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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黄海典型海域叶绿素 含量的垂向变化与周日波动

林学举 黄邦钦 洪华生 王大志 肖 天

厦门大学海洋环境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年 月 至 月 日对东海与黄海典型海区进行了叶绿素 浓度的现场周

日观测 ∀地理环境和水文状况的差异使各海区的垂向变化与日波动表现出各自的特征 东海

观测站位在垂向上的分布比较单一 多数呈上混合层均匀分布型并在跃层以下递减 长江口

受潮流影响大 偶而在底层出现峰值 而南黄海观测站位垂向分布出现了均匀分布型与次表

层双峰型两种 ∀受潮流等影响 叶绿素 浓度的日变化在各海区间及各自的垂向上都有所差

异 出现层化的测站 跃层以上日波动比跃层以下明显 在 ∞ 测站的表层和长江口测站的底

层都以半日周期为主 而南黄海测站以全日周期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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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 被海洋学家广泛用于指示水体浮游植

物现存量的多少 而且它的时空变化包含着海区基本

的生态信息 ∀我国在东海与黄海某些海区进行叶绿素

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 ≈ ∀本文主要结合叶绿素 的

实测值与荧光探头提供的数据 分析黄海与东海典型

海区 包括南黄海海区 !长江口与受黑潮影响的东海

陆架 叶绿素 分布的垂向精细结构及高频 每小时

次或每 个小时 次 日观测值的波动特征 并讨论

环境因子对其波动的影响 为东 !黄海生态系统动力

学研究提供基础参数 ∀

方法与数据处理

年秋季 月 日至 月 日 / 东方红

号0 综合考察船在秋季航次所进行的研究站位布设

见图 ∀每个测站采样层次依水深及 ≤×⁄探头探测的

跃层深度等实际情况决定 叶绿素 ≤ 的测定是

参照 ° 等 年所描述的方法略作改进进行

的 ≈ 并按 5海洋调查规范6 中的公式计算

叶绿素 的浓度 Χ 同时采用 ≥ ° 型荧

光计 量程为 ∗ Λ 测得剖面水体荧光值 并由

校正公式计算取得校正后的叶绿素 Χƒ 浓度 ∀取

东方红 号采样测站的各层叶绿素实测值与荧光探

头测值进行回归校正 两者的关系式可表达成

Χ ≅ Χƒ

ρ ν

其中 回归的叶绿素标准偏差值为 ∀

针对叶绿素浓度随时间变化呈现出的波形特征

使用非线形三角方程进行曲线拟合 由软件 ≥ °

完成 ∀先把叶绿素浓度描述成随时间变化的三

角方程

Χ α α ≅ Π# τ κ

其中 α !α 为常数项 Π设为 κ为波

动周期 ∀使用自动初始化参数计算方程 ≥ 2

由快速傅立叶变换 ƒƒ× 返回参数的矢量值 并代入

方程经 次迭代 通过曲线拟合优化得到最终参数

与模拟曲线 ∀各观测站的数据经傅立叶回归后的参数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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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秋季东海与黄海观测站位分布图

ƒ ≥ ∞ ≤ ≥ ≥ ∏ ≠

≥ ∏ ∏ ∏∏

结果与讨论

依地理环境和水文状况的差异 如表 对所

观测的站位分成三个海区进行讨论 ∀

受黑潮水影响的东海陆架

黑潮暖流对东海本调查区影响最大的是 ° 测

站 黑潮水表现出高温高盐及低营养盐的特征 水体

层化明显 叶绿素 浓度在上混合层分布均匀 平均

浓度仅为 并随深度往下呈降低趋势 图

∀到 ° 测站 黑潮水已没有显著影响 该测站水体

混合剧烈 荧光探头的输出信号产生很大的干扰 但

总的呈现均匀的分布模式 相对应的温盐在垂向上都

呈直线型 图 ∀ ∞ 与 ∞ 测站的垂向分布模式很一

致 水体层化现象明显 在上混合层叶绿素 浓度都

是均匀分布 表层浓度分别可达 与

深层因光的限制而使叶绿素含量降

低 ∀同时 对 ∞ 测站的日变化观测数据进行傅立叶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 表 该海区表层叶绿素 浓度的

