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4 期

19 9 6 年 7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V o l
.

2 7

O C E A N O L O G IA E T LIMN O LO G IA SIN ICA Ju ly

,

N o
.

4

19 9 6

东海温度锋的分布特征及其季节变异
‘

汤 毓 祥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仅刃7 1)

提要 根据 1934 一 1988 年东海水文观测资料
,

重点分析东海温度锋的分布特征及其拳节

变异
。

并结合近期中日黑潮合作调查研究成果
,

初步探讨温度锋季节变异和水团演变的关

系
。

所得主要结论是 : (l) 东海不仅常年存在浙闽沿岸锋
、

东海北部陆架锋和黑潮锋
,

而

且
,

春
、

夏两季
,

在东海南部还出现一条东海中部陆架锋
。

(2) 东海温度锋季节变化的显著特

点是 : 冬季
,

锋的宽度和强度皆是表层最强 ; 夏季
,

表层温度锋仅出现在浙北近岸小范围

海域
。

但底层温度锋的强度却是一年中最大的
。

(3) 东海诸温度锋中
,

黑潮锋的位置最稳

定
,

且强度最弱
。

(4) 东海诸汉团中
,

陆架混合水对东海温度锋的分布和变化起着核心控制

作用
。

关键词 东海 温度锋 分布特征 季节变异

我国学者对东海温锋已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

其中
,

尤对黑潮锋论述较多(郑

义芳等
,

1985
,

1989 ;
林传兰

,

1986 ;
于洪华等

,

199 1 ;
汤毓祥等

,

1990 a
,

b ; 1992 a
,

b)
。

而对于东海沿岸锋则比较偏重于盐度要素的分析(翁学传等
,

19 84
;
潘玉球等

,

19 85 )
。

因受资料限制
,

以往的研究皆未能对东海温锋的全貌进行较系统分析
。

同时
,

以往的研究基本未涉及锋的分布和变化与水团演变的关系
。

本文的目的是在笔者对黑潮

锋研究(汤毓祥等
,

1992
,

a
,

b) 的基础 上
,

将区域扩大到整个东海
,

重点分析整个东海

温锋的分布特征及其季节变化
。

并初次探讨锋的分布和变化与水团消长演变的关系
,

以求对东海温锋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

1 资料及处理方法

本研究主要选用 19 34 一 1988 年期间
,

东海的水温观测值
。

资料范围为 25
“

一 35
O

N

和 12 1
“

一 130o E
。

资料的收集和统计工作由国家海洋局海洋信息中心帮助完成的
。

具

体做法是 : 把每一经纬度网格划分为 16 个小方区
,

将落人每一方区 内的所有观测值
,

按月分层进行多年平均统计
。

并绘成各月
、

各层的温度分布图
。

然后
,

根据 目前较通用

的判别标准
,

即温度水平梯度 △T/ △x ) 0
.

1 ℃ /n 而le( 汤毓祥等
,

19 9oa)
,

确定温锋的

范围和位置
。

基于东海的实际海况
,

并为了与类似研究相比较
,

本文选定 2
,

5
,

8 和 H 月分别代表

冬
、

春
、

夏和秋 4 个季节
,

绘制温锋的平面和断面分布图
。

并统计温锋的宽度和强度等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

491 引I刃15 号
,

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资助
,

(如 3一 08 一 0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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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出生于 194 1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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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郭炳火研究员审阅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姚兰 芳和刘丽慧同志整理资料并

绘图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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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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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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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
。

2 温锋的主要分布特征

东海的水文状况
,

冬
、

夏一般较典型
。

故在此重点分析该两季节温锋的分布特征
。

2
.

1 冬季 图 1展示了四季不同水层温锋的水平分布
。

冬季各层温锋是用实曲线描

绘的
。

图中曲线实际上是各锋带的中点联线
。

在表层(图 la)
,

浙闽沿岸有一温锋
,

从钱塘江 口外向南
,

大致沿 50m 等深线
,

一

直延伸到 27o N
,

此即浙闽沿岸锋
。

该锋的宽度为 39
.

7n 而 le
,

强度为 0
.

巧 ℃ / n 而leo

与沿岸锋北端几乎相联的是另一条温锋
,

我们称之为北部陆架锋
。

该锋大致以 1260 30
’
E

为界
,

可分为东
、

西两段
。

西段锋大致为东 一 西走向
,

锋宽 26
.

