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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循环的结果是越靠近两极降水中 ⁄含量越

低 从而使不同纬度的海洋表层水中具有不同的 ⁄

含量 形成不同 ⁄和 含量的水体 ∀ ≈ 提出以

⁄含量作为海水水团的特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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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采样站位

ƒ ≥

图 研究断面海水温度 !盐度 !∆⁄ 分布

ƒ ⁄ ∏ ∏ ∆⁄

√

多年来的南极考察对普里兹湾的水文 !化学和生

物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试图探讨普里兹湾是否形

成底层水 但均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本文对中国第

次南极考察中采集的样品测定的 ⁄含量和相关的温

盐资料进行了分析 给出了以温盐特性划分的水团的

表层水 !陆架水 !深层水和底层水可能的 ∆⁄值 ∀

样品采集与测量

按海底地形普里兹湾可分为水深在 以浅陆

架区和水深在 以上大洋深水区两个区域 两

海区之间的大陆隆水深仅 ∀陆隆北面是陡峭的

大陆坡 ∀本研究样品于第 次南极考察第一航段采

集 时间为 年 月 ∗ 日 ∀采样站位如图

所示 全部站位在 β χ∞经度线上 ∀其中 ∂2
站位于深水区 ∂2 号站位于大陆架上 ∂2
号站位于大陆坡上 ∀样品由 ≤×⁄采水器采集 用

塑料瓶封装 ∀回国后用 ∂ ≥ 2 型气体同位素质

谱计测定 ⁄ 比值 用下式计算 ∆⁄值

∆⁄ ≅ ≈∆⁄ 样品 ⁄ ≥ • ≅

结果讨论

南极海区有多种以温盐特征划分的水团 ≈ ∀按

其所在深度分为 表层水 !中层水 !深层水 !底层水和

位于陆架上的陆架水 ∀中层水在南极峰以北的海域

所以南极近海主要研究表层水 !深层水 !底层水和陆

架水 ∀

研究断面各测站各层位的温度 ! 盐度和 ∆⁄值如

表 所列 其分布如图 所示 ∀本文仅使用了采样层

的温盐数据 ∀从图中可以看出 海水温度 !盐度和 ∆⁄

的等值线走向基本一致 ∀温度分布图中有两条 ε 等

值线 其中一条从 β χ≥向南从表层逐渐加深到陆

坡位置深度达 另一条在 以下深

度 ∀两条等值线之间为正温度 其余为负温度水体 ∀

以下 以上水体盐度在 以上

以上水体盐度最低至 ∀全部测站具有负或近似

等于 的 ∆⁄值 且负温度水体必定出现负 ∆⁄值 ∀ ∆⁄

的等值线位于 β≥以北 以浅和 以

深层位 ∀

表层水

由于季节变化导致南极海区形成结冰 2融冰 2结

冰的循环过程 ∀每年冬季的 ∗ 月份 海冰达到最

大面积 从南极大陆沿岸直到 β≥ 冰量可达 成以

上 ∀结冰时 海表面冷却的水下沉 在表层之下形成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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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冰点的过冷却水 ∀由于这种水在冬季形成所以叫冬