研究报告 Ρ ΕΠΟΡΤΣ



≥ ∂

图 受黑潮水影响的东海陆架站位 ° !° 叶绿素 !温度 !盐度与营养盐垂直分布

ƒ ∂ ≤ ∏ ∏ ° °

图 ∞ 测站叶绿素 !温度与盐度在日观察期内的等值分布

ƒ ≤ ∏ ≤ ∏ ∏ √ ∞

日变化呈现出半日周期 而底层没有显著的变化 ∀

长江口

长江口同时受到淡水径流与潮汐的影响 在观

测期间 ∞ 测站温盐没有明显的层化分布 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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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叶绿素 剖面平均及其温度的日变化等

ƒ ° ≤ ∏ ∏

观测的初始时段 底层出现高温高盐水 可能由于台

湾暖流前缘水切入底层水引起 ≈ 其中的叶绿素 浓

度也表现出高值 ∀在日观测的后期 外海水的输入超

过了淡水的影响 表现为盐度明显增高 叶绿素含量

也相对增加 ∀垂向上 水体混合均匀 叶绿素 浓度在

表层平均为 底层叶绿素 的日波动比

较明显 呈现出半日周期的变化 说明潮汐对底层有

较大的影响 ∀

南黄海陆架区

从本航次的研究结果来看 南黄海研究海区的

叶绿素 剖面分布表现出两种模式 ∀在水浅的 ∞ 与

∞ 测站 水体混合均匀 温度和盐度在垂直方向上没

有明显的变化 叶绿素 的剖面分布也相当均匀 图

∀两个测站相比 ∞ 测站的叶绿素 浓度在日周期

上更具稳定性 日变化不超过 而通过傅立

叶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 测站叶绿素 浓度的变

化表现出明显的全日周期规律 分析各环境因子的波

动情况 仅发现硝酸盐的波动出现类似的规律 并且

叶绿素 浓度达到峰值的时间滞后于硝酸盐达到峰

值的时间 图 ∀此外 该测站 °表现出的低值 表

可以推测硝氮的补充对 ∞ 测站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具有明显的影响 ∀

叶绿素 的另一种剖面分布模式如图 所示 呈

垂直分布的双峰型 ∀一个峰位于温跃层以上的

深 叶绿素 浓度介于 ∗ 之间 第

个峰位于温跃层内约 深 该处荧光探头的叶绿

素浓度校正值介于 ∗ 之间 ∀在跃层

处 左右 存在着一层厚度很薄的荧光最大值

层 由于本文的叶绿素采样深度偏离这个深度 导致

从叶绿素 的剖面分布图中不能反映出第 个叶绿

素 的存在高峰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与

数据分析中 应结合荧光探头数据提供的精细垂向结

构来探讨海区的叶绿素 分布特征 ∀

荧光探头的叶绿素浓度校正值随时间变化反映

在图 中 ∀从傅立叶回归的模拟曲线可以看出 ∞ 测

站的温跃层以上波动与温跃层以下具有明显的差

异 ∀在 水深处表现出明显的全日周期波动 波动

幅度为 而表层在一日周期内虽也表现出

全日变化 但波动幅度很小 仅为 ∀在跃

层以下 与 深度处的波动周期都长于全日

周期 而且波动幅度明显小于 水深处的波动 反

映出跃层上下不同的影响机制 并可能意味着两个峰

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形成与维持机制 ∀

自从 ≠
≈ 年第一个描述了海洋中叶绿

素 在次表层形成最大值以来 这种现象在层化水体

中被广泛认同 ∀通常来说 叶绿素 在次表层形成最

大值与垂向上海水密度的不连续性及营养跃层的存

在密切相关 而且形成于 ∗ 的表层光强

处 ≈ ∀不同的海区次表层峰值的形成没有一种统一的

控制机制 但主要可归结为浮游植物的沉降速率 !行

为聚集 !碳与叶绿素 比率的生理变化 !营养跃层处

增强的生长速率以及摄食行为等 ≈ ∀在本文观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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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跃层以上叶绿素 的垂直分布模式可能与摄食

