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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南部近海表观耗氧最

的垂直分布

文 景 烟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海水中溶解氧的研究已有许多的报道
〔‘ “ 6 〕 .

R ed f沁ld (1 9 4 2 ) 建立了 海水 表观 耗氧

量 (A O U ) 的概念
,

主要是为了过滤物理的效应而突出生 化效 应
.

St
e fa n s :

on 和 Ri
。

ha
r -

d “(1 9 6 4 )
,
T ho m “(1 9 6 6 )

,
p a rk (1 9 6 7 )

,
Fi月d e ir。 和 S t r i“kla n d (1 9 6 8 )及 H u n g (19 7 1)

等人曾经研究了与表观耗氧量有关的问题
.

本文研究了福建中南部近海表观耗氧量的垂直

分布
,

并对所出现的表观耗氧量异常现象作出了初步探讨一

一
、

材料与方法

在福建中南部近海布设了 8 个断面 29 个测站
,

进行溶解氧 的测定
.

其中 南部 6 一 8

三个断面的测定是 1 9 6 1 年 3 月至 19 6 2 年 9 月进行的
,

中部 1一5 断面的测定是 1 9 6 3 年 3

月至 1 9 6 4 年 3 月进行的 (图 1)
.

表观耗氧量系根据 R e df ie ld (1 9 4 2) 所建立的下述关系式求得
:

A O U = S
。 :

一 D
。 : ,

式中 S
。 :

表示水体在 1 大气压时
,

现场特定温盐条件下氧的 饱和量 (即溶解度毫升 /升 ) ;

D
。

a 止、

表示海水中溶解氧的实测值
.

二
、

结 果

根据上式得出夏季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和季节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图
,

同时绘出

PO
‘一P

、

51 0
。一Si 及 p H 变化图 (图 2 ,

图 3 )
.

(一 ) 夏季表观耗叙纽的垂直分布

夏季表观耗氧量
, 其分布变化特征

一

可归纳为沿岸和近海两种不同类型
,

现分述如下
:

1. 沿岸海域夏季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

图 2 表明
,

福建中南部沿岸海域
,

各测站夏季的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梯度都较小
,

一般的趋势呈上低下高
.

卜

木文 19 8 1年 9 月 2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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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福建中南部近海海域各测站站位图

这种规律在站 5a 和站 6a 最为明显
,

站 6a 的表层表观耗氧量甚至 呈现 负值
,

即氧含

量过饱和
.

其它站表观耗氧量的值都在
、

0
.

40 毫升 /升以下
,

均未出现负值
.

2
.

近海海域夏季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

图 3 表明
,

福建 中部近海海域各站的表观耗氧量垂直分布涕度较大(如站 1。
、

站 ld)
,

而南部近海表观耗氧量垂直梯度一般 较小(如站 6 e )
.

其趋 势 都呈 上低 下高
.

站 1d
、

站

1。
、

站 6 。 和站 7 。 等表层表 观耗氧量出现负值
,

表明这些水层溶解氧处于过饱和 状态
.

而

站 7 。 表观耗氧量垂直分布全部负值
,

且梯度很小
.

站 1d 在 5 米层表观耗氧量出现异常
,

其极小值为一 1
.

14 毫升 /升
.

站 1 。在 5 米层表观耗氧量也出现极小值为 一 1. 05 毫升/ 开
.

而站 6c 等水域出现上下分层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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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沿岸 2 个测站夏季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

(二 ) 裹观耗妞 t 垂直分布的季节变化

本文选取了站 1d 的观测结果
,

用以研究表观耗氧量垂直分布的季节变化
.

该站 夏季

表观耗氧量出现异常的最小值
,

这样可以探讨夏季表观耗氧量垂直分布极值的形成过程
.

图 4 表明从春季末至夏季 ( 5
、

7 、 8 月 ) 表层表观耗氧量变为负值
, 7 月表层表观耗氧

量为一 0
.

9 8 毫升 / 升
, 8 月为 一 0

.

77 毫升 /升
.

5 米层表观 耗氧量 7 月为 一 0
.

99 毫升 /升
,

8 月出现极值为 一 1
.

14 毫升 / 升
.

15 米层表观耗氧量剧速上升
, 7 月为 十 0

.

12 毫 升/ 升
,

8 月为 一 0
.

3 8 毫升 /升
.

20 米层 7 月为 十 0
.

64 毫升 /升
,
吕月为 十 0

.

32 毫升 /升
.

2 0米层

以 下表观耗氧量呈均匀状态
.

由于 5
、

7
、

8 月表层表观耗氧量呈负值
,

底层 值 变 为 正

值
,

而在 5 一 10 米层表观耗氧量出现极小值
,

因而就形成了夏季表观耗 氧量 垂直 分布的

极小值
.

