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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沿岸上升流及其季节变化的数值研究

经志友’,2，齐义泉2，华祖林‘
            (1．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2．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510301)

摘要：采用三维抖压非线性数值模式ECOMSED，同时考虑地形、边界流（台湾暖流、黑潮和长江冲淡

水）、热通量及QuikSCAT风场等动力因子，对阂浙沿岸上升流及其季节变化进行了数值研究，结果
表明，阂浙沿岸一年四季均有上升流存在，且上升流中心及上升流强度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其

中，浙江沿岸舟山群岛和渔山列岛附近、福建沿岸海坛岛和马祖列岛附近四季均存在较强的上升流

中心，上升流强度季节变化特征是“冬弱夏强”．冬季上升流强度为10-3cm/s量级，沿岸平均上升流
速约为0.3 x 10-3 Ctn/S；夏季最大上升流速可达0.8 x 10-2 Cm/s,沿岸平均上升流速约为
0.4 x 10-2Cm/s.

关键词：东中国海；问浙沿岸；上升流；QuikSCAT风场；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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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沿岸存在的上升流现象已有大量的研究报道〔’一14]．早期人们〔’一3,9-12〕主要依赖对温盐资料和少数实
测资料的分析和研究，直观地揭示闽浙沿岸存在的上升流现象，从整体上认识闽浙沿岸上升流现象及其结

构．其中：潘玉球等〔’】根据调查资料对浙江沿岸上升流区的锋面结构及其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丁宗信［[2]通
过对水文资料和风场资料的分析，研究了夏季风场对沿岸上升流强弱的短周期变化所起的作用；许建平［[31对
冬季浙江近海上升流区水文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由于观测资料的不连续性以及上升流结构受众多因子的

相互作用影响，仅通过对资料的分析还很难对某些动力机制进行较全面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洋
数值模式在闽浙沿岸环流及上升流特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刘先炳等［’］构造了一个二维数值模
式，并利用该模式对浙江沿岸上升流和沿岸锋面进行了数值研究；黄祖坷等［[51利用三维非线性理论模
式「15-16]对浙江沿岸海域进行了潮致上升流的数值模拟；罗义勇［[61运用Backhaus三维非线性模型，同时考虑
、风和台湾暖流的作用，揭示了夏季闽浙沿岸的上升流现象；王辉〔姚〕基于一种三维空间弱非线性斜压模」，
，计算了闽浙沿岸一带上升流的位置和强度特征等．

潮
式

    关于闽浙沿岸上升流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a)沿岸风生上升流； (b)底坡对黑潮余脉向岸分量的抬
升；（。）底边界对台湾暖流的摩擦作用；(d)潮汐非线性效应等．通常认为风、地形和台湾暖流对闽浙沿岸上升
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东海拥有广阔的浅海陆架区（图1)，平均水深为72 m，风场对该区域环流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
在夏季层化明显、风力减弱的情况下，非定常风场对沿岸流有着重要的影响〔17]．以往研究对东中国海环流及
闽浙沿岸上升流季节变化的数值模拟并不多见，且多是采用冬、夏季典型月份的风场强迫，很少利用时空分

辨率较高的风场驱动来模拟东中国海环流及闽浙沿岸上升流的特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三维斜压非线性

海洋模式为基础，采用QuikSCAT卫星散射计2000年1月1日一2004年12月31日高分辨率风场数据、海面
净热通量以及真实海底地形，同时考虑台湾暖流、黑潮、长江冲淡水等动力因子，分析闽浙沿岸上升流现象的

季节变化及可能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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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模式及计算方案
1. 1物理模式

    本文所采用的模式为ECOMSED[ 18-19]．该模式水平方向
采用正交曲线网格，垂直方向采用。坐标系．计算过程中，垂
向涡动勃滞系数和热力垂向涡动扩散系数由改进后的Mellor
和Yamada 2.5阶湍流闭合模型计算得到，湍流TA滞扩散系数
由Smagorinsky's公式〔201计算得到．
1. 2模式参数和资料

