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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

黄
、

东海水团多年月平均分布与

变化的初步分析
”
‘

刘树勋 沈新强 王幼琴 韩士鑫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 )

摘 要 本文从浅海水团的变性特点出发
,

根据多年月平均的温盐资料
,

以温 盐点

聚图为基础
,

采用模糊聚类法
,

划分渤
、

黄、 束海逐月表底层水团
.

文中着重探讨

整个渤
、

黄
、

东海陆架区各水 团的基本特征
、

消长规律及其与渔场 的关系
.

关键词 水团 温盐点聚图 模糊聚类 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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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

黄
、

东海陆架上各水团的分布变化 对整个陆架海域的水文状况有着十 分显著 的影

响
,

我国陆架海洋渔业生产以及沿海气候的变化均与之密切相关
.

因此
,

对渤
、

黄
、

东海水

团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海洋学者和渔业工作者的重视
.

迄今
,

有关渤
、

黄
、

东海陆架上水团的基本特性
、

成因以及与渔业的关系
,

国内外海洋学

者已进行过许多的研究
,

并已获得许多重要的结果
.

但现有的研究大多或针对特定海域
〔 ‘一 6 〕,

或针对待定时间和特定水团
〔 7 一 “ J

.

关于对整个渤
、

黄
、

东海各水团多年月 平均的时空分布

和变化的研 究尚未见
.

本文从浅海变性水团研究的角度出发
,

试对渤
、

黄
、

东海陆架上各水

团多年月平均分布 变化特征作一初步 探讨
,

以求给出一个渤
、

黄
、

东海 水团整 体的时 空分

布
、

变化的模型
.

1 资料和方法

本文资料取 白60 年代以来至 1 0 8 6年在渤
、

黄
、

东海区的各种海洋调查中表
、

底层温盐观

测资料 (水深大于 2 00 m 取20 o m 为底层 )
,

按月统计其在标准站位上的平均值 (图 1 )
.

值得

指出的是东经 1 2 7
。

从东及北纬 2 8
‘

以南的温盐观测资料序列相对较短
.

水团划分的方法采用模糊聚类原理中的软划分模式
〔 ‘ 5

,

“ 〕,

为计算上的 方便
,

同 时参

照 t一S点聚图
,

确定各水团的聚类中心值
,

以尽量减少计算次数
.

具体 的方法
、

步 骤如下
:

本文于 19 9 卜。l一 2 9收到
,

修改稿于 1 9 9卜 。4 一。4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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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建立各水团的隶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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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测样对水团的中心值的分布被认为服从正态

形分布且 U “ ’
(K

,

J )〔〔。
,

1〕
.

式 中
,

X (I
,

J) 为

第J个样本
,

指标为I的经标准化处理后 的 数 值
.

A (I
,

K )为第K个水团
,

指标为I的 聚类 中心 值
.

B为参数
,

本研究给定为 0
.

5
,

( 2 ) 对不同水团作加权处理

研究海区内
,

不同季节每项指标对水团的影响

有所不同
,

为突出某些水团在不同季节中的指标特

征
,

便于水团划分更合理
,

通过试验给予不同的权

重
.

U “ ’
(K

,

J)主== U “ ’
(K

,

J) * C (I
,

K )
.

( 2 )

式中c (I
,

K )为第K个水团
,

指标为I的权重系数
.

本研究 中各水团的权重系数列子表 1
.

图1 统计站位图 ( 3 ) 建立各样本与总 体何的关系

U ‘”(K
,

J )色艺二 U “
’

(K
,

J )
*

/ S
,

“一

(履只
仃 ‘ Z )

(K
,

, )
·

)凤

( 3 )

( 4 )

式中s为各样本对各水团的隶属度总和的平均
.

每一样本除隶属于各水 团外
,

为对总 体作出

软划分
,

需要在各样本之间进行比较
,

通 过建 立各样 本与总体 平均的 关系即 式 ( 3 ) 的处

理
,

增大与平均值相近样本的隶属度
,

降低偏离平均值较远的样本隶属度
.