三
、

讨 论

福建中南部近海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
,

夏季表观耗氧量呈表层 低而底层高的趋势
.

有二分之一的测站表层表观耗氧量出现负值
,

这是本海域夏季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之一
,

而测站 6 。 等水层出现上下分层现象
,

测站 1d 等出现极小值
.

本海域表观耗氧量呈上低下高的分布
,

说明夏季溶解氧在上面与大气取得平衡
,

而下

面则由于有机物分解而消耗氧
,

与生物及生化作用强烈进行有关
,

这也可以从底部PO ‘一P

及 51 0 。二Si 含量高于中层而 p H 低于中层得以证实
.

海域表观耗氧量出现负 值表 明 海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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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氧的含量过饱和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夏季海水水温迅速增加
,

氧来不及释 放 到 大气

中
,

同时浮游植物春花期光合作用产生一定量的氧
,

因而形成氧过饱和的结果
,

所以表观

耗氧量出现负值
.

自然
,

在 T
“

C 或 a :

有跃层之处
,

表观耗氧量也会有上下分层现象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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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垂直分布的季节变化

温跃层强时
,

过饱和的氧就被良好地保持在跃层中
,

而就可能出现表观耗氧量极小值 (如

图 1一 3)
‘

图 4 表明极小值的形成过程
,

自图中观察到秋后至初春站 ld 的表 观耗 氧量
、

温度
、

的 a 。

垂直分布梯度较小
,

这是由于水体混合趋向于均匀
.

春末至夏季
,

表层 海 水迅 速增

温
,

夏季表观耗氧量出现负值
.

7 月 10 米层表观 耗氧 量极 值为 一 1
.

14 毫升 / 升
, 8 月。

米层极值也为 一 1
.

14 毫升 / 升
.

这种异常现象的出现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春末跃层 形成时

期
,

表层剧速升温而氧溶解度有所下降
,

这时表观耗氧量主要受温度控制
.

但进入夏季以

后
,

表层更进一步增温同时浮游植物迅速繁殖
,

硅藻在 8 月已达 到一年 的最 高峰
,

站 ld

硅藻数据 7 月表层为 1 , 1 4 2 x 10 “

个 /米
“ , 8 月为 1 , 3 34 x 10

”

个/米
“ ,

这是该站年变化表

层最高值
,

也是 29 个测站的最高值
.

由于光合作用速率随着温度升高而 增加
,

产生 大量

的氧
,

氧从上面渗入到稍下层
,

随着增温时稳定密度层的形成
,

垂直交换困难
,

因而氧即

被保持下来
.

由于该层氧消耗最小
,

高光合作用使得站 1d 夏季表观耗氧量极小 值显 得非

常突出
.

以上事实指出
,

在 10 米以上光合生产的氧超过其它过程
,

而在 15 米 层 以 下 由

于有机物分解加剧大量消耗氧
,

所以表观 耗氧 量由 负值 迅速 变为 正值
.

这与 PO
‘一P 及

5 10
3 一Si 含量上低下高

,

而 pH 值呈上高下低的趋势关系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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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耗氧量出现异常极小值各月有所不同
, 9 月 5 米层表观耗氧量达 一 1

.

88 毫升 / 升
,

比 8 月份更小
,

而 9 月份硅藻个数有所减少 (9 54 、 1 0 “ 个/ 米
“
)

,

这是 由于 光合 作用的滞

后所造成的
.

站 1c 也出现极值
,

原因同站 ld.

四
、

结 语

福建中南部近海表观耗氧量垂直分布呈上低下高的趋势
,

这与 W yr tk i 等人所观 察到

的表观耗氧量随深度增加而增加的结果大体相似
.

福建中部站 1d 和站 1。夏季水体表观耗氧量极小值的形成
,

是随着增温的同时出现浮

游植物高光合作用及低耗氧量的结果
.

我们在福建 中部近 海海 域站 1d 和站 1c 发 现的 10

米以上光合生产的氧超过其它过程的这一事实
,

与 St ef 如
。s。n 和 Ri

。h a r d s 19 6 4 年已经得

到证实的结果相当一致
.

综上所述
,

福建中南部近海表观耗氧量的垂直分布
,

具有上低下 高的 特征
.

站 1d 和

站 1 。 夏季表观耗氧量异常出现极值
,

主要是 由于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

而增 温 的影

响则几乎被大量浮游植物的存在所掩盖
.

温度
、

(o
‘
)跃层的稳定性 (即冬季水 温的 保守

性)
,

则是氧极值存在的客观条件
.

福建中南部资料因进行观测的时 间不同
,

且各站 仅有
1 3 个月的数据

,

可能有一是的局限性
,

今后尚需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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