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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暖流水的温、盐度分布特征＊

蓝淑芳 顾传成 傅秉照

在南黄海的东南部，有一支较强的高温、高盐水λ侵，这一水体通常称为黄海暖流，也

有人称之为南黄海高盐水。从环流和水团的结构来看，这一水体来源于济州、i岛东南的对
马暖流，我们则称之为南黄海暖流水。本文试图从水团分析角度研究这一水1体的温、盐度
分布基本特征。

南黄海暖流水自对马暖流分出后，沿西北方向侵入南黄海，对黄海、渤海、东海的海洋
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也更因其高温特征，携带大量热量，对我国沿海地区和朝鲜半岛的气
候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它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海洋学界的重视［3.:.6i。我国曾于六十年
代初期对黄海暖流作过研究呐！，但研究海区仅局限于 124。E以西海域。

本文引用的海洋观测资料包括中国和南朝鲜在1976-1979 年间在南黄海及其东部
邻近海区的（双月）调查资料（共计 141 个测站）。研究海区向东扩至 128 。E。

一、冬季（12 月）南黄海暖流水的温、盐度指标
由于南黄海暖流水具有明显的冬强夏弱的季节变化特征飞这里首先讨窜条季（12月）

的平均（1976-1979 年）状况。从南黄海表层平均温度分布图（图。可以看出，有一明显
的高温水舌自济州岛东南（约 32 。N, 128 。E 处）沿西北方向由东海东北部伸λ南黄海。这
一高温水舌由 20-11°C 等温线组成，几乎占据整个南黄诲。源地附近的温度在 20。c 左

' 右，然后沿西北方向递减。到达山东沿岸和苏‘北沿岸海区，等温线趋向与海岸线大体平
行。源地附近高温水舌的舌轴方向与纬线交角约为 30。，为西北偏西方向；水草向西北推
进到 124 。E 后，舌轴开始向右偏，与纬线交角约为 50。；在 13℃等温线顶端附近（约
34°30'N, 122930’时，舌轴方向又向西折，与纬线又成 30。交角。

在垂直方向上， 20m 以浅各层深度上的温度分布与表层基本一致。近底层，由于南

黄海北部底层冷水向南伸展，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南黄海暖流水的人侵。在 34°N 附近
两股水交汇，形成明显的温度梯度←一锋面。＼＼，

与表层平均温度分布图相对应，在表层平均盐度分布图上（图 2）也有一高盐水舌自
济州岛东南沿西北方向仲人南黄海，高盐水舌远不I及温度水舌那么l典型和广泛。这一高盐
水舌的盐度值范围在 34.4-31.8伪之间；源地附近则在 34.4%，。左右。在垂直方向上，2~m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1064号。

7 本文吁曾在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水文气象学会学术讨论会 C,19$.:4年 7月主意岛7土宣读。“ 6
1放稿！可期： 198斗年 8 月 11 日。

1）.赫主是杀； 19640 中国近海的水系。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报告，第四册y第主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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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黄海暖流水域平均温度〈℃〉分布图（表层）
虚线表示等深线（m)

乙二

122° l 24 ° 
＼丁

图 2 南黄海暖流水域平均盐度（.%）分布图〈表层）

以浅各深度上的盐度分布与表层也基本一致。近底层与上层相比，盐度较高，盐度等值线

略向西推移。

根据以上平均温、盐度分布特征的讨论d日将沿舌轴方向锋面范围以内温度和盐度水
舌的显著部分看作南黄海暖流水的主体，那么，冬季南黄海暖流水主体的平均温度和盐度
范围分别为 20.5.....;.:13℃和 34.5-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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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暖流水带有射形流的性质飞其流动方向应是沿着高温、高盐水舌轴线的方向

〈主要是温舌方向〉而不是沿着水舌的边缘，也就是说，自济州岛东南向西北方向流动。通

常说南黄海暖流水流轴循着南黄海水下洼地北上，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容易引起混淆。南

黄海水下洼地应指南黄海最大深度轴线附近水域，而最大深度轴线由 33°N, 128。E 起始

沿西北方向在济州岛北侧折向西，在 33。30’N, 125°E 附近急转向北［气参阅图 I）。所以，

南黄海暖流水流轴与附近最大深度轴线是不完全一致的。

二、南黄海暖流水的季节变化

南黄海暖流水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按照南黄海暖流水海域全年的温、盐度分

布特征，大致可分为冬（半年）、夏（半年）两种分布类型。总的说来，冬半年（12 月一翌年

4 月）各月温、盐度分布趋势相近，为南黄海暖流水的强盛时期；夏半年（6 月一10 月〉温、

盐度变化较为复杂，为南黄海暖流水的消衰期。

我们‘以 1979 年为例，讨论南黄海暖流水的季节变化特征。

冬半年 南黄海暖流水等温线在全海域均呈现舌状分布， 1978 年 12 月，从表层到

底层由 19-11℃等温线组成的高温水舌自济州岛东南沿西北方向进入南黄海，几乎盘踞

全海域。翌年 2 月，由于冬季气温持续下降，南黄海全域水温也随之持续下降，高温水舌

仍遍及全海域。表层，由 17-5℃等温线组成的水温舌的轴线方向相对 12 月的西北方向

略有改变。在 10℃等温线的舌端（35 。N, 122 。30’。附近，舌轴方向由西北转向北，其它

各层也在 IO℃等温线的舌端处向北转向。 4 月，由于气温升高，南黄海北部东、西近岸海

34° 

32。

122° 128 。E

图 3 1979 年 4 月，南黄海暖流水域温度（℃）分布图（20m)