(4 ) 不同指标的隶属度合成
N

u (K
,

J) 一 艺u “ ,
(K

,

J)
,

:
.

( 5 )

) 按最大隶属度原则
,

) 软 划分

I 二 1

对所有样本作出硬划分
,

即归属于各水团
.

尸a八O
气了

,

了几、

在硬划分基础上
,

剔除偏离水团中心较远的零星样本
.

从最小隶属度的样本开始剔除
,

每剔除一次
,

步长增加 (本研究中步长取0
.

。。1 )
,

将剔除的样本数与总样本之比 (‘)与给

定的临界值 (“ ) 相比较(G
,

值依经验并参照t一S图确定 )
,

当‘< G
*

时
,

继续进行剔 除
,

直至G ) G
‘

时
,

剔除停止
,

剔除的样本定为混合区
,

水团划分结束
.

按图 1中的框线计算各水团的分布面
‘

积与总面积之比
.

2 水团的基本特征与消长规律

根据上述的资料和方法
,

对整个渤
、

黄
、

东海陆架区表
、

底层按月进行计算
,

获得研究海

区各水团表
、

底层的逐月分布
.

图 2
、

3分别给出2
、

5
、

8和11 月各水团在表
、

底层的分布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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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出2
、

5
、

8和1 1月各水团的示性特征
,

图 4给出各水团 中心值逐月变动轨迹
,

表2 列出各水

团表
、

底层分布面积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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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底层水团分布

整个研究海区可划分为三大类
,

共12 个水团
.

根据计算结果
,

对研究海区各水团多年平

均的基本特征与消长规律作如下初步分析
.

2
,

1 黑湘水

在研究区域内
, 它主要分布于台湾岛及东海肺架边缘以东的广大海域

,

毕中外学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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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团温盐中心值逐月轨迹分布

究结果来看
,

黑潮就其垂直分布可分为黑潮表层水
、

黑潮次表层水
、

黑潮中层水和黑潮深层

水
.

但在本研究中
,

最大深度取20 。米
,

因此仅涉及黑潮表层水和黑潮次表层水
.

2
.

1
.

1 黑潮表层水 (K )

该水团具有显著的高温高盐特性
.

其水平分布范围在研究海区内与其他诸水团相比面积

为最大
,

平均占整个海区计算面积的 四分之一强 (表2 )
.

其消长和变动直接 制约着 整个研

究海区的水文状况
.

K 水团的温盐值随季节有变动
,

年平均温度在 18
.

0一 2 9
.

0
’

C之 I’of
,

盐度

在汉
.

2 ~ 34
.

9 之间
.

3 ~ 8月
,

K 水团 处于 增温降 盐期
, 6

、

7月间 的增 温幅度最 大
,

可达

3
.

0
‘

C
, 8月的 水温最高

,

盐度最低
.

9 月至翌年 2月为降温增盐期
,

最大降 温幅度发生在 11
、

12 月间
,

可达 2
.

5
’

C
, 2月的水温降至最低

,

盐度增至最高
.

冬季
,

由于 强烈的 表层冷 却产

生的对流混合使。一 2 00 m 层结构均匀
,

分布趋于一致(图 2中2月
、

图 3中2月)
.

夏季
,

由于长江

冲淡水的 强烈影响
,

陆架低盐水势力强盛
,

且向东南推移
,

致使K 水团一部分水体变性成为东

海表层水
.

其水平分布范围在夏季诸月逐月缩小
, 8月减至最小

,

仅占冬季 面积的二分之一

左右
.

2
.

1
.

2 黑潮次表层水 ( K C )

它潜于K 水团之下
,

具有中温高盐特性且变动较小
.

K C水团的多年平均 水温 在 14
.

4 ~

20
.

5
’

C之间
,

盐度在 34
.

荃~ 34’
.

9之间
.