3n 而le
,

强度为 0
.

10 ℃

/n 而le
。

东段锋基本为南 一 北走向
,

锋宽和强度分别为 46
.

3 n 而le 和 0
.

11 ℃ / n 而leo

后者略强于前者
。

在东海陆架边缘
,

由西南向东北伸展的是黑潮锋
。

该锋的形状与黑
0

12 0
“

一2 2
0

12 4
二

12 6 户 12 8 13 0
亡

E

3

梦

N

3 2
。

。
久奋气

。

0

——
冬 一 一 一 春春

一一一 夏 一 一 秋秋

护
扩

/ 一

异狱矛
,

味
‘

厂
/

厂

图 l 东海温度锋四季的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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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路径大体一致
。

黑潮锋较明显 的一个特点是
,

在台湾东北海域
,

形成一种先是气旋

式
、

后为反气旋式的弯曲
。

黑潮锋的宽度为 28
.

3 n
而 le

,

强度为 0
.

14 ℃ /n 而leo

30m 以下水层
,

温锋的位置和形态与表层基本相似(比较图 la
,

b, c, d)
。

所不同的

是
,

在 50m 层
,

沿岸锋的北段和陆架锋的西端明显南移
。

而在 l(X) 111 层
,

仅有黑潮锋
。

显然
,

这是由水深分布所导致的
。

另外
,

在 30I n 层
,

黑潮锋向西人侵陆架几乎到达

12 1
0

30
‘
E

。

而在 】的m 层
,

它却明显偏东
,

表明在次表层
,

冬季黑潮水人侵内陆架的

势力明显加强
。

为进一步显示温锋的垂直分布状况
,

还在不同温锋的中段选择一条断面
,

绘制水温

垂直分布(图 2)
。

从图 2 中可看到
,

在冬季(图 2a )
,

分别位于沿岸锋和北部陆架锋东段

的断面 I和断面 H
,

水温的垂向分布亦较均匀
。

锋的位置和宽度的垂向变化甚小
。

断面

川 的位置与 PN 断面相当
,

其水温的垂向分布亦较均匀
。

稍不同的是
,

在 5仓m 以下
,

等温线在垂向略向外海倾斜
,

从而使黑潮锋在 1(X) In 以下水层略偏东
。

以上分析表明
,

冬季
,

在东北大风和海面降温的共同作用下
,

海水垂直混合十分强

烈
,

使广阔陆架区温度的垂向分布相当均匀
,

从而导致不同水层温锋的分布基本相似
。

2
.

2 夏季 夏季东海表层水温分布较均匀
。

在大部分陆架区
,

海水温度约为 28 ℃左

右
。

在浙闽近岸区
,

表层水温普遍略比外海低
, ’

但温度水平梯度甚小
。

因此
,

与冬季相

比
,

最明显的变化是
,

在表层
,

仅在长江 口和钱塘江 口外
,

形成一范围很小锋带(见图

la 中带
x
号的曲线)

。

称这一温锋为浙北沿岸锋
。

孩锋的宽度为 18 n 而le
,

强度为

0
.

11 ℃ / n 而te
。

这一舌状锋带
, ’

我们认为主要是径流和海流平流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汤毓祥
,

1990 b)
。

表层以下
,

尽管冬季出现的几条温锋依然存在
,

但它们的位置
、

宽度

和强度皆有了明显变化
。

浙闽沿岸锋由北向南伸展 (图 lb
,

c)
,

且明显东移
。

在 30m 和 50m 层
,

锋的宽度 比

冬季小
,

但其强度显著增加
,

分别达 0
.

17 和 0. 21 ℃ / n 而le
。

最大强度高达 0. 45 ℃ /

n m ile
。

东海北部陆架锋北移至 3 1
O

N 附近海域(图 lb
,

c)
,

且呈舌状指向东南
。

锋的强度

比冬季有所增加
。

在 30m 和 50rn 层
,

强度分别为 0
.

13 和0
.

巧 ℃ / n 而le
。

应特别指出的

是
,

夏季
,

与沿岸锋几乎相联的是另一条陆架锋
,

称之为东海中部陆架锋
。

这条锋实际

上是春季形成的(见图 la
,

b, c)
。

至夏末
,

已明显北移
,

它在 30m 和 50m 层的宽度分别

为 26
.

