
.

切
,,
)

,

嘟
, 一 0

.

37 + 0
.

的72 A0 u (0
.

姗
, ,
) xooo

1119 88 0’777 闽南粤东近岸岸 阳
月= 0. 236 +0

.

仪”3
Ao

U (0. 侧,
,

No
3一 0

.

14 +0
.

071 5A o u (0
.

姗1)) 1888

1119 88
.

0777 台湾北部海域域 叽
= 0仍3+0

.

田”人O U (0. 862 叹 No
, 一 1

.

57 +0
.

。笑犯A o u (0. 63 玛 1999

1119 86
.

璐璐 台湾海峡中部部 图
嘴= 0

.

姗 + 0
.

(刀时A o U (0
.

双
,))

,

瀚
3 = 0

.

4一+ 0
.

。么犯A o u (0
.

5 76习) 1666

11198 3
.

0777 海峡中北部部 阳
‘= 0

.

1刃 + 0. 戊以)A O U (0
.

5 1 1’))
,

瀚
3 = 1

.

刀 + 0. 田l认o u (0
.

7打,,
) 1肠肠

11198 7
.

1222 闽南台湾浅滩滩 叽
= 一 0

.

16 一 0
.

0 1 1 A o U( 一 0
.

皿
,

))
,

瀚
3 = 一 7

.

5一0
.

3 1 Ao u (一0
.

53
, ,
) 3 555

表 5 现场营养盐与初始营养盐浓度比较

T ab
.

5 刀祀 e
om Pari son of 此

e o

献
n tr ation of n u tri e n ts at site aJ ld Pr e fo rm ed n u tri e n ts

时时 间间 区 域域 阳
月一 PPP l阳

月
恤恤 N 0 3一 NNN IN O , 币

二二

(((年
·

月 ::::: 平均值 变化范围围 平均值 变化范围围 平均值 变化范围围 平均值 变化范围围

111988
.

0777 海峡中中 上层层 0
.

14 0
.

0 一 0
.

2666 0
.

1 ] 0 0 一 0
.

3444 3. 卯 0
.

28 一 9
.

佣佣 3
,

93 0. 伪一 9
,

8999

北北北部近岸岸 下层层 0. 22 0. 伪一 0
.

3999 0
.

肠 0刀 一 0
.

1777 3
.

62 0. 韶一 9
.

的的 2
.

88 a 94 一 6
,

4444

111兜8
.

0777 中北部远岸岸 0
.

肠 0
.

0 1一 0. 1333 0 肠 0刀 一 0
.

1444 3
.

59 0
.

24一 8
.

为为 3
.

63 0
.

0 5一 8
.

%%%

111男8
.

0777 台湾浅滩海域域 0
.

23 0. 田一 0
.

6777 0
.

16 0. 02 一 0
.

2444 1
.

59 0
.

19一 10
.

333 0
.

84 0
.

12一 1咒咒

1119 88
.

0777 闽南粤东近岸岸 0. 27 0
.

1 1一 0. 4888 0
.

18 0
.

02 一 0
.

3222 1
.

28 0
.

11一 4
.

4222 0
.

72 0
.

1 1一 2
.

义义

盐浓度相对较低
,

但再生营养盐部分所

占比例较大
。

冬季
,

闽南台湾浅滩海域 PO 4 ,

N O 3

营养盐对 A O U 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表

4 )较夏季大
,

p o 4
/ A O U = 一 0

·

0 1 1
,

N 0 3
/

A O U 二 一 0
.

3L 大于 Re dfi el d 比值
。

水体
A O U < O

,

光合作用产氧且消耗营养盐
,

初始营养盐浓度高于现场营养盐
。

2. 4 A O U 与生物生产力关系 海洋生

物的呼吸作用及水中各种有机物质氧化分

解消耗氧
,

而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产生氧
,

因此
,

对于水中表观耗氧量的变化和分

布
,

生物活动是另一重要的
、

直接的影响

】1 9

福

建
‘

12 2
“

王0
‘

E

< 10 0

一C h l
.

a

B Z P

图 5 山 l
.

a 与B Z P 的平面分布(19路年 7 月)

Fi g
.