在本研究海区内
,

12 月至翌年 4月间
,

由于东海陆架

海域 (水深Zo o m 以内 ) 的对流混合作用
,

从计算结果和点聚图均可看出
,

此 时 期 表
、

底层

的点子混合成一团
,

即为冬季型的 K水团
.

从5月开始
,

随着上层海水增温降盐 的加剧
,

此

时位于东海陆架近底层的K C水团与上层的 K 水团开始分离
.

由于K C水团在夏季具有逆坡涌

升现象
,

其水平分布范围由南向北扩展
,

势力逐月加强
.

8月
,

其分布面积达到最大(表2 )
,

此后
,

随涌升强度的减弱和对流混合的加强
, KC水团的温度稍有 上升

,

分布范 围逐 月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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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渤
、

黄
、

东海裹雇层各水团面积百分比统计裹
.

水 团 层 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 月 1 0月 1 1月 1 2月

黑潮表层水(K )
表 2 ,

.

3

底 28
.

4

表 1 6
.

2

2 8
。

7

2 7
。

2

1 刁
,

0

28 二1 2 5
.

7 2 2
.

9 20
。

7 1 4
.

5

2 2
。

1 3
.

3 3 2
.

8 ▲ 3 8
.

8 ‘ 3 8
.

5 ▲ 谧0
.

1 ‘

2 8
.

7 28
。

8 29
.

1

3 3
.

6▲ 30
.

1 ▲ 2 1
.

0

东海表层水(E )
5 1 2

.

8 1 4
.

3 18
.

7 2 9
.

5

2 3
。

4

3 6
.

3 ▲

2 0
。

7
.

6 1 7
。

6 1 7
.

0

弓Jg�R

⋯
O�月‘d,自曰心

心1

底 1 9
.

7 1 5
.

0

表 4
.

3 J
.

I

底 5
.

9 5
.

2

表 1 1
.

6 1 2 一

底 5
.

7 9
.

4

表 1 7
.

5 2 7
.

8

底 2 0
.

3 2 0
.

2

1 7
.

5

4
。

7

3
.

6

1 1
.

8

1 2
.

7

2 0
.

5

1 9
.

4

2 1
.

8

5
。

4

5
.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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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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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为下层水
.

表
、

底层统计面积约为37 1
.

5个方区
, 1个方 区为1/ 2纬距 x l / 2经距

.

.

12 月
,

又与K水团混为一体
.

2
.

2 混合变性水

黑潮水在北上途中
,

随纬度的增加和海区深度的不断变浅
,

受大陆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

海水的温盐特性不断地发生改变
,

按其变性程度和地理位置在研究海区内划分出 8 个变性水

团
.

2
.

2
.

1 东海表层水 ( E )
它是黑潮表层水进入东海陆架后与大陆沿岸水混合变性形成的高盐暖水

.

多年平均水温

在 1 3
.

。~ 29
.

。
。

C之间
,

盐度在3 3
.

0 ~ 34
.

7之间
.

3 ~ 8月
,
E水团处于增温降盐期

,

平均月增

温 2
.

5
’

C
,

月降盐。
.

1左右
,

其中6
、

7月间最大增温幅度可达 5
.

S
O

C
, 5

、

6月间最大降盐幅度

可达 0
.

35
.

9月至翌年2月为降温增盐期
,

其中9 ~ 1 1月的降温幅度 较 大
,

平 均 每 月 下降约

3
.

0
’

C
.

最大增盐出现在 10 ~ 1 1月
,

可达0. 3
.

E水团从5月以后朝西北向扩展
,
水平 分布范

围在8月达最大 ( 表层占3庵呱 )
,

此后又逐月减小
,

至5月为最小 ( 表层仅占l e 肠 )
.

这种消

长规律与K 水团的变动刚好相对应
,

清楚地表明
‘
E水团的变动主要受控于 K 水团的变化

.

12 月

至翌年 4月间
,

因强烈的对流混合
,

表
、

底层的分布逐渐趋于一致
.