    模式计算区域选为117°00'E-131000'E,24°00'N-41°00'
N(包括整个东海、黄海和渤海）．水平分辨率为10' x 10' ；垂
直方向分25层，斜压时间步长取为20 min，正压时间步长取
为30 s．模式采用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的etopo5地形
资料（图1)，同时考虑风场、热通量和边界流（台湾暖流、黑潮
和长江冲淡水）作用．风场采用IFREMER提供的4天1次的
QuikSCAT卫星散射计风场资料，时间从200(）年1月1日－
2004年12月31日，空间分辨率为0.5° x 0.5°; NOAA提供了
模式所需的初始温盐数据；SOC提供了热通量数据；开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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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东中国海海底地形及开边界位置（水深单位：m)
Fig. 1 Topography of East China Sea

and open boundary locations (unit of wate depth: m)

设置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海区、大隅一吐噶喇海峡、对马海峡以及长江口（图1中箭头所示）．基于以往观测
和研究结果得到的各开边界流量见表1[21一〕．计算过程中所有月平均数据均线性插值到每一模式天上．

                                          表1主要开边界的各月流f

                          Table 1 Monthly discharge through main open boundaries万m3/s

月 份 ―
      长江口  台湾海峡
  1      1 . 1        5 0 . 0

 2     1. 2       50. 0
 3      1 . 7       1 5 0 . 3

 4      2 . 5       1 5 0 . 0

 5      3 . 3       2 2 0 . 7

 6      4 . 0       2 3 0 . 0

  开边界

台湾以东

  2200

  2200

  2250

  2300

  2400

  2 35 0

  开边界

台湾以东 大隅一吐噶喇对马海峡
  2 3 5 0 - 2 2 5 3 - 3 3 2

  2801」       一2674- 371
  2 8 0 1〕        一 2 6 5 9 - 3 8 5

  2 2 0 0 - 1 9 8 3 - 3 7 1

  2 1 0 1）        一 1 8 2 0 - 3 3 3

  2 2 0 0 - 1 9 7 2 - 2 8 0

月份
大隅一吐噶喇对马海峡

    一 2 0 2 4 - 2 2 7 . 1

    一2 0 6 2一！8 9 . 2

    一 2 2 2 7 - 1 7 5 . 0

    一 2 2 6 3 - 1 8 9 . 5

    一 2 3 9 6 - 2 2 8 . 0

    一 2 3 0 4 - 2 8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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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计算方案

    首先以1月气候态温盐和NECP 1月风场作为模式积分
的初始场和强迫场，采用诊断模式固定温盐场，从静止状态
开始积分，积分时间为la，得到1月份的诊断流场，作为进一
步积分的初始场，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年1月1日一 洲
2004年12月31日每天1次的QuikSCAT风场，结合插值到每氮
一模式天的海面净热通量，采用预报模式进行预报计算，模鉴
式在周期性外强迫下进行4次循环以求达到稳定．结果显
示，从第3次循环开始，能量已呈稳定的周期性变化，本文取
各月5a平均数据来进行分析．

一卫星观测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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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在上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计算结果较好地再现了
黑潮、台湾暖流、对马暖流、东海沿岸流等东中国海主要流系及
其季节变化特征，与观测结果和传统认识基本一致〔刘，同时也
较好地揭示了闽浙沿岸上升流现象及其季节变化特征．图2为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时间序列（年份）

      图2闽浙沿岸模式模拟的

SST和pathfinder SST时间序列的比较
 F5g.2  Comparison of time series of

simulated SST with pathfinder SST along
      Fujian and Zhejiang c砚抽ISt

呱



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35卷

模式模拟的浙江沿岸（120030'E-124°00'E,27°30'N-31°00' N）海表温度SST(sea surface temperature）与美国
NOAA/NASA AVHRR Ocean Pathfinder卫星观测的1次／/(8d)的SST时间序列图．计算结果表明，二者的相关系
数达到了0.861，说明模式结果和卫星观测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限于篇幅，本文仅分析与浙闽沿岸上升流
现象有关的一些特征．

2.1上升流速平面分布

    图3为闽浙沿岸1月、4月、7月和10月l0m层垂向流速平面分布，本文以1月、4月、7月和10月代表
冬、春、夏和秋4个季节．从图3可以看出：闽浙沿岸及其近海一年四季都存在上升流现象，近岸上升流区基
本呈带状分布；台湾东北部、舟山群岛近海以及海坛岛附近都有较强的上升流中心存在，且上升流速有着显
著的季节变化．现分述如下．