8 和 25
.

3 n 而le; 强度分别为 0
.

12 和 0
.

14 ℃ / n 而le
。

其宽度和 强度略小于东海

北部陆架锋
。

关于这条锋形成的原因
,

将在后面陈述
。

夏季
,

黑潮锋主要出现在 50m 以深水域中
。

在 1(X) 111层
,

锋的强度为 0. 21 ℃ / n 而leo

最大强度达 0. 43 ℃ / n m ile
。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

在台湾东北区的 30m 和 50rn 层
,

发生了一种气旋性冷涡(图 lb
,

c)
。

在冷涡的周边形成较强的温度梯度
,

并生成一种双锋

面
。

该锋的宽度为 3 In 而le
,

强度高达 0
.

33 ℃ / n 而le
。

对这一问题笔者已在另一文中

做了较详细论述(汤毓祥
,

199 2b)
。

从以上分析可知
,

夏季
,

东海表层
,

仅在浙北沿岸近海出现一范围较小的温锋
,

但

在中下层
,

温锋的强度却普遍大于冬季
。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在该季节
,

表层水温分布较均匀
,

而在表层以下的沿岸区和陆架边缘皆存在强的涌升运动
。

从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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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可清楚看到
,

在斜坡上
,

强烈的海水涌升
,

使深层冷水与土层暖水间形成强的温度

梯度
,

从而导致下层温锋的强度明显高于冬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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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锋的季节变化

下面从锋的位置
、

宽度和强度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东海温锋的季节变化
。

3
.

1 锋位的变化 以上分析表明
,

浙闽沿岸锋基本位于 27 一 31
O

N 和 121 一 123o E

间的近岸海域
。

但
,

冬季温锋南北伸展的长度最大(图 1)
。

人春后
,

沿岸锋退到 29
“

N

以南海域
。

夏季
,

沿岸锋往北偏东向移动
。

在 5腼 层
,

温锋向东移了约 20 n 而l
。

秋

季
,

沿岸锋的位置与冬季相似
,

但其北段位置偏西
。

东海北部陆架锋
,

冬季表层伸展范围最大
,

其前缘几乎与黑潮锋相汇
。

春季表层温

锋范围缩小
,

至秋季
,

温锋已退到 300 以北
。

在 30m 和 50m 层(图 lb
,

c)
,

北部陆架锋

在春季向东南扩展的范围比冬季大
,

南可达 29
“

40
‘

N
,

东可抵 12 7
“

20
’

E
。

至夏季
,

锋又明显北缩
,

范围变小
。

秋季
,

该温锋亦退到32o N 附近海域
。

东海中部陆架锋始发于春季
。

主要位于 28
“

30
‘

一 29
“

30
‘

N 附近的陆架中部区
。

至夏季
,

在 30m 和 50m 层
,

该锋的西段向北推进到 30o N 附近
,

其东段移到 127o E 以

东海域
。

东海温锋中
,

黑潮锋的位置相对较稳定
。

除了在台湾东北海域
,

锋的位置有较大的

季节摆动外
,

黑潮锋基本位于 2(X) 111 等深线附近的陆坡区
。

锋的季节摆动一般为 14 n 而le

左右
。

锋们变化的趋势大致是 : 冬
、

秋季
,

锋偏西 ; 春
、

夏季
,

锋偏 东
。

在 30rn 和

SOm 层
,

黑潮锋位移的这一特点较明显 (图 l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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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锋宽度和强度的变化 表 I列出了各季典型月份温锋的宽度和强度
,

以及最大

强度
。

可知 : 在表层
,

沿岸锋的宽度和强度是冬季最大
,

分别为 39 .7 n 而le 和

0
.

15 ℃ / n 而le; 其次为春季
,

宽度和强度分别为 30
.

I n 而le 和 0
.

13 ℃ {n 而le; 秋季锋

最弱
,

其宽度为 21 n m ile
,

强度仅 0
.

10 ℃ / n 而le
。

但在 30 m 和 50m 层
,

夏季锋的强

度分别达 0
.

17 和 0
.

21 ℃ / n 而le
,

最大强度为 0. 45 ℃ / n 而le
,

明显高于其它季节
。

对东海北部陆架锋而言
,

在表层
,

亦是冬季最强
,

锋宽和强度分别为46
.