5月 由 于 E C 水 团 的生

成
,

E 水团在底层的分布范围迅速减小
,

卜
9月则完全消失

, 1 0月复又出现
,

2
.

2
,
2 东海底层冷水 ( E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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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盘踞于东海中部陆架的底层
,

仅在暖季 ( 5一 10 月 ) 出现的中温高 盐水
.

多 年平均

温度在 13
.

5一22
.

S
O

C之间
,

盐度在 3 3
.

8~ 34
.

5之间
.

5月 以后
,

随着上层海水的迅速增温
,

下层则由于温跃层的屏障作用保持相对低温
,

从而与上层的E 水团分离而形成
.

其形成的初

期过程类似黄海底层冷水
,

但E C 水团的水温高于黄海底层冷水而低于K C水团
.

值得注意的

是 E C水团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水平范围极不稳定
,

月际变化较大
,

这一点
一

与夏季黄海底层冷水

不同
.

究其原因
,

除东海的海底地形与黄海不 同外
,

最主要的是在黑潮及其支流的影响下
,

东

海 自表至底的平流效应极为显著
,

横向水交换十分活跃
.

因此
, 5一 6月间E C水 团 增温 可达

否
.

。
’

c
, 6 ~ 8月

,

由于受K c 水团朝陆架浅海涌升影响
,

E C水团的盐度逐月递增
,

水 平 分布

范围明显扩大
, 8月达到强盛期

.

以后逐渐衰减
,

11 月完全消失
,

重新归属于 E 水 团
.

所以

E C 水团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控于K 水团
.

2
.

2
.

3 台湾海峡表层水 (T )

多年温盐平均资料分析表明台湾海峡表层水具有高温次高盐特性
,

其温盐值略低于 K水

团而高于E 水团
.

多年平均水温在 1 4
.

5一 2 6
.

5
’

C之间
,

盐度在 3 3
.

0一 3 4
.

4 之 I’of
.

1 1月至翌年

2 月
,

T 水团处于降温增盐期
,

最大降温幅度为 2
.

5
’

C
,

发生在 12 月至翌年1月间
,

最大增盐幅

度为 0
.

3
,

出现在 11 ~ 12 月间
.

3 ~ 6月T 水团继续增盐
,

同时水温上升
.

因此它不同于其他水团

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增温的同时出现增盐
.

了一 10 月
,

由于上层水体 强烈增温
,

南北温差极小
,

T 水团与E水团的特征基本一致
,

底层则由相对低温的T C水团占据
.

各月表
、

底的分布显示T 水

团均呈舌状从台湾海峡向北伸展
,

表明台湾海峡水 整年北上进入东海陆架西部海域
〔 ‘ 。

,
‘ , 〕

.

2
.

2
.

4 台湾海峡底层水 (T C )

它仅是夏季 ( 7 一 g月 ) 在海峡的下层 出现的一个次高温高盐 的水体
.

多年平 均水 温在

22
.

0一 2 7
.

0
O

C 之间
,

盐度在 3 3
.

7一义
.

5之间
.

7一 8月
,

T C 水团势力较强
,

其水平分布占据整

个海峡的底层
,

并呈舌状向北伸展至北纬 27
。

附近(图 3 )
.

9
,

月其势力减弱
,

舌锋向南退缩至

北纬26
。

以 南
.

T C水团的温盐值在8月趋于降低
,

而9 月表现为上升
,

这样温盐值的变化与粤

东沿岸水北上势力强弱和垂直混合有关
.

2
.

2
.

5 黄东海混合水 ( H E )

它主要是东海表层水朝西北扩展途中与黄海表层水混合变性而形成的次级变性水
,

具有

中温 中盐特征
.

多年平均水温在 9
.

。~ 27
.

0
’

C之间
,

盐度在32
.

3 ~ 3 4
.

1之间
,

主要分布于研

究海区的 中部 (30
’

一 3 4
’

N
, 1 2 3

’

一 127
‘

E )
.

9月
,

随着降温的开始
,

H E水团在H水团的东

南前沿的表层开始形成
,

底层则滞后一 个月 出现
.