1）见 45 页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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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9 年 4 月，南黄海暖流水域盐度…（.%）分布图（zoin)

区水温随之升高，但由 15-10。c 等温线组成的舌仍由济川、I岛东南沿西北方向进入南黄
海，舌轴方向在 10℃等温线舌端··（35。N; I22 。25'E）附近转向北。随着深度的增加，10℃
等温线的舌端位置略向东南退缩’（图 3）。
冬半年南黄海暖流水的盐度分布（圈。与温度分布相对应，只是盐舌形态不及温舌

那么典型和广泛。各月盐度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1978 年 12 月，上

层盐舌范围为 345-32.5%。，舌轴方向指向西北。· 32;0%o 等盐线从中央贯穿整个南黄海，

随深度的增加略向西推移。翌年 2 月，南黄海的盐度普遍升高，由 34.5-32.5%0 等盐线
构成的舌相对 12 月向西北扩展约一个纬度。 32.5~。等盐线舌端可达 35 。20’N, 122°35’E 

附近海域。 4 月， 34.5-33.0%0 等盐线构成的舌自济州岛东南沿西北方向进入南黄海，盘
踞南黄海东南海域。舌轴方向在 33.0%。等盐线舌端（35 。N, 123 。E）处向北偏移。

综上所述，由温、盐分布特征可以大体确定南黄海暖流水的流向在 12 月为西北向， 2
月和 4 月源地附近流向也为西北向，在到达 35°N, 122°30’E 附近则转向北。在冬半年，

外来的高温高盐水从济州岛以南海域由表层至底层大量涌入南黄海。因此，’ l有理由认为
南黄海水文状况除受气象和黄海沿岸流等影响外，主要受南黄海暖流水的制约。
下面对南黄海暖流水的体积输送作二粗略估算。如取流向为沿等温线舌轴方向，取

平均流速为 O.lkp［飞断面深度按观测深度，那么， 12 月平均通过 126哇， 32。－34 。N 断
面的流量量级约为 l03(km)3。这一体’积输送相当于南黄海、东海总容积的百分之一。

夏半年 …由于沿岸本的扩展以及垂直方向上水再层化等原因f夏半年南黄海水温
分布甚为复杂。 6 月，南黄海大部海域显著增温。上层，朝鲜西南海岸外的罗圳、l群岛附近
出现冷水块；南黄海西海岸长江口以北和前阳河口外则出现小块高温水舌。近底层，黄海
冷水团势力强盛，自北向南入侵，使南黄海暖流水入侵范围显著缩小5 温度舌状分布局限

于 124 。E 以东海区。 8 月，南黄海上层水温持续上升，是全年水温最高的月份。罗州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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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22° 12-1° 126° l28°E 

二图 5 1979 年10月，南黄海暖流水域温度（℃〕分布图（lorn)

---'"{I 
/ 

i:sJ,.34飞J
图 6 1阴年Jo 月，南黄海暖流水域盐度（均分布图 ~1叫、n L .. , 

附近的冷水块依然存在，水温随深度的增加递减；在 2Qm 至底层范围，强大的黄海冷水团
南北、东西的跨度达三个经、纬度左右，控制和影响着整个南黄海。此时南黄海暖流水势
力锐减，温度的舌状分布消失。 10 月，在南黄海 20m 以浅的上层，＇ 124:6E 以西户大海域

温度分布较为均匀（如图 5），，罗州群岛附近的冷水块持续存在，由 2!5」21 。c 等温线组成
的南黄海高温水舌又从济州岛东南沿西北方闯进入南黄海，但局限于124。E以东海区；近
底层，由于黄海冷水团仍然强盛，南黄海暖流水继续受到阻挡D

夏半年南黄海暖流水锐减， 6 月和 10 月高温水舌局限于 124 ＇。E 以东海区， 8月，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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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暖流水势力最弱，入侵受阻。温度的舌状分布消失。

夏半年南黄海暖流水的盐度分布（如图。与水温分布也相对应。 6 月，在南黄海西

南部上层，伴随高温水舌出现的是由南向北的低盐水舌，它是长江冲淡水舌的一部分。在

济州海峡西北部，出现盐度大于 34.0%。的封闭高盐水块，与温度图上冷水块相对应，形成

高盐冷水块。 此时与南黄海暖流水的高温水舌相应的是 34.0%0 等盐线的舌状分布。 8 

月，由于南黄海暖流水减弱和受阻，等盐线的舌状分布消失。 10 月，南黄海暖流水又在

20m 以浅范围内从济州岛东南进入南黄海， 34.0%，。等盐线又呈舌状，但很不规则。

根据上述讨论可知，夏半年由于黄海冷水团的扩展和罗州群岛附近高盐冷水块的出

现以及长江冲淡水的影响，南黄海暖流水的势力减弱，它在南黄海的入侵范围缩小或受
阻。因此，在夏半年制约南黄海水文状况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南黄海暖流水。