季水 • • 南极冬季水的核心指标为 水温在

ε 以下 盐度约为 ∗ 水团平均深度为

∀每年的 ∗ 月是南极的夏季 海冰融化 海面被加

热 表层海水温度上升可达 ε 以上 形成夏季表层

水 ∀显然表层水存在于冰区 且由于不同纬度结冰和

融冰时间不一样 造成冬季表层水与夏季表层水的厚

度及存在时间不同 越接近南极大陆 冰期越长 冬季

水深度越大 在极圈内的北部冬季的深度并不是浙变

的 这种情况与水团作用形成辐散或辐合带有关 ≈ ∀

由于仅使用采样层的温盐数据 所以图 中温度等值

线对表层水的反映不尽完全 ∀在 β≥以南 ε 等温

线由北向南逐渐加深从 β≥的 加深到陆架区

直到海底 ∀在深水海区该 ε 等温线之上的水层即表

层水 但未观察到下面存在冬季表层水的夏季表层

水 这可能与观察时间及设站冰情有关 因为观察期

间观察到冬季水的测站 海区浮冰量大都在 成以

上 多的达 成以上 很多情况下是破冰采样 所以各

测站难以观察到夏季表层水 ∀ ε 等温线以上水体的

盐度均在 左右 在文献≈ 给出的冬季水盐度在

∗ 之间 ∀ 部分测站表层水的盐度小于

这可能是观察期间海冰部分融化 使海水盐度

降低造成的 ∀按温盐指标确定的表层水体的 ∆⁄均为

负值 为 ∗ ∀

陆架水

陆架水与表层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 由于靠近

南极大陆 陆架水表层冰盖期长 低温水可从表层直

达海底 其温盐特征与冬季水相似 水温在 ε

左右 盐度为 ∗ ∀本次研究陆架区水体符

合文献给出的陆架水温盐指标 而且也观察到了低盐

度的表层水 表层水温度较高 为 ε ∀整个陆架

水 ∆⁄值稍低于表层水 观察到的最低 ∆⁄值为

总体看 陆架水 ∆⁄在 ∗ 之间 ∀

南极近海水体中的 ⁄含量除受直接降水的影响

外 极地冰山的溶化是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极地冰

山由降水形成 由于总体来说南极陆地比海洋位于更

高纬度 所以其中 ⁄的含量比海区降水更低 作者测

得普里兹湾冰山冰中 ∆⁄为 ∀冰山经冰川进入海

洋并在海水中溶化使海水中的 ∆⁄更负 ∀所以陆架水

∆⁄值稍低于表层水 ∀

深层水

在低纬度海域 深层水位于 ∗ 深度

其温盐指标为 ∗ ε 和 ∗ 在印度洋深层

表 1  研究断面各测站各层位的温度 !盐度和 ∆∆ 值

Ταβ .1  Τηετεµ περατυρε ,σαλινιτψ ανδ ∆⁄ √

站位 层位 温度 ε 盐度 ∆⁄ ≅
∂2 2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
?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
?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2 ?
β χ δ≥ ?
β χ 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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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约占整个水体的 在南极圈内深层水上涌可

达数百米深度 ∀

在整个研究海区 深层水占整个水体的大部分 ∀

在 ∗ β≥海区 深层水上涌到 以浅 从 β≥

下沉直到陡峭陆坡位于 以深 形成在 β≥和

陆坡间下沉的趋势 温度和 ∆⁄值的等值分布均表现

出这种趋势 ∀本研究海区深层水核心高盐水在 ∗

β≥的 ∗ 深度 其中 ∗ 深度处

的水体 ∆⁄在 ∗ 其余部分有负的 ∆⁄值 所以

可以得出结论 深层水核心 ∆⁄接近 在 ε 等温线

附近 满足深层水温盐条件的水体 ∆⁄值可达

所以深层水 ∆⁄值为 ∗ ∀

底层水

文献≈ 给出南极底层水的温度指标为 Τ ε

盐度指标为 ∗ ∀由图 可以看出 水深在

以下时 盐度同时满足深层水和底层水两种水

团的盐度指标 ε 等值线由陡陆坡向北逐渐加深

从 β≥的 到 β≥时为 在 ε 等温

线深度以下 ∆⁄均为负值 所以可明确该部分水体为

底层水 测定的该水团最低水温为 ε ∀但是 最大

负 ∆⁄值测站并不与最低水温的测站一致 说明该水

团最大负 ∆⁄ 值测站的水体中有高温低 ∆⁄ 值水的贡

献 这种水可能是夏季表层水的影响 所以有低的 ∆⁄

值而温度又不是最低的 ∀另外 从深层水与底层水交

界处的 ε 等温线以上深层水体中有相当部分水体

中 ∆⁄为负值 说明夏季表层水的下沉占有一定的份

额 ∀这也说明底层水不仅可能由深层水上涌与陆架水

混合下沉形成 而且可能由表层水下沉形成 ∀满足温

盐特性的底层水的 ∆⁄值在 ∗ 之间 ∀

结语

研究了南极普里兹湾海域不同水团的 ⁄含量 构

划出普里兹湾域各种水团 ⁄的分布图象 ∀按温盐指

标划分的水团中 表层水中 ∆⁄值为 ∗ 陆架水

为 ∗ 深层水为 ∗ 底层水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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