该水团的温盐季节变化较为明显
.

9 ~ 3月
,

H E水团处于降温增盐期
,

平均月降温 2
.

5
’

C
,

月增盐 0
.

2
.

4一 6月为增温降盐期
,

平均月增

温 3. S
O

C
,

月降盐0
.

3 5
.

H E水团表层分布范围自g月形成后逐月扩大
,

翌年 1月 达最 大
,

此

后逐月缩小
.

7一8月
,

由于长江冲淡水向东及东北部外海强烈扩展
,

使广大海区的盐度值降

至32
.

0 以下
,

H E水团与之混合发生显著变性
,

部分水体变为F E水团
,

韵分并入H 水团
,

其

余则成为混合区
.

底层分布范围自形成后也是逐月扩大
, 3

、

4月间达到最大
, 5月随着 黄海

底层冷水的扩张
,

分布范围迅速减小
,
仑月则完全消失

.

2
.

2
.

6 黄海表层水 (H )

它在黄海区长年存在
,

属子大陆沿岸水和E水团混合而成的中盐水体
,

其温盐值 具有明

显的季节变化
.

多年平均水温在4
.

0一28
.

。
’

C之间
,

平均盐度在30
.

5 ~ 32
.

9之 I’of
.

4一 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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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水团处于增温降盐期
,

平均月增温 3
.

S
O

C
,

月降盐0
.

2 6
.

5 ~ 6月的增温降盐幅度最 大 (水

温变幅为5
.

2
‘

C
,

盐度变幅为 0
.

5 )
.

9 一 3 月为降温增盐 期
,

平 均月 降温 2
.

7
‘

C
,

月 增盐

0
.

1 9
,

11 一 12 月的降温幅度最大
,

可达 5
.

0
’

C
.

最大增盐幅度出现于 12 月至翌年 1月间
,

为 0
.

3 3
.

H 水团的分布面积与E水团相当
,

夏季分布于黄海的上层
,

冬季因强烈的对流作用 可直 达海

底
.

表层的分布范围从 1月起开始逐月增大
,

7一 8月达最大
.

9 月起
,

分布 范围逐月减小
,

12 月

减至最小
,

仅 占强盛期的二分之一 (表 2 )
.

底层的分布范围 自5月起随黄海底层冷水的出现

而迅速减小
,

仅 以狭带状分布于冷水团 的西侧
, 9月以后

,

随底层冷水势力的消衰
,

其分布

范围又趋于扩大
,

在 1
、

2月间达最大
。

2
.

2
.

7 黄海底层冷水 (H C )

它位于黄海底层
,

系冬季H水团留下的水体
.

由于春夏季表层水的迅速增温产生跃层
,

致使垂直混合减弱
,

造成黄海的深层水依旧保持着冬季H 水团的低温特征
.

H 口水 团 的多年

平均水温在5
.

0一 12
.

0
’

C之间
,

盐度在3 1
.

8 ~ 3 3
.

8之间
.

春季以后
,

H O水团的 水 温逐 月有

所回升
,

盐度也略有降低
,

但变动幅度较小
.

H C水团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自5月开

始出现至 7一8月达到最盛期
,

其向南可伸展到北纬3 2
’

附近
,

北端可扩展至渤 海 海峡
,

水平

分布面积约占计算海域的20 肠
.

8月以后
,

冷水势力开始衰弱
,

分 布面积 逐月 缩小
,

至 12 月

仅占计算海域的 7
.

8 肠
.

1一 4月其与上层 H水团混为一体
.

2
.

2
.

8 黄渤海混合水 (H B )

它主要分布于黄海北部和渤海
.

H B水团是由黄海表层水进入渤海后与沿岸水混 合变性

而形成
,

.

其温盐性质介于H和FB之间
.

H B水团的多年平均水温 在。
.

0一 2 5
.

3
O

C 之 间
,

盐度

在30
.

2 ~ 3 1
.

9之间
.