三、南黄海暖流水的逐年变化

由 1976-1979 年南黄海冬季（12 月）温、盐度的分布可以看出，各年温、盐度的分布
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虽然各年的温、盐值存在差异。南黄海暖流水温度的逐年变化似有

冷、暖年交替的趋势， 1976 年温度最低（如图 7)' 1977 年和 1'979 年则是温度较高的年份

（如图 8）。就盐度而言， 1977 年较低，而 1979 年较高。故 1979 年温度和盐度均高，而

1978 年则是温、盐度分布较为正常的一年。

N 

32• 
128。巳

图 7 1976 年 12 月，南黄海暖流水域温度（℃）分布图（20m)

1. 温度的逐年变化

各年冬季（12 月〉均有高温水舌自济州岛东南沿西北方向伸入南黄海，舌的前锋及边

缘可达山东和江苏沿岸。 南黄海暖流水温舌的温度变幅，在 lOm 以浅水层均在 8 ℃左

右， 20m 层在 7-8℃，底层为 6.,-7°c。也就是说，随着深度的增加，温舌范围内的温度
变幅有减小的趋势。在南黄海暖流水源地附近和边缘海域，四年中温度最大变幅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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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9 年 12 月，南黄海暖流水域温度（℃）分布图。Om)

左右。如源地附近 20m 以浅各水层， 1977 年和 1979 年温度均在 20℃左右， 1976 年

则为 18℃左右，南黄海暖流水边缘 1977 年和 1979 年为 11-12°C, 1976 年则为 9-

10℃。

2. 盐度的逐年变化

南黄海暖流水源地附近，盐度的年变幅为 0.5%。左右。其中以 1979 年盐度最高，盐
度值在 34.5%。以上。 34.5%。的等盐线舌端在济州岛以西、 125 。E 附近海域。 1977 年是
盐度较低的一年，源地附近盐度值在 34.0伪左右，构成盐舌的 34.0%，。等盐线位于济州岛
东南。其他各年， 34.0怖的等盐线均在济州岛以西，跨两个经度。

在此应指出， 1979 年南黄海暖流水温度和盐度较高的原因还有待进→步探讨，但根

据我们的初步分析，可有如下两种解释：（1）气候因素的影响。根据邻近南黄海暖流水的
山东沿岸海洋站的气象观测资料获知， 1977 年和 1979 年是南黄海 12，月平均气温较高的
年份。（2）黑潮变异的影响。根据文献［ 2 ］报道， 1979 年是黑潮在日本本州以东海域异常
北偏的一年，黑潮在中国海域是否也发生同样的异常北偏，从而导致南黄海暖流水的高温
高盐特征，尚待今后探讨。

四、南黄海暖流水的结构

根据冬季（12 月）南黄海暖流水主体范围内的温度和盐度资料绘制的 T~s 图表明，
其高温高盐年份（1979 年）的 T-S 点群的分布（图 9）基本上呈三角形。三角形的三个顶

l 点（A, B, C）应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水。 A 点代表高温高盐水，它位于济州岛以南，起
＇~、于对马暖流水，密度。，）范围为 24.2-25.1, T-S 点分布密集。 B点代表低温高盐水，

位于朝鲜西南海岸外，济州海峡以西，密度范围为 25.2-25.5。 c 点代表低温低盐水，位于
南黄海南部中央海区，密度较低，为 23.6-24.2, T-S 点分布比较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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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南黄海暖流水（主体） T-S 圄

高温低盐年（1977 年）‘.T'-S 点群的分布（图 Io）里弧形。南黄海暖流水仍由上述三
种水组成，弧形上端为高温高盐水，下端为低温低盐水，弧形的切点附近为低温高盐水，只
〉是低温高盐水相对 1979～年变弱而已。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黄海暖流水主体部分是由高温高盐水、4 低温低
I盐水和低温高盐水三种水混合而成，它是起源于对马暖流水的高温高盐水，随着流向西
北2与位于朝鲜西南海岸外的低温高盐水和位于南黄海南部中央海区的低温低盐水，发生
混合而形成的混合水。！

:3$~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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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F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WARM 

CURRENT WATER* 

Lan Shufang, Gu Chuanche丑g and Fu Bi丑gzhao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the south-e幽t of the Soruthe.rn Yellow Sea., therie is often a strong intrusion wa如T

with higheir t础.peratu,re and sailinity originated from Tsushima Current. It is named 
at the prese时也e Southern Yellow Sea Warm Current W~ter. Using the data from Na
tional Oceanographic Bureau of China and Fisheries Resear巳h a丑d Development Agen
c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years 1976-1979, the authors obtained the average -De
cembecr:: tempermtUJre-sali世ty of the ibrddy of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Warm Current 
'Water飞 h seasonal changes, and its year by year variance. The results of its T-S Diag
ram analysis are pcrese丑teid.

* Contribution No. 1064 from the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