    冬季（图3(a))：闽浙沿岸10m层强上升流区主要位于舟山群岛和渔山列岛近海．其中：杭州湾外至舟山
群岛近海有较强的带状上升流区，其位置在31°00'N-29°45'N,122°30'E-123°15'E之间，中心最大上升流速
为0.5 x 10-3Cm/S；在韭山列岛至渔山列岛之间近海区域，有2个较强的上升流中心，中心位置大约在29°25'
N, 122°35'E和29°10'N,123°15'E附近，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也都达到T 0.5 x 10-3 Cm/S．另外，从浙江中部渔山
列岛往南一直到福建北部福瑶列岛近海区域内（29°00' N-26°30' N）出现呈带状分布的上升流区域，但上升流
速明显减小，大约在0.2-0.4 x 10-3cm/s之间．在闽中沿岸海区，马祖列岛以南至南日群岛近海区域（26°15'
N-24°45'N）也存在着带状分布的上升流区域，平均上升流速为0.25 x 10-3cm/s左右．另外，海坛岛附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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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闽浙沿岸10 m层垂向流速平面分布
Fig.3    Plane distribution of upwelling velocity along Fujian and Zhejiang coast at layer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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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上升流区存在，中心最大上升流速达0.5 x 10-3Cm/s．除此之外，在台湾东北部彭佳屿附近海域（中心最大
上升流速为4.5 x 10-3Cm/S)、冲绳海槽坡折处（124°00'E, 25°50'N附近）均有较大区域的强上升流区．
    春季（图3(b))：舟山群岛至渔山列岛附近仍有较强的上升流区，其中舟山群岛和韭山列岛附近强上升
流区较冬季有所西移靠岸，同时外海上升流区明显减少．2个上升流中心，一个位于舟山群岛附近（122°45'E,
30°00'N)，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8 x 10-3CM/S；另一个位于渔山列岛附近（122°20'E,28°50'N)，中心最大上升
流速为0.6 x 10-3cm/s．浙江南部洞头列岛往南至福建北部马祖列岛附近（27°50'N-26015'N）春季也存在带
状分布的上升流区，不过上升流速较浙江北部要小，在0.2-0.3 x 10-3 Cm/S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春季，闽
中沿岸并未出现较强的上升流中心，近岸上升流速仅为0.1X10-3Cm/S左右，强上升流区外移到了台湾海峡
东北部，最大上升流速达到了0.6 x 10一”cm/s．另外，台湾东北部彭佳屿附近（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8 x 10-3
朋1/S)、冲绳海槽坡折处仍存在强上升流区．同时，浙江外海也存在一些中小尺度的上升流区域，其上升流速
相对于春季有所减小，一般在0.2 x 10-3CM/S左右．
    夏季（图3(c))：闽浙沿岸普遍存在着呈带状分布的强上升流区，且上升流强度较春季有明显增强．浙江
近海舟山群岛附近仍然集中着强上升流区，其位置与春季基本相同，但上升流中心最大上升流速较春季有明
显增大，达到了5 x 10-3Cm/S．在渔山列岛往南至台州列岛附近（29°15'N-28°15'N）也集中存在着带状强上升
流区域，其位置与春季基本相似，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6 x 10-3 Cm/S，较春季有较大幅度的增大．夏季闽中沿
岸也普遍存在上升流现象，但上升流强度明显小于浙江沿岸，但较春季有显著增强，上升流中心主要集中在
马祖列岛和海坛岛附近，中心最大上升流速在3 x 10-3-4x10-3Cm/S之间．另外，台湾东北部彭佳屿附近仍
存在着强上升流区，其中心上升流速达到了lO X 10-3Cm/S．值得注意的是，在闽中沿岸海坛岛以南海域，虽
然存在多个上升流中心，但上升流区并未像浙江沿岸呈带状分布，而是以较小的上升流区和下降流区交替出
现（为突出显示上升流区，图3只画出了上升流速的平面分布）．
    秋季（图3(d))：闽浙沿岸上升流区域较夏季有明显减小，且强度明显下降，其分布特征与冬季有些相
似，说明秋季已有向冬季过渡的迹象．但与冬、夏季不同的是，在离岸稍远的闽浙外海，秋季普遍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上升流区和下降流区交替出现的现象，上升流速在0.1X10-3-0.3 x 10-3 Cm/S之间．这可能是处于
转换期的风场和台湾暖流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沿岸强上升流区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至渔山列岛附近，上升
流中心12203'E, 29°30' N和123°15'E,29°05'N的最大上升流速都在0.9 x 10-3 Cm/S左右，上升流区域和最大
上升流速均较夏季有明显减小．福建沿岸的强上升流区主要在白犬列岛附近海域，上升流中心位于120°15'
E , 26°00' N附近，较夏季有所南移，和冬季基本相似；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9 x 10-3Cm/S，较夏季有明显减小
但较冬季稍大．另外，台湾东北部彭佳屿附近仍集中存在着强上升流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闽浙沿岸一年四季均存在上升流现象，较强的上升流区域主要分布在离岸1-
1.5个经、纬度范围内．浙江沿岸舟山群岛、渔山列岛附近一年四季都有较强的上升流中心存在；福建中北部
马祖列岛和海坛岛附近除春季强上升流中心不明显外，其他季节均存在较强的上升流中心．上升流强度的季
节变化也很显著．总体看来，闽浙沿岸夏季上升流强度较大，lOm层平均上升流速为0.4 x 10-2 cm/s左右，秋
冬季较小，为0.3 x 10-3Cnl/S左右．这一结果与胡敦欣等「24]的计算结果较为吻合．
2.2上升流速断面分布