9一 3月
,

H B水团处于降温增盐期
,

平均月 降 温 3
.

o
O

C
,

月增 盐0
.

13
,

最大降温幅度发生在 1。
、

11 月间为6
.

2
’

C
,

最大的增盐出现在9一 10 月间为 0
.

3
.

4一8月进入

增温降盐期
,

平均月增温 4
.

2
’

C
,

月降盐0
.

IP ,

最大的增温降盐发生在5 ~ 6月间
,

温度 变幅

达7
.

5
’

C
,

盐度变幅为 0
.

4
.

H B水团水平分布范围 自9 月逐月增大
, 1 1月 达最 大

.

此 后
,

由

于沿岸低盐水在偏北风的作用下
,

向南流动加强
,

使H B水 团的分布范围 有所收缩
.

而 在夏

季 (
、

6一8月
、

)
,

由于H水团的扩张
,

H B水团的分布范围则进一步缩小
.

2
.

3 大陆沿岸水

系指位于大陆沿岸海域
,

由江河径流入海冲淡而形成的低盐水
,

按其地理位置分为东海

沿岸水和渤黄海沿岸水
.

2
.

歌 1 东海沿岸水 (F E )

它主要是由长江
、

钱塘江等江河入海径流与海水棍合形成的冲淡水
.

其主要特征是低盐

( < 3 1
.

0 )
,

盐度随径流量的变化而变动
,

水温受大陆气候的影响显著
.

其温盐值表现为春
、

夏季的增温降盐和秋
、

冬季的降温增盐
.

8月
,

FE水团的温度为全年最高(2 6
.

。一 2 8
.

。
。

C )
,

盐度降至全年最低
.

2月
,

水温为全年最低(4
.

0 ~ 14
.

0
’

C )
,

盆度升至最高
.

秋冬 季 FE 水团

呈狭带状从长江口向南贴岸分布
,

表
、

底层基本一致
,

在统计区域内
,

分布面积较小
.

3月以

后
,

表层分布范围开始向外扩展
,

5月 以后则明显地呈舌状向东北扩展
, 7 ~ 8月 其分 布面积

达最大
.

以后随径流量的减少
,

FE的分布范围又开始收缩并转为沿岸南下
.

底层的变 动较

小
,

与秋冬季的分布基本相似
.

2
.

3
.

2 渤黄海沿岸水 (F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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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由黄河等沿岸江河径流入海后与海水混合形成的冲淡水
,

分布于沿岸区域
.

其水

温的年变幅 ( 一 1
.

8一 2了
.

5
’

C ) 比FE大
,

而且由于入海径流量小
,

盐度的年度变幅 (28
.

4 “

3 0
.

5 ) 较 FE小得多
.

F B的水平分布范围很小 (最大时也不到计算海域 的4 % )
,

且年变动

小
,

一般表层的分布范围大于底层
.

3 水团分布与中心渔场的关系

渔业生产部门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时间
、

到什么海区捕什么鱼
.

长期以来通过科研工作者

的调查研究
,

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渔场形成的机制
,

如上升流
、

海洋涡旋
、

海洋锋区等渔场
.

水

团研究的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渔场形成伪条件
,

指导渔业资源的开发
.

鱼类总是寻找

最适宜的海洋环境栖息
,

从而形成一定的分布中心即通常所说的中心渔场
.

在中心渔场内渔获

总产量和单位网产量较高
,

渔场比较稳定
.

离开中心渔场
,

鱼群密度低
,

产量显著降低
.

许

多研究成果都揭示不同性质水团的交汇区(或混合带)往往形成良好的中心渔场
〔 ’一 ‘

,
‘ ’ ‘ ’

.

从水平形态看
,

混合带中温盐要素的水平梯度较大
.

根据水 团的多年平均分布形态
,

我们统

计了近10 年来东海区产量较高的马面纯和带鱼两大主要鱼类的中心渔场的 平均位 置(图3 )
,

、

结果表明中心渔场的变动与水团之间的关系密切
.