3n 而 le 和

0
.

11 ℃ / n 而le
。

春季
,

锋的强度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

在 50m 层
,

锋的强度为 0
.

14 ℃ / n 而lec

表 1 东海温度锋不同季节和不同深度的特征值

T ab
.

1 Cha
r那te ri stie v al ue s o f te m Pe rat ure fr on ts at di ffe re n t de Pthe s in the B 巧 t Chi na 女 a in fo ur se as o ns

锋锋 名名 浙闽沿岸锋锋 东海中部陆架锋锋 东海北部陆架锋锋 黑 潮 锋锋

季季季 深深 宽 强 最大大 宽 强 最大大 宽 强 最大大 宽 强 最大大
节节节 度度 度 度 强度度 度 度 强度度 度 度 强度度 度 度 强度度

(((((m )))))))))))

冬冬冬 000 39 7 0
.

15 0
.

四四四 46
.

3 0
.

1 1 0
.

1999 28
,

3 0
.

14 0
.

3222

33333000 3 8
.

5 0
.

14 0
.

288888 4 2
.

1 0
.

10 0
.

1888 30
.

1 0
.

12 0
.

3555

印印印印 30
.

1 0
.

13 0
.

288888 3 5
.

2 0
.

田 0
.

1666 刃乃 0
.

13 0
.

3 555

11111田田 36
.

1 0
.

144444
}

4 , 2 0」ooo 25 2 0
.

15 0
.

3 777

平平平均值值值值值 28 4 0
.

1444

春春春 000 30
.

1 0
.

13 0
.

2888 30 4 0
.

10 0
.

2 333 4 3刀 0
.

10 0 2555 27
.

6 0
.

1 1 0
.

3222

33333000 28
.

3 0
.

12 0
.

邓邓 邓
.

6 0
.

12 0
.

2444 3 9
.

2 0
.

12 0
.

2555 四
.

0 0
.

12 0
.

3333

刃刃刃刃 20
.

5 0
.

10 0
.

3000 Zb
.

3 0
.

13 0
.

2 555 30
.

6 0
.

14 0
.

2666 30
.

2 0
.

13 0
.

3 555

11111田田 26
.

3 0 1222 28
.

4 0
.

1222 3 7
.

6 0
.

1222 邓
.

4 0. 15 0
.

4()))

平平平均值值值值值 28
.

8 0
.

1333

夏夏夏 000 28
.

2 0
.

17 0
.

3777 26
.

8 0
.

12 0
.

2 555 28 0 0
.

13 0
.

2888 2 7
.

2 0
.

1 1 0
.

3444

33333000 28
,

7 0
.

2 1 0
.

4555 25
.

3 0
.

14 0
.

2 777 26
.

3 0
.

巧 0
.

四四 24
‘

4 0
.

2 1 0
.

4 333

55555000 28
.

5 0
.

1999 26
.

1 0
.

1333 2 7
.

2 0
.

1444 2 5
.

8 0
.

1666

11111oooooooooooo

平平平均值值值值值值

秋秋秋 000 2 1
.

0 0
.

10 0
.

2555
一一

19 0 0
.

08 0
.

1666 器
.

2 0
.

田 0
.

2111

33333000 19
.

3 0
.

10 0
.

2 11111 28 力 0
.

10 0
.

1888 2 7刀 0
.

10 0
.

2333

55555000 15
.

2 0
,

的 0
.

188888 2 5刀 0
.

10 0
.

1999 25 4 0
.

13 0
.

2444

11111田田 18
.

5 0
.

100000 24 0 0
.

的的 四
.

2 0
.

23 0
,

3222

平平平均值值值值值 2 7
.

5 0
.

1444

注 : 1
.

宽度单位为
n 111 1】e ; 强度单位为℃ /

n m ile
。

2
.

除表列 4 条海洋温锋外
,

还有一条浙北沿岩锋
,

仅

出现在夏季表层
。

其宽度为 18 n

而le
,

强度为 0
.

11 ℃ /n m i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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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夏季
,

50m 层锋的强度为 0
.

15 ℃ / n 而le
,

亦是一年中最强的
。

东海中部陆架锋宽度

和强度的季节变化与北部陆架锋相似
。

春季
,

底层锋的强度为 0
.

