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种之需∀ 使用耐低温!耐高盐的优良品系卤虫

在低盐区人工增殖卤虫 可以延长卤虫在盐田中的滞

留时间 提高中盐区卤虫大龄个体的数量∀ 加强卤虫

资源的管理 做到合理捕捞 即有利于卤水的逐级净

化 又有利于增加卤虫产量∀ 在养殖区进行综合养

殖 合理安排养殖生物的种类数量 改善工艺 科学投

饵 以减少磷的输入 防止卤水富营养化的发生∀

进行定期监测 做好生物调控∀≥ 特别

强调把 作为灵敏的监测指标 认为 大于

时 会引起一系列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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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太平洋暖池的某些特征3

张启龙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利用 ∗ 年间的观测资料 对近期西太平洋暖池的某些特征及其变化进行

了分析∀ 结果表明 暖池某些特征的变化非常明显 而且与 ∞ ≥ 有极好的呼应∀

关键词  西太平洋 暖池 ∞ ≥

Ξ  进入 年代以来 ∞ ≥ 频频发生 先后出现

次 ∞
ζ 事件和 次 ζ 事件 特别是 ∗

年间出现了迄今最强的一次 ∞
ζ 事件∀ 与此

同时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相继出现气候异常现象∀ 本文利用 年代

∗ 年 的观测资料 对近期西太平洋暖池的某些

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分析 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暖池变异

特征的了解和对该海域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认识∀

 暖池分布

西太平洋暖池位于太平洋中!西部广阔海域 它

大致呈双舌状展布于赤道南!北两侧∀ 作者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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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 暖池多年平均的分布范围具有明显的

季节和年际变化∀ 其季节变化的主要特点是暖池主体

随季节而作南北向摆动 即冬季暖池主体移至赤道南

侧 夏季则移至赤道北侧∀ 暖池分布范围的年际变化

则呈现为 在 ∞
ζ 事件期间 暖池分布范围大 在

ζ 事件期间 暖池分布范围小 常年 暖池分布

范围处于二者之间∀

图 引列了 ∗ 年间各年 月暖池的

水平分布∀ 为便于对比 图中还绘出了同一月份多年

平均的暖池分布范围∀ 由图 可以看出 暖池

分布范围的年际差异较大∀ 年 月正值 ∞
ζ

事件盛期∀ 此时 暖池向东扩展最远 并与东太平洋暖

池连为一体≠ 暖池的分布范围最大∀ 年 月处

于 ζ 事件盛期 暖池明显西缩 东伸较强的南侧

暖舌仅及 β• 附近 暖池分布范围最小∀ 年

月为常年状态∀ 此时 暖池的分布形态处于上述两者

之间∀值得指出的是 上述这 暖池的分布范围都大

于多年平均状态 这与进入 年代以来频繁出现 ∞

ζ 事件有关∀

图 是与图 相对应的暖池在赤道区 β≥∗

β β∞∗ β• 的垂直分布∀由图可见 在 ∞
ζ

事件期间 年 月 暖池向东扩展最远 可及

β• 附近 在 ζ 事件期间 年 月 暖

池向西收缩最大 东界位于 β∞ 附近 常年 年

月 暖池东界在 β• 附近∀

综上所述可见 暖池分布范围的变化与 ∞ ≥ 有

较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在 ∞
ζ 事件期间 太平洋

上空盛行偏西风 暖水自西向东运移 因而使得暖池

的分布范围向东扩展 在 ζ 事件期间 太平洋上

空偏东风盛行 暖水在西太平洋堆积 暖池分布范围

向西收缩∀

图  西太平洋暖池分布 月

水平分布 垂直分布 2 年 2 年 2 年 2多年平均

ƒ  ⁄ ∏ • ° • ° ⁄

∏ ∂ ∏ 2 2 2 2 ∏ 2

≠  为深入了解西太平洋暖池的东扩现象 本文未将东太平

洋暖池西界的平均位置 β• 作为该暖池的极限东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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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池东界