如马面纯渔场
:

12 月 至翌年 1月
,

先 于对

马岛西侧捕捞越冬群体
,

形成旺汛
.

因该种类属暖水性底层鱼类
,

因此渔场位于对马暖水与

朝鲜沿岸水之间偏暖水一侧
.

2 月的中心渔场属过渡性渔场
,

即随季节的推移
,

越冬 鱼 群开

始向南进行产卵回游
,

因此中心渔场的位置不稳定
,

但总是沿着E 水团 与H E 水团 的交界面

偏E 水团一侧 (图3 , 2 月)向南转移
.

3 ~ 4月
,

电心渔场位于钓鱼岛北部即K水 团与 E水 团的

混合区
,

偏向水温较高的K 水团一侧
.

已有研究表明
〔‘ , , ‘日 ’,

在该混合 区内伴有局部黑潮次

表层水的涌升现象及涡旋
,

主要捕捞产卵群体
,

渔场比较稳定
,

是马面鱿生产的主要渔场
,

平均产量 可高达 16 万吨以上
.

5 ~ 11 月
,

东侮区生产主要以带鱼为主
.

春季带鱼开始离开越冬

场进行产卵回游
,

随之形成了带鱼的捕捞汛期
,

其中心渔场 大体沿东经 1 2 5
。

以西逐月自南向北

移动
.

5月中心渔场位于北纬3。
‘

以南的E C与K C水团之间的混合带(图3 , 5月〕
.

随着 E C水团

势力的增强
,

甲心 渔场向 北移至舟山 及长江口 渔场
.

该海域 是EC
、

H C
、

H E
、

E和 F E 等

多个水团的混合区
.

因此夏
、

秋季中心渔场基本稳定在这一 区域 (图 3 , 8月
、

1 1月 )
.

比较

图 3中的 3月和 n 月
,

并对照表 1可看出
,

5月E C和K C水团的中心水温在 15 ~ 19
‘

C之间
,

8月E C

水团的水温升至20
‘

C
,

11 月E 水团和H E水团的水 温分 别为21
.

S
O

C和 1 9
.

5
‘

C
.

它 表明鱼群

随水团特性
,

的改变被迫作南北迁移
,

可以穿越两个水团的界面进入适宜其栖息的其他水团的

界面
,

从而使中心渔场位置随之变动
.

4 结论

1
.

黑潮水 (即K 和K C )无论从其温盐特性
, 还是分布范围都是研究海区中最主要的两

个水团
,

它们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其他水团的特性
.

2
.

变性水团 (除T C
、

EC和H C的温盐变化较小外 )的盐度均由南向北逐级降低
,

水撮

变幅则由南向北逐级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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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陆沿岸水 (F E和 F B )表现为低盐特征
,

水温随季节变化剧烈
,

盐度和分布范围

与入海径流量的多寡密切相关
.

4
.

表层水团(K
、

E 和H )均表现为春夏季的增温降盐
,

秋冬季的降温增盐这样一个周期

性的温盐变化过程
,

且在过冬季因强烈的对流混合
,

它们的分布都直达底层
.

其中K 水 团不

论增温降盐还是降温增盐的幅度均小于 E和H 水团
.

5
.

底层水团 (K C
、

T C
、

E C 和H C ) 都是在春季随上 层水体的迅速增温而下 层保 持相

对低温而显现出来
,

它们的势力均在7
、

8月间达 到最强
,

以后迅 速减弱
,

乃至 消失
.

其中

H C水团的温度特别低
.

6
.

次级变性水团H E的消长表现为因增温降盐作用与E 和H 的合并
,

随后又 因降 温增盐

作用与E和H的分离
.

7
.

不同水团的边界形成水域中的屏障往往构成良好的中心渔场
,

其中暖水 性鱼类 总是

偏于暖水团一侧
.

鱼群随水团特性的改变
,

被迫作南北迁移
,

致使中心渔场位置发生变更
.

本文经青岛海洋大学苏育肯
、

李凤峡教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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