    为进一步分析闽浙沿岸上升流的垂向分布状况，本文分别选取浙江北部舟山群岛附近（29045'N)、浙江
南部洞头列岛附近（27°45'N）和福建中部马祖列岛附近（25°55'N）这3个断面进行分析．
    图4给出了浙江北部舟山群岛附近（29°45'N)断面4个季节典型月份上升流速垂向分布．从图4可以看
出：该断面冬季上升流中心主要位于10-20 m层，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6 x 10-3cm/s；春季，由于台湾暖流
有所增强，且北向风有所减弱，上升流速较冬季明显增大，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1.2x 10-3 cm/s，中心位置较
冬季有所下移，出现在20 m层和30m层；夏季，上升流强度较春季有较大幅度增强，50 m深以浅沿坡均出现
较强上升流区域，最大上升流速达到了6x10-3cm/s；秋季，上升流区域强度较7月又有较大幅度减弱，最大
上升流速减为1 X 10-3Cm/S.
    图5给出了浙江南部洞头列岛附近（27°45'N）断面4个季节典型月份上升流速垂向分布．从图5可以看
出：该断面冬季强上升流区主要分布在122°25'E以西，上升流中心主要是在20 m以深40m以浅位置，中心最
大上升流速为1X10-3Cm/s左右；春季，上升流范围较冬季有所减小，中心位置也有所上移，位于lOm以深
30 m以浅，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6 x 10-3Cm/S；夏季，无论上升流区域还是上升流强度都较4月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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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5'E以西沿坡均有上升流存在，强上升流区主要在10-30 m层之间，中心最大上升流速达到了8 x 10-3
cm/s；秋季，上升流速较7月有较大幅度减小，同时上升流中心也有所东移，强上升流区出现在122°20'E
122°35'E,20 m以深50 m以浅位置，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5 x 10-3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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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给出了福建中部马祖列岛附近（25°55'N)断面4个季节典型月份上升流速垂向分布图．从图6可以
看出：该断面冬季强上升流区主要分布在120°25'E以西，上升流中心主要是在离岸较近的lOm以深20 m以
浅位置，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7 x 10-3Cm/S左右；春季，上升流区域有所增大，且向东有所偏移；上升流中
心位于20 m层，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0.8 x 10-3 Cm/S；夏季，强上升流区主要存在于20 m层以深40m层以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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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升流中心较春季有所东移，但强度明显加大，最大上升流速达到了8x10-3 cm/S；秋季，沿岸和近海
不同深度都有上升流区域存在，上升流强度较夏季有所减弱，2个较为显著的上升流中心分别位于120°10'E,
20 m层和121°05'E,50m层，中心最大上升流速为1.4 x 10-3 cm/s和1.6x10-3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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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6 Distribution of upwelling velocity along section 25°55' N ( unit: 10-3cm/s)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冬季，由于台湾暖流强度较弱且偏北风对闽浙沿岸上升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上升流强度普遍较弱，但上升流依然存在．可见，冬季上升流主要是由于台湾暖流在向北输送过程中受到海
底地形的抬升和摩擦作用而形成的．春季，在台湾暖流有所增强且北向风减弱的情况下，上升流强度较冬季
有所增强．夏季，台湾暖流强度进一步增强且夏季偏南风对上升流的产生有积极作用，上升流强度也出现了一
年中的最大值；秋季，台湾暖流有所减弱且处于季风转换期，风对沿岸上升流的贡献有所减小，上升流强度较夏
季有明显减小．笔者认为：沿岸向北输送的台湾暖流是闽浙沿岸上升流形成的主要动力因子；风虽然并不是闽
浙沿岸上升流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对各季节上升流区域的分布，尤其是近岸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医3结  论
    本文利用三维斜压非线性模式ECOMSED的模拟结果，探讨了闽浙沿岸上升流现象及其季节变化特征．
分析结果表明：闽浙沿岸一年四季均存在上升流现象，且上升流中心及上升流强度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
其中：浙江沿岸舟山群岛和渔山列岛附近，福建沿岸海坛岛和马祖列岛附近一年四季均有较强的上升流中心
存在，上升流强度季节变化表现出“冬弱夏强”，冬季沿岸上升流强度量级为10-3 cm/s，平均上升流速为
0.3 x 10-3cm/s左右；夏季最大上升流速可达0.8 x 10-2Cm/S，平均上升流速为0.4 x 10-2 cm/s左右．浙江沿
岸强上升流区主要分布在离岸较近的10-40m层，福建沿岸强上升流区主要分布在50m以浅位置．台湾东北
部彭佳屿附近上升流速较大，冬季最大上升流速为4.5 x 10-3cm/s，夏季最大上升流速达到了1x10-2cm/s .

