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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上升流的变异对渔业的危害

韩舞鹰 马克美

(中科院南i每海洋研究所 )

作者通过几年的调查
,

发 现在粤东和
,琼

东存在夏季风生的沿岸上升流
〔” , 〕。

众所周

知
,

上升流把富含营养盐的下层水带到海洋

真光层中
,

给含营养的海洋上层
“

施肥
” ,

大大提高 了海洋的初级生产力
,

因此海洋上

升流区
,

通常是著名的渔场
。

在普遍注意到

上升流对渔场的好作用的同时
,

作者认为还

不能忽视上升流的变异对渔业所 带 来 的 灾

害
。

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

1
.

粤东沿岸上升流

在粤东红海湾至 汕头外海 10 一 20 m 水 深

范围
,

是粤东沿岸上升流的中心位置
。

出现

上升流的时间是每年的 5一 g月
,

上升 流 中

心海水的上升速度为 1
.

2 x l。
一 3 c m / s ,

上 升

流 区磷酸盐的 垂 直 通 量 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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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上升流区的初级生产力高 达 1 5 5 8 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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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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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流区的环境特征见表 1
。

表 1 沿岸上升流理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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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沿岸上升流

在琼东陵水湾至清 澜港外
,

水深 1 0一30

m 范围
,

是琼东沿岸上升流的中心位置
。

出

现上升流的时间是 5 月至 9月
。

上升流中心位

置海水上升速度可达 3
.

8 x l o
一 ’c m / s ,

上 升

流区 的磷酸 盐 的 垂 直 通 量 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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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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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流区的初 级 生 产 力 高 达

2 4 3 6 m g /( m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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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流区的环境特征 见

表z
。

3
.

沿岸上升流的生成机制

南海东北部
,

夏季盛行西南季风
,

粤东

和琼东海岸线与风向平行
,

并位 于 风 的 左

侧
。

按厄克曼理沦
,

海水的离岸运动造成沿

岸的海水上升运动
。

这种上升流 的 动 力 是

风
。

因此它是随着西南季风的盛衰而生成和

消失
。

4
‘

底层水贫氧

由于风造成海水离岸运动
,

引起海水的

空缺
。

由底层水上升来补充
。

由 于 靠 近 陆

地
,

必然有小部分的海水空缺
,

特别是近岸

处表层海水的空缺一般是 由陆地 径 流 来 补

充
。

粤东径流大于琼东
,

因而这现象在粤东

要比琼东显著
。

粤东沿岸径流进入上升流区
,

出现一种

现象
,

即在表层是富营养的
,

密度小 的水 ; 而

在底层是密度大的水
。

这里海水受密度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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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隔
,

妨碍了海水的垂直交换
。

相反
,

表 耗氧
,

而不能通过混合交换达到氧的补充
,

层高生产力所形成的有机颗粒在重力的作用 出此形成了少见的粤东沿岸浅水 区 贫 氧 现

下穿过密度跃层进入底层
。

这些有机颗粒的 象
,

贫氧区理化特征见表 2
。

分解消耗着底层的海水中的氧
、

底层水只消

表 2 粤东沿岸上升流区贫氛水理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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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

调查的底层系 指 离 底

Zm
。

根据氧随深度迅速下降 的趋 势
,

可 以

预测在海底上覆水和间隙水中的 氧 含 量 还

低
。

粤东沿岸海湾浅水区底层贫氧对底栖生

物是一个威胁
,

是海洋生态平衡 的 一 个 脆

弱点
。

当沿岸上升流持续时间变长时
,

贫氧

就加剧
;

.

当超过临界点时
,

对底栖生物就会

带来灾难性威胁
。

作者曾发现大亚湾由于上升流随风的周

期性变化会造成低温高盐水侵入进退出底层

的现象
〔”

,

这种进退的运动有利于大亚湾底

层水的复氧过程
。

而这种进退 的频率大小对

大亚湾底层水的氧含量是有很大关系 的
。

大

亚湾核电站的温排水
,

将 加剧和延长密度跃

层的存在
。

这将使底 层 水 氧 消耗增加 14 一

25 肠 〔 ‘〕,

几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

可能导致的

灾难性结果不得不令人注意
。

美 国新泽西浅

水域就发现有因缺氧导致生物 死 亡 ( A r m -

s tr o n g
·

2 9 1
一

s ) 的现象
。

5
.