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从 ∗ 水深 氨氮

的分布规律正好与叶绿素相反 说明表层水中浮

游动物旺盛的摄食作用 ∀第一个峰值处叶绿素 浓

度表现出全日周期变化进一步支持着摄食对叶绿素

垂直分布模式的影响 ∀从图 可以看出 在跃层处叶

绿素 峰的存在与底层低温高盐富营养水的侵入有

密切的关系 而密度跃层的存在又为来自上层的浮

游植物沉降聚集和浮游植物的生长聚集提供稳定的

水动力条件 ∀温带海区叶绿素 次表层峰值的这种

形成机制同样被其他研究者观察到 ≈ ∀有关南黄海

叶绿素最大值层形成的营养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还有

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

各环境因子对叶绿素 浓度变化的影响

图 ∞ 测站 年 月 日 叶绿素 !温度 !盐度与营养盐垂直分布

ƒ ∂ ≤ ∏ ∏ ∞

图 ∞ 测站叶绿素 和硝酸盐的日变化回归曲线

ƒ ∏√ ≤ ∞

使用 ≥°≥≥ 统计软件对各观测站的叶绿素与

可能影响其分布的环境因子 包括温度 !盐度 !硅盐 !

硝氮 !亚硝氮 !氨氮 !磷酸盐以及代表光照变化的深

度 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 如表 叶绿素与各环境因

子之间的直接相关性都不是很显著 ∀

考虑到海区复杂的环境因子之间可能存在的协

同作用 作者试图引进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ψ α α ξ α ξ α ξ ακξ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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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测站分层叶绿素 的日变化回归曲线

ƒ ∏√ ≤ √

∞

其中 ψ是因变量 (预测叶绿素浓度值) , ξι 是独立变

量(代表各环境因子) , α 是常数项 ∀对变量的回归本

文采用因子的逐步加入回归法 而最终能保留在模型

中的变量将具有最显著的正协同效应 ∀

本文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尝试的变量不包括深度

最终能进入模型的参数只有温度 !盐度 !硅盐和亚硝

氮 所得到的回归方程及其回归参数如下

× Τχ Σ

Χ≥ Χ

Τ检验

Φ检验 Ρ ∆ . Ω 检验

其中 Τχ为温度 Σ为盐度 ∀

模型不是很理想 但方程各参数仍能表明叶绿素

的分布一定程度上是温度 !盐度 !硅盐和亚硝氮协同

作用的结果 但其中营养盐与叶绿素分布呈负相关性

似乎与事实不相符 ∀实际上 自然海区中营养盐通常

呈底层高于表层现象 而底层因光限制又会导致营养

盐的吸收出现叶绿素低的现象 这就是模型的矛盾之

处 ∀由此 作者重新引入与光照强度相关的深度进行

另一次逐步回归 最终能进入模型的因子只有温度与

深度 模型方程及相关的参数如下

× α Τχ ∆

Τ检验

Φ检验 Ρ ∆ . Ω. 检验

其中 ∆为深度 Τχ表示温度 ∀

结果表明 叶绿素分布与深度之间呈负相关

性 暗示着光照可能对海区生物量的显著影响 ∀

同时 从两个方程的对比来看 可以结合实际情

况推论出在各因子的协同作用方面 光照条件对

我们观测海区的叶绿素分布具有比营养盐更显

著的效应 ∀

总结

由上可知 个观测海区叶绿素 的垂向分布

及周日波动各有特征 ∀在垂向分布上 东海观测站

比较单一 多数呈上混合层均匀分布型并在跃层

以下递减 长江口测站受潮流影响大 偶而在底层

出现峰值 而南黄海观测站垂向分布出现了均匀

分布型与次表层双峰型 ∀受潮流等影响 叶绿素

浓度的日变化在各海区间及各自的垂向上都有所

差异 出现层化的测站 跃层以上日波动比跃层以

下明显 在 ∞ 测站的表层和长江口测站的底层都

以半日周期为主 而南黄海测站以全日周期为

主 ∀同时 对环境因子的分析表明 叶绿素 的波

动主要与各海区特定的水动力条件 如潮汐与温

跃层的存在 密切相关 与各环境因子之间没有简

单的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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