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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广西涠洲岛附近海域发生的赤潮实况 ,分析 2003年 7月和 2004年 6月广西涠洲岛海域赤潮发生与

海洋水文气象的关系。结果表明 ,涠洲岛雨季来临之前 ,气温、海水温度增加 ,海平面气压、相对湿度下降 ,风速减

弱容易诱发赤潮 ,赤潮爆发后对该海域盐度影响较大。降水量的多少是影响赤潮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海洋水文

气象要素条件是赤潮发生的重要启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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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 time data of Red Tide occurred in the sea area of Weizhou Island, w e

analy 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Red Tide in the sea area of Weizhou Island and marine

hydrometeo rolog y in Jul 2003 and Jun 2004. We conclude that water temperature and ai r

tempera ture leap on the high side, and on the contrary air pressure, relative humidi ty and w ind

speed on the low side 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ed Tide before rainy season. Red Tide has

a big inf luence on salinity. Precipit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 Tide happen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marine hydrometeorolosy is a key factor on Red Tide.

Key words: red tide, sea lev el pressure, air temperature, w ind speed, wate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 ty, salini ty

　　赤潮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在一定条件下过度增

殖或聚集引起海水变色的一种生态异常现象
[ 1]
。赤潮

现象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海洋灾害之一 [2 ] ,严重

地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 ,制约了经济发展 ,影响了海

洋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赤潮生物

的存在和水体的水质富营养化是赤潮发生的主要原

因 ;适宜的海洋水文气象环境为赤潮生物聚集提供了

条件 ;陆源输送营养盐 ,径流、涌升流、水团或海流的

交汇作用 ,使海底层营养盐上升到水上层 ,造成沿海

水域富营养化 [3 ]。因此 ,赤潮发生是海洋生物、海洋化

学、水文气象以及海洋地质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 就目前的研究 ,海洋水文气象条件是赤潮形成的

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广大科研人员的共识。从宏观效应

来看 ,赤潮的扩散、分布和动态过程受水文气象因素

的影响 ;从微观效应来看 ,赤潮藻种的生长也会受到

水文气象因素的影响。 因此 ,水文气象条件越来越受

到赤潮研究者的重视。比如 ,美国的 Anderson等人
[ 4]

认为沿岸流在美国东北海岸、墨西哥湾和美国西海岸

的赤潮发生过程起作用。龚强等人 [5 ]分析 1998年渤

海赤潮发生与水文气象的关系。 Tang等 [ 6]认为水温

是激发 1998年 11月发生于香港西部海域的赤潮的

重要因子。 吴迪生等人 [ 7]分析 1997年 10月至 1998

年 5月广东沿海赤潮与海洋水文气象的关系。胡宝强

等人
[8 ]
分析水文气象条件对辽宁海域赤潮发生的作

用。 张俊峰等人
[ 9]

2003年利用水文气象因子的变化

趋势对南海区赤潮进行预报 ,效果明显。陈淑琴 [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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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据 1990～ 2003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沿海赤潮

的相关资料 ,研究浙江舟山沿海赤潮发生与水文气象

要素的关系。本文根据广西涠洲岛附近海域发生的赤

潮实况 ,分析 2003年 7月和 2004年 6月广西涠洲岛

海域赤潮发生与海洋水文气象的关系 ,为及时预报广

西涠洲岛附近海域赤潮发生 ,减少赤潮灾害提供一定

的参考。

1　涠洲岛赤潮实况和分析方法

1. 1　涠洲岛赤潮实况

　　涠洲岛是北部湾中最大的岛屿 ,总面积

24. 98km
2
,海岸线总长约为 26. 6km ,位于广西北海

市的正南方约 37km处。 1999年 12月 15日 ,在涠洲

岛的南湾港海域发生了赤潮 ,海域面积约 5km2 , 3d

之后 ,赤潮消失 ,海水颜色才基本恢复正常
[11 ]
。 根据

2001年至 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质量公

报报道 , 2001年 5月 13日上午 ,涠洲岛石油码头附

近海域出现约 8km
2
的赤潮 ; 2002年 5月 1日 ,北海

市涠洲岛东部海面出现红色漂浮物海水带 ,约为

3km
2赤潮 ,但是未能鉴定出赤潮的藻种 ,水色异常持

续较短 , 5月 4日基本消失 ; 2002年 6月 19日 ,在涠

洲岛东南面海域又发现褐灰色的水色异常 ,面积约

20km
2
, 23日下午基本消失 ,此次赤潮生物是汉氏束

毛藻 ( Trichodesmium hildebrandtii ) ,赤潮生物量平均

2× 106 cell /L; 2003年 7月 6日 ,涠洲岛南湾港海军

码头附近海域发生的红海束毛藻 ( Trichodesmium

erythraeum )赤潮 ,面积约为 5km
2
,细胞密度达 2. 6×

108
cell /L, 7月 9日赤潮消失 ; 2004年 6月 29日 ,涠

洲岛发生了遍及东、南、西三面的赤潮 ,赤潮生物优势

种为红海束毛藻 ( Trichodesmium erythraeum ) ,最高

密度达 2. 3× 108
cell /L ,赤潮面积约为 40km

2 , 7月 2

日监测结果表明赤潮消失 ; 2008年 4月 5日 ,涠洲岛

东南方向发生夜光藻 ( Noct iluca scint illans )赤潮 ,夜

光藻最大浓度为 2. 1× 10
6
cell /L,赤潮面积约为

25km
2。

1. 2　分析方法

　　收集涠洲海洋环境监测站 2003年 7月 1日～ 7

月 12日和 2004年 6月 23日～ 7月 4日赤潮发生前

后每天的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速、水温、盐度 ,做

逐日平均值变化曲线 ,进行分析。

收集涠洲海洋环境监测站 2003年、 2004年全年

的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水温、盐度 ,计算各

月份的平均值 ,做逐月平均值变化曲线 ,分析 2003年

和 2004年每月各要素变化的规律。

水文气象要素按《海滨观测规范》观测 [12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赤潮灾害发生的水文气象条件逐日分析

　　 2003年 7月 6日涠洲岛附近海域爆发赤潮 , 7月

9日赤潮消失。 涠洲海洋环境监测站 7月 1日至 12

日的水文气象实测逐日平均值变化结果表明:涠洲南

湾海