5 H o r止。n
囚 dis tri bu tions of 浏or 叩hll

a 出x]

悦om as s o f z
oo PI玉止to n in Jul y

,

19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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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在中北部近岸 10m 层至底层 A O U 高值的带状海域(图 2)
,

叶绿素 c址
.

a 相对较高

(含量变化范围在 0
.

102 一 3
.

17
, ’

水柱平均皆 > 0
.

sm g /时
,

局部区域 > 1
.

0)
,

但浮游动

物总生物量(Bz p )较低
,

一般 < 100 in g / m 哭除西北部 G .
站外 )( 图 5)

。

在 A o u 为负值

或较小的上层
、

远岸海域与台湾北部海域
,

ch l
.

a 都较低(变化范围分别为 0. 034 一 1
.

科

和 0
.

0 7 8一 1
.

0 1毗 / m ,
)

,

BZP 分别为 138 和 losm g / m , ,

A O U 与em
.

a
,

BZ p 的相关性

甚差
。

1983 年 7 月西部沿岸表层局部产氧高值 (> 15) 的媚州岛至海潭岛海域
,

c址
.

a 较高

( > 1
.

0)
,

浮游植物较密集( > 10 ,
个 / m 3

)
,

但浮游动物量较低(50 一 100 m g / m 今
。

在西

南部围头外海附近海域
,

浮游植物量低(< 10 6
个 / m 3 ,

c hi
.

a < 0
.

sm g / m 3
)

,

浮游动物量

较高
,

A O U 低(底层 < 10
,

表层 > 一 10)(图 6)
。

一

上述事实说明生物活动在水体中产生的各种生物碎屑
、

排泄物
、

分泌物等有机物质的

分解耗氧比浮游动物呼吸耗氧对表观耗氧量的贡献更大
。

西部近岸海域尽管c hi a 高
,

浮

游植物光合作用产氧较高
,

但海域 A O U 高
,

近岸上升流是其主要控制因素
。

l一9
“

1 2 0
“

一2 1
。

一1 9
0

12 0
“

1 2 一
“

1 2 0
“

1 2 l
O

E

户户
‘

乡乡
二二二二刁 ,’ 户 , _ _ _

_

二
’

⋯ :
---

国国弓
) ) 孔了分

_ 二 二
大

.

沁一一
222 艺 po 。一功U _ 二 二 二 : 】二找 : 找认认

匡匡刃

过
}}}

~~~、 之
.

一
‘ ’ 一 ‘

一
:
一

1 了二 二
一~

二 : 二厂厂

爵爵月乍
三

荟荟
石石厂不 二下八 几飞下、二:.- 万

一 丁 / 冷
---

图 6 A O U (a )
、

e h l a (b )与 BZ P (e )的平面分布 (1983 年 7 月)

Fi g
.

6 H o r让on tal dis tri b u tions of A o U (a)
, c

hio
r

叩hll
a

(b)
al日

bi o m as s o f z
oo p l山止 ton (c ) in J山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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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3
.

1 台湾海峡夏季 A O U 变化幅度较大
。

表层与远岸海域大多为负值
,

近岸及下底层

A O U 高
,

且呈向上层
、

外海递减的分布趋势
。

近岸上层局部海区 A O U 垂直变化梯度

大
,

反映深层水沿坡抬升现象
。

冬季全海域 A O U 多数为负值
。

3
.

2 福建沿岸上升流
、

粤东沿岸上升流
、

台湾浅滩边缘上升流及台湾北部海域冷水涌升

等是台湾海峡夏季 A O U 分布特征的控制因素
。

A O U 与温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而

与盐度呈正相关关系
。

3
.

3 台湾海峡海域 A O U 与营养盐【PO ,,’和【N O 3 ,’浓度呈较好的正相关关系
,

PO ;
/ A O U

和 N o ,
/ A o u 比值平均分别为 0. 00 58 和 0

.

0 76
。

3
.

4 上层
、

远岸海域初始营养盐浓度略高于现场营养盐
,

而近岸底层海域初始营养盐浓

度较低
,

但再生营养盐所占比例高
,

现场营养盐含量高
。

3
.

5 水中生物活动产生的各种有机物质分解耗氧比浮游动物呼吸耗氧对 A O U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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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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