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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岛西侧扇贝养殖区夏季水温

连续变化特征的分析
`

单毅春 张义钧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

天津

杜 兵
引】) 17 1)

提要 利用最新研制的测温链浮标
,

根据 1卯4 年 6一 8 月在辽宁省长海县海鲜岛扇贝养

殖区现场连续观测的水温实测数据
,

分析该区域水温连续变化特征
。

分析结果表明 : 在

0 一 10m 范围内
,

水温存在着极为频繁的急剧变化
,

而且水温的连续变化与潮位的变化基本

相同
。

通过时间序列频谱分析可以看出
,

水温波动存在着明显的潮周期特征
,

并且水温剧烈

波动的时间与扇贝出现大量死亡的时间相吻合
`

关键词 测温链浮标 水温变化 潮位

海洋岛附近海域是我国海珍品养殖的重要海区之一
,

对这一海域水文环境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夏季海洋岛海域大幅度
、

跳跃型水温异常波动

是导致扇贝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 (周玮等
,

1992)
。

此外
,

兰淑芳 ( 1990) 也提出了 : 由

于该海域温跃层的变化
,

扇贝生存的周围海水温度也随之急剧变化
,

因而造成扇贝大量

死亡
。

有关这一海域水温连续变化特征及其对扇贝死亡之影响的研究
,

至今尚未见报

道
。

本文报告海洋岛扇贝养殖区夏季不同水层的水温连续变化特征
,

以期找出水文波动

的变化规律及其对扇贝死亡的影响
。

1 测温链浮标观测方法

采用的测温链浮标是用于海水温度测量的自动化仪器
。

它的特点是能够长期
、

连

续
、

定点
、

多层次同时进行温度测量
。

由几个测温链浮标组成的阵列
,

可以进行三维水

体温度测量
,

为研究三维空间短周期海水温度变化提供有效的观测数据
,

这是传统的测

温方法无法比拟的
`

在测温链浮标设计过程中
,

为了减少测温链浮标的体积
,

降低成本并直接观测养殖

区水温波动状况
,

采用了浮体外部附加塑料浮球 (浮筏养殖用 )
,

使浮体浮于水面
,

且用

绳索系于养殖筏上
,

以固定其位置
。

测温链水下部分的锚系装置
,

根据观测海域现场状

况
,

可以调整加在测温链末端的配重
,

保证不同水层温度测量的准确性
。

技术指标和参数 : 测量范围 : 1一 35 ℃ ; 测量准确度 二 士.0 2 ℃
,

分辨率 0
.

1 ℃ ;

测温链长度 : 2;m0 测量点数 : 4 个测温传感器 ; 排列方式 s m
,

1m0
,

15m
,

2m0
,

在 巧 m

处有一压力传感器 ; 采样间隔 : 1而 n ;
电源和存贮器 : 可连续工作一个月以上

。

在海洋岛扇贝养殖区共进行了两次连续海温观测
,

其观测位置见图 1
。

观测时间在

* 辽宁省海洋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资助
,

92 13李)14号
。

单毅春
,

男
.

出生于 194 5 年 1月
,

副研究员

本文承蒙青岛海洋大学方欣华教授提出宝贵意见
,

谨此致谢

收稿 日期
: l卯5年 5 月 8 日

,

接受日期
: 19粥 年 2月 1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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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4年
,

分别为 6 月 6 日一 6 月 8 日
,

7 月 3 日一 8 月 3 日
。

其中第二次观测时间长达

一个月
,

获得了 s m
,

1m0
,

15m
,

2伽rn 共 4

个层次
,

取样间隔为 1而n 的水温连续变化

资料
。

2 水温连续变化以及与潮周期的关系

选用 6 月 6 日一 6月 8 日的观测资料
,

经过中值滤波处理后
,

得到了 sm
,

1m0
,

1 sm
,

2m0 等 4 个层次的温度时间序列 (见图 2)
,

并对这些序列进行了温度变化特征分析
。

在

分析过程中还使用了北黄海南森站历史资料

和与测温链浮标水温观测同期进行的长海县

海洋监测网断面温度观测资料
。

由图 2 可以

看出
,

sm 层水温波峰最宽
,

水温变化幅度

除个别时段较大 (约 5 ℃ ) 外
,

其他大部分

时段温度变化不大
。

10I n 层水温波动最为剧

烈
,

且变幅最大
,

可达 7 ℃
。

根据现场断

面水温分布显示 (见图 3)
,

此时温跃层存

在于 5一 1伪n 左右
,

巧m 以深水温均匀且相

对稳定
,

由此说明水温波动主要存在于温跃

层及其附近
。

15m 层处于温跃层边缘
,

水温

波动较弱除几处剧烈的短时间波动外 (尖峰

处 )
,

不存在持续较长时间的水温波动
,

2m0 层水温基本上没有变化
,

曲线平直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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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观测海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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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