低温效应

上升流生态系 与温带生态系 有 相 似 之

处
,

同样会发生因温度不稳定而造成 生物死

亡
。

上升流生态系有些类似于陆地的高山
,

不 同的高度分布不 同的气候带
,

把由纬度不

同的地理分隔集中到一个较小的空 间
。

表 3

是琼东港北港与博鳌港外上升流中心区的温

度情况
。

由表可看到
,

在地处热带的琼东近岸

夏季表层水温是全国 表 层 水 温 最 低 的海

区 〔 ’ 〕,

同时也是该海区全年最低温的月份
。

表 3 琼东上升流中心区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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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琼东上升流异常强烈的时候
,

其低温

效应将会给生物造成灾害
。

Fox to n
曾观 察

到
,

索马里的鱼类大批死亡时
,

正是表层水

温特别冷的时候
。

6
.

食物链 的变化

根据S e m in a
( 1 0 7 2 )的资料

,

上 升 流

海区平均藻类细胞的大小与上升流的流速有

关
,

当上升流的流速变大或变小时
,

平均藻

类细胞都会变小
。

通常认为捕食动物 与被捕

食动物
、

植物的大小关系是比较固定的
。

因

此当上升流速中等时
,

鱼的生产量最大
; 而

上升流速过高或过低时
,

则会出现增加中间

营养环节的生物量
,

这点在Las k er ( 1 9 7 8 )

对加利福利亚棍鱼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

索马

里上升流鱼产量为什么比秘鲁和本哥拉上升

流低 ? 其原因也是因为上升流流速过大
。

同

理琼东上升流的鱼产量要比粤东上升流低
。

当上升流异常强烈时
,

会使鱼类种群营

养不足
,

加上低温效应
,

就会造成鱼关大量

死亡
。

小结

粤东和琼东沿岸上升流是风生的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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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洋功能区划的分类体系选择

范 信 平

(广东省海岸带调查办公室

一
、

资源和海洋功能利用的关系

行将到来的21 世纪乃是海洋世纪
。

与传统海洋产业 (海洋水产业和盐业 )不同
,

新海洋

产业乃是以海上油气开采为龙头的一系列产业的总称
。

除了依靠海洋捕捞和养殖获得大量蛋

白质
,

以弥补粮食的缺乏之外
,

新海洋产业可以为人类提供大量的能源和矿产
,

因而人类对

海洋的认识
,

引入了新观念
,

海洋对于人类则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吸引力
,

这正是二次大

战后
,

临海诸国的政府十分重视海洋调查研究
,

不遗余力宣传海洋意识
,

政府首脑亲 自过问

海洋产业开发及海洋环境保护的背景
。

为了合理开发海洋
,

其先行工作乃是海洋功能区划
。

逻辑上合理
,

指标有一贯性
,

兼顾

海洋 自然环境属性的区域差异和社会对海洋开发种种不 同要求的海洋功能区划
,

是一幅海洋

开发 的蓝图
,

它对海洋开发有导 向性和制约性
,

可以协调各行业的海洋开发与利用活动
,

也

可以协调海洋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关系
,

合理
、

适度利用海洋资源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

海洋功能利用离开海洋资源的开发是不可想 象的
,

功能利用和资源开发的关 系 是 复 杂

的
,

既有制约的一面
,

既不能超越资源的属性随便利 用
,

又有创造的一 面
,

即资源属性不能

限制功能利用于一定的范畴之 中
。

资源 的词义是资财的来源
。

经济学家认为资源乃是人类发 现了的
,

并能够利用来产生价

其变异性是很大的
,

所造成的渔业危害也是

突发性和频繁的
。

由于这两支上升流紧靠岸

边
,

直接还影响到养殖业
,

其危害性更不容

忽视
。

建议开展对这两个上升流的监测和预

测工作
。

参 考 文 献

韩舞鹰等
,

全国 夏季表层最低水温海区—
凉 东 沿

岸上升流区
,

海洋湖沼
, 19 9 0 年

,

Z x ( 3 )
, 2 G 7 ~

2 6 5 -

韩舞鹰等
,

大亚湾海水混合交换特征
,

海洋科 学
,

19 9 1 , 3
。

林洪瑛
、

韩舞鹰
,

大亚湾核电站热排水对底 层 海 水

贫氧现象影响的预测
,

环境科学
,

” 89
,

t。( 1 )
,

7ee 12
。

, ..j工J.
qJ4

ree
lf.厅‘

川 韩舞鹰等
,

粤东沿岸上升流
,

海 洋 学报 19 88
,

10

( t )
, 5 2 ~ 5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