    关于闽浙沿岸上升流的形成机制，笔者对其进行了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a)台湾暖流在向北输送的过
程中由于沿途水深变浅，受到海底地形的抬升和摩擦作用，海水逆坡爬升；(b)夏季，闽浙沿岸盛行偏南风，在
偏南风的作用下上层海水的离岸输送，引起沿岸上升流；（。）冬季，闽浙沿岸盛行偏北风，沿岸冷水在偏北风
的作用下往南运动，而台湾暖流继续北上，沿岸水与台湾暖流的密度差异而导致混合形成上升流；(d)台湾东
北部彭佳屿附近强上升流区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黑潮从台湾东部进人东海，在触及东海陆坡后受地形诱导和
海底摩擦作用，海水沿坡爬升而形成．

    在本文研究中，IFREMER提供了QuikSCAT风场资料，NOAA提供了温盐资料，SOC提供了热通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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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erical study on upwelling and its seasonal variation along
                         Fujian and Zhejiang coast
                        JING Zhi-yout'2, QI Yi-quang2, HUA Zu-lint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Marine Environmental Dynamics,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AS, Guangzhou 510301, China)
Abstract: A 3D baroclinic nonlinear numerical model ECOMSE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upwelling and its seasonal
variation, with some dynamic factors, such as the real topography, boundary cu二nt (Taiwan warm cu二nt, Kuroshio
and Chanigiang outflow), heat flux, and QuikSCAT wind field, taken into accou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upswelling
ocpurs along Fujian and Zhejiang coast throughout the whole year, and its center and strength change evidently in
different seasons, with the strong upwelling centers occurring near Zhoushan islands and Yushan chain islands along
Zhejiang coast and Haitan island and Mazu chain islands along Fujian coast. Moreover, the upswelling is relatively weak
in winter and strong in summer. The intensity of upswelling is about 10-3cm/s and the average upswelling speed along
the coast is about 0.3 x 10-3 cm/s in winter, while the maximum upswelling speed could reach 0.8 x 10-2cm/s and the
average upswelling speed is about 0.4 x 10-2 cm/s in summer.
Key words: East China Sea; Fujian and Zhejiang coast; upwelling; QuikSCAT wind field; numerical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