由上节所述可见 暖池分布范围的大小是与暖池

东界的东西向变动密不可分的∀ 为此 分析了 年

月∗ 年 月赤道区暖池东界位置的变异特征∀

如图 所示 在 年 月∗ 年 月间 暖池东

界东西向的变化幅度较大 最东可达 β• 以东海域

年 月∗ 年 月 最西仅及 β∞ 附近

年 ∗ 月 多数情况暖池东界在 β∗ β•

间摆动∀

  在 次 ∞
ζ 事件中 暖池东扩最突出的当属

年发生的 ∞
ζ 事件∀此时 暖池东界已东移至

β• 以东海域 其次是 ∗ 年和 ∗

年发生的两次 ∞
ζ 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 暖池东

界向东伸展至 β• 附近 暖池东扩最弱的要算

∗ 年发生的那次 ∞
ζ 事件 暖池东界仅及

β• 附近∀ 暖池在各次 ∞
ζ 事件期间东扩范围

有如此大的差异主要与 ∞
ζ 事件的强弱有关∀ 当

∞
ζ 事件持续时间长 强度偏强时 太平洋上空的

偏西风强盛 驱动大量暖水自西向东运移 因而暖池

东界向东扩展就远 反之则近∀ 年发生的 ∞
ζ

事件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 暖池向东扩展最远也就

不难理解了∀

值得指出的是 在 年的 ∞
ζ 事件期间

暖池东界位置变动与前 次 ∞
ζ 事件有明显不

同∀在前 次 ∞
ζ 事件中 暖池东扩现象各出现一

次 而在 年的 ∞
ζ 事件期间 暖池东扩现象

却出现两次∀ 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 其形成原因尚有

待进一步研究∀

 暖池的厚度

由于资料所限 有关暖池厚度 深度 的研究较

少 仅 • 曾利用 ÷ × 资料对暖池的厚度

分布作过描述∀ 作者在文献≈ 中曾对西太平洋暖池

的多年平均厚度作了分析∀ 结果表明 暖池 β∞ 以

西海域 的平均厚度具有夏季大!冬季小的季节变化

特征以及南部大!北部小和自 β∞ 向西呈减小的分

布趋势∀ 本文利用近期赤道区 β≥∗ β β∞∗ β

• 有关资料着重研究了西太平洋暖池最大厚度的时

空特征∀

统计 年 月∗ 年 月间逐月水温资料

表明 在赤道区暖池最大厚度的纬向分布比较均匀

其值大都在 左右∀ 暖池最大厚度的季节和年际

变化均不太明显 但其最大值的出现位置却具有明显

的年际变化 而且与 ∞ ≥ 有较密切的联系∀ 暖池最

大厚度的出现位置在 ∞
ζ 事件期间偏东 主要位

于 β∞ 以东 在 ζ 事件期间偏西 主要位于

β∞ 以西 常年则处于两者之间 即主要位于 β

∗ β∞ 间∀

图  赤道区暖池东界的逐月分布 年 月∗ 年

月

ƒ  ∏ ∏

• ° ∏

∏

为了详细讨论暖池最大厚度在 ∞ ≥ 期间的变

化特征 本文分别绘制了 ∗ 年 ∞
ζ 事件

和 ∗ 年 ζ 事件期间赤道区暖池最大

厚度的各月分布图 图 ∀

前已叙及 ∗ 年 ∞
ζ 事件始于

年 月∀ 由图 可以看出 年 月 赤道区

暖池的最大厚度较大 约为 位于 β∞ 以西海

域 ∀ 此时暖池的东界位于日变线附近∀ 随着 ∞
ζ

事件的不断发展 暖池的最大厚度缓慢递减 其出现

位置却逐渐东移∀ 在 年 ∗ 月间 暖池最大厚

海洋科学



度值基本相近 大都在 左右 但其出现位置却

由 β• 附近 年 月 逐渐东移到 β• 附近

年 月 ∀ 年 月以后暖池最大厚度值迅

速递减 由 减小至 年 月的 ∀与此同

时 暖池东界已位于 β• 以东海域∀ 由于资料所限

本文未能阐述本次 ∞
ζ 事件期间暖池东界和最大

厚度变化的全过程∀

图  赤道区暖池的垂直分布

∞
ζ 期间 ζ 期间

ƒ  ∂ ∏ • ° ∏

∞
ζ

√
ζ

√

  ∗ 年间发生的 ζ 事件始于

年夏季∀由图 可以看出 年 月 ζ 事件

正处于发展阶段 赤道区暖池的最大厚度约为

暖池的东界位于日变线以东的 β• 附近∀ 随着
ζ 事件的继续发展 暖池逐渐向西收缩 暖池的暖

水在西部逐渐堆积 暖池的最大厚度也不断增大∀

年 月 暖池东界已移至日变线以西的 β∞

附近 而暖池的最大厚度也已增大到近 ∀ 尔后

暖池东界仍继续西移 而其最大厚度仍在缓慢递增

至 年 月 暖池东界西移到了 β∞ 附近 最大

厚度也增至 左右∀ 这标志着 ζ 事件已达

盛期∀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自进入 年代以

来 暖池某些特征的变化非常明显 而且与 ∞ ≥ 有

极好的呼应∀ 在 ∞
ζ 事件期间 暖池分布范围大

东界位置偏东 最大厚度薄 在 ζ 事件期间 暖

池分布范围小 东界位置偏西 最大厚度厚 常年 暖

池分布范围!东界位置及最大厚度均介于上述二者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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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水体中的二氧化碳体系

刘 辉  姬泓巍  辛 梅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系

提 要 采用库仑滴定法测定了胶州湾海域 个航次的总二氧化碳 根据测定的总二氧化碳

的数据计算了二氧化碳各分量的含量及二氧化碳分压 得到了胶州湾水体中二氧化碳体系的

平面分布!垂直分布及周日变化规律 并对结果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胶州湾 总二氧化碳 分布

α  水体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水体的光

合作用 因而又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 胶州湾

作为一个海湾 生产力很高 兼受陆地径流的影响 与

大洋水具有不同的特征∀ 不少研究者对胶州湾的营养

盐等参数进行了研究 但至今对此海区二氧化碳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因此 本文用 库

仑滴定法对胶州湾的二氧化碳体系进行了研究 并结

合温度!盐度! 资料对二氧化碳各分量及二氧化碳

分压进行了计算∀

 实验与方法

1 1 样品的采集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个航

次由/ 海院 号0出海采样 年 月航次由/ 东方

红 号0出海采样 站位如图 所示∀ 用有机玻璃采水

器采集海水 装入磨口玻璃瓶中 立即用 ≤ 溶液

固定∀

1 2 总二氧化碳的分析方法

将定量样品用磷酸酸化 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用

高纯氮气气提带入电解池 用库仑滴定方法进行测

定∀ 根据滴定终点时消耗的电量 由法拉第定律求得

总溶解无机碳∀ 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次 取平均值 分

析精确度为? ∀

1 3 二氧化碳各分量及 ΠΧΟ2
的计算方法

根据 等 年给出的公式求出碳

酸的第 !第 表观解离常数 Κ
χ
Κ

χ∀ 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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