30 为水深等值线
。

巧m 以深水温均匀
,

即使海水存在上下

起伏运动也不会引起温度变化
,

这与图 3 上所显示的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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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中加人现场潮位变化曲线
,

可以看出
,

水温变化曲线与潮位变化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相关性
。

水温波动有明显的随潮变化特征
。

从整体上看
,

涨潮时
,

各层水温升高
,

落潮时
,

各层水温降低
。

其中
,

s m
,

1m0 层水温随潮涨落波动明显
,

15m 层水温仅在涨

潮时的部分时间内水温有所上升
,

而 20m 层水温变化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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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链浮标布放区域的水深大于 2伪n
,

属于正规半 日潮区
,

潮流主轴方向为南北

向
,

涨潮时潮流由南向北
,

落潮时潮流由北向南
,

最大流速为 7 5a n / s
。

潮汐运动一方

面引起浅海水温波动的发生
,

同时潮汐平流本身也能产生局部海域垂 向分布的水温变

化
。

根据北黄海 6 月份 10 m 层水温多年平均分布
,

海洋岛南部水温较高
,

涨潮时高温水

随潮流向北运动
,

养殖区内 10m 层附近为由南部流过来的暖水
,

上层暖水体积增大
。

落潮时
,

其北部低温水向南移动
,

养殖区内 1m0 层附近变为低温水
,

下层冷水体积增

大
,

而 巧m 以深基本未受此变化的影响
。

从图 3中也可看出
,

断面左边 (南部 ) 68
,

69

号站的上层暖水体积较大
,

而其右边 (北部 ) 71
,

72 号站的上层暖水体积较小
。

经估

算
,

在近 6 个小时涨潮或落潮的过程中
,

水体移运距离可达 10km
,

在此过程中就水体

运动距离来讲
,

完全能够穿过海洋岛试验海区 (图 1 )
。

随着潮汐的涨落
,

海洋岛试验

海区 10 111层海水温度便产生了近似潮周期的变化
。

由此显示出在整个温度波动过程中

潮汐平流所起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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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度变化曲线 (图 2) 中
,

还可以发现有很多随机的尖峰
,

其中部分尖峰振幅相

当大
,

其水温短时变化可达 5一 6 ℃
,

而这种水温剧烈的高频波动
,

可能是导致养殖

区内贝类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3 水温时间序列的频谱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水温波动特性
,

采用最大嫡谱分析方法 (陈上及等
,

199 1) 对测温

链水温观测的时间序列资料进行了温度功率谱分析
。

使用了 1994 年 7 月 3 日一 8 月 3

日的水温观测资料
,

并选取 s m
,

10 In 两个层次的 4 30 多个小时的资料计算功率谱
。

在做

谱分析之前
,

对该序列进行了 5 点中值虑波
,

资料的取样间隔为 1而 n
。

通过计算
,

得

到了 s m
,

1m0 层取样间隔为 l而 n 的功率谱
,

其取样点为 26 00( )
,

回归阶数为 2 600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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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 (图 4) 可以看出
,

该序列存在较明显的日潮
、

半日潮周期的谱峰
,

和 d5 左右的长

周期谱峰
,

同时存在 h8
,

h6
,

h4 的谱峰
,

这充分显示 了该海区存在着明显的潮频特征波

动
。

经谱斜率计算
,

温度谱的谱斜率接近于 。 一 2 ,

其中 。 为角频率
,

服从于 内波谱特性

分布 ( aF gn 为hn ua et al
.

1991 )
。

由谱图上还可以看出
,

水温波动中同时存在着大量的

高频随机扰动
。

当这一海域中温跃层较强时
,

养殖区内的水温环境将十分不稳定
,

在跃

层附近的温度会由于某一扰动而产生剧烈的高频波动
,

而且养殖扇贝正好放置在跃层附

近
,

贝类出现大量死亡的时间与水温高频波动的时间相吻合
,

因此很可能是这种水温高

频波动导致了养殖区内贝类的大量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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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测温链浮标观测到的水温连续变化数据及其绘制出的水温波动曲线 (图 2)
,

进一步证实了 5一 1m0 范围内
,

海水温度存在着极为频繁的急剧变化
。

.4 2 水温连续变化曲线与潮位变化曲线之间存在着相当好的一致性
。

4
.

3 该海区温度谱具有明显的潮频性征
,

其谱斜率接近服从于 内波谱特性分布
。

.4 4 在 sm 层和 1m0 层
,

水温除存在明显的潮频变化以外
,

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高频

随机波动
,

而且水温波动的时间与贝类出现大量死亡的时间相吻合
,

因此它对于我国学

者提出的水温急剧变化是引起扇贝死亡原因的观点
,

显然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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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考虑到 巧 m 层水温变化不大
,

2伽rn 层几乎无变化
,

因此建议可 以将扇贝放在 15 m

以深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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