13 ℃ / n mi le
,

而表层

仅 0
.

10 ℃ / n 而le
。

夏季
,

50in 层锋的强度达 0
.

14 ℃ / n 而le
。

黑潮锋宽度和强度的季节分布
,

与沿岸锋和陆架锋相似的是
:
表层

,

冬季最强 ; 春

季次之( 表l)
。

所不同的是 : 四季中
,

锋的强度都是 1(X) m 层较大
。

另外
,

一年中锋

的最大强度出现在秋季的 100 m 水层
,

为 0
.

23 ℃ / n 而le
,

而不是出现在夏季
。

表 1 给出了各条锋宽度和强度的平均值
。

可知 : 冬季
,

浙闽沿岸锋和黑潮锋的强度

较大
,

皆为 0
.

14 ℃ / n 而le; 东海北部陆架锋弱些
,

强度仅 0
.

10 ℃ / n 而le
,

但其宽度

最大
,

达 41 .2 n 而le
。

春季
,

几条锋 的强度基本相似
,

为 0
.

12 ℃ / n 而le 左右
。

夏

季
,

浙闽沿岸锋的平均强度最大
,

为 0
.

19 ℃ /n 而le
,

其最大强度高达 0. 45 ℃ /n 而leo

其次是黑潮锋
,

平均强度和最大强度分别为 0
.

16 ℃ /n 而le 和 0. 43 ℃ /n 而le
。

东海中

部 陆架锋是 4 条锋 中相对 较 弱 的
,

其平 均 强 度 为 0
.

13 ℃ / n 而le
,

最大强度仅

0. 27 ℃ / n 而le
。

秋季
,

黑潮锋的平均强度最大
,

为 0
.

14 ℃ / n 而le
。

沿岸锋次之
,

中部

陆架锋已消失
。

北部陆架锋的强度仅为 0
.

09 ℃ /n 而 le
。

4 锋的分布和变化与水团演变的关系

温锋通常是在两个性质不同的水团交汇区形成
。

因此
,

其分布和变化与水团消长演

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

根据中日黑潮合作调查研究的结果(国家海洋局科技司
,

19 95)
,

绘

制了冬
、

夏两季东海水团配置模块图(图 3)
。

据此
,

初步分析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

1 2 2 12 4 12 6 1 2 8
‘

E
~

下不

亥
。

黄黄海表层 棍合水水

I2 8
U

1 2 2

圃厂 东东海北部底层 冷水水

陆架混合水 /,

对对 马暖暖

流流源 区区

混混合水水

沙二飞
/

汤

·

⋯了了
/// /

/

州

浙闽沿岸水陆架混合水

.

...... ....刃....

叫刹川门习

图 3 东海水系分布模块图(虚线示温锋的位置)
Fig 3 女he m 曲

e di agr am
o f w a te r syste m di stri b u tio n in the B 巧 t Chi na 阮a

色 冬季; b
.

夏季
.

图 3a 显示 了冬季的情况
,

可 以看出
,

位于东海中部广阔区域的是东海陆架混合

水
。

它是由秋季台湾暖流水演变而来
,

具有较高的温度和密度 ; 在其西侧是低温的浙闽

沿岸水; 东侧陆架边缘是具有更高温度的黑潮水
。

在陆架混合水的北侧是黄海混合水和

对马暖流源区混合水
。

结合图 1 容易发现
,

东海几条主要的温锋
,

即浙闽沿岸锋
、

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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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陆架锋和黑潮锋
,

恰好位于这几大水团之间
。

人春后
,

随着海面水温逐渐回升
,

以及偏北季风开始转为西南风
,

东海水团的分布

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

相应地
,

温锋的分布也不同于冬季
。

一是大陆沿岸水的扩展方

向由南向东
,

并逐渐向北转移
,

因此
,

浙闽沿岸锋的伸展范围缩小
,

至春末
,

沿岸锋主

要出现在 28
O

N 以南海域(图 la)
。

二是在东海北部
,

冬季黄海沿岸水南下向东海输送

的低温水与外海水混合
,

在东海北部演变成底层冷水(苏育篙
,

19 89)
,

并向东南扩展
,

使之在表层以下形成了比冬季更强的北部陆架锋(图 lb
,

c
,

表 1)
。

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是
,

春末
,

台湾海峡水进入台湾以北陆架区的势力明显增强
,

并逐渐向济州岛方向迁

移
。

从而
,

在具有较高水温的海峡水与仍保持较低温度的陆架混合水之间
,

形成一条新

的温锋
,

即前面已多次提到的东海中部陆架温锋
。

夏季东海水团配置的情况示于图 3b
。

夏季
,

东海表层水温分布较均匀
,

图 3b 展示

的水团配置主要反映表层以下情况
。

夏季水团分布的基本形态实际在春末已形成
。

至夏

季
,

西南风盛行
,

台湾海峡水出海峡后
,

以羽状流特征展布在 29o N 以南海域
。

在表

层以下
,

陆架混合水的南部逐渐由具有较高温度的台湾海峡水代替
,

其北部仍由底层冷

水团占据着
。

因此
,

在其间
,

北部陆架锋和中部陆架锋依然明显存在
。

但是
,

在夏季
,

东海北部底层冷水开始向北退缩
,

使之北部陆架锋的位置明显北移
。

另外
,

此季节随着

东海混合水北进
,

对马暖流源区混合水的范围缩小
,

仅占据九州西南狭小的水域
。

此

时
,

春季在东海南部形成的中部陆架锋向东北伸展 (图 lb
,

c)
。

夏季
,

另一重要变化

是 : 在浙闽沿岸和陆架坡折区
,

皆出现了强的涌升流(图 Zb)
,

使之下层锋的强度比

冬
、

春季明显增大(表 1)
。

人秋后
,

偏北风增强
,

海面逐渐降温
。

在东海南部
,

海峡暖水人侵势力再度减弱
。

而黑潮表层水明显向陆架推进
。

其结果是
,

黑潮锋向西偏
,

而中部陆架锋消失
。

沿岸锋

亦变得很弱
。

在东海北部
,

底层冷水已退缩到 犯
“

N 以北
,

基本并人黄海冷水团中( 苏育

篙等
,

19 89 )
。

北部陆架锋不仅位置偏北
,

而且范围大大减小(图 1)
。

须特别指出的是
,

在东海诸水团中
,

位于东海中部的陆架混合水不仅活动范围大
,

而且变化复杂
。

冬季
,

它作为从台湾暖流水演变而来的混合水团
,

保持相对较高的温

度
,

与周围水团相汇
,

形成三条明显的温锋
。

进人春季
,

陆架混合水的南部
,

逐渐由更

高温度的台湾海峡水所代替
,

从而
,

在东海南部形成一条新的温锋
,

即中部陆架锋
。

至

夏季
,

随着海峡水北侵的加强
,

使之两条陆架锋明显北移
。

此外
,

浙
、

闽沿岸夏季强烈

的涌升运动
,

亦与陆架混合水的变化密切相关(潘玉球等
,

19 85 )
,

而强的涌升运动导致

温锋出现了一年中最大的强度
。

故可初步认为: 东海陆架混合水对东海温锋的形成和变

化
,

起着一种核心的控制作用
。

5 结语

以上分析了整个东海温锋的分布和变化
。

并初步探讨了它们与东海水团演变的关

系
。

我们认为
,

在以下几方面
,

对东海温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

5
.

1 整个东海
,

不仅常年存在浙闽沿岸锋
、

东海北部陆架锋和黑潮锋
,

而且
,

春
、

夏

季
,

随着台湾海峡水北侵势力的加强
,

还在南部形成一条新的东海中部陆架锋
。

5
.

2 东海温锋的地理位置
、

宽度和强度
,

皆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
。

其中最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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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表层温锋的宽度和强度皆是冬季最大
,

春季次之
,

秋季最弱
。

而表层以下
,

则是夏

季锋的强度最大
。

5
.

3 由于东海各温锋所处地理位置不一样
,

它们的分布和变化亦存在一定差别
。

从锋的

位置变化看
,

黑潮锋最稳定 ; 陆架锋变化最大
。

从多年平均强度看
,

黑潮锋和浙闽沿岸

锋较大 ; 陆架锋相对弱些
。

5
.

4 东海温锋数量的多少
、

锋的基本形态
、

锋的宽度和强度的季节变化
,

基本上皆取决

于该海域水团的配置及其演变情况
,

其中东海陆架混合水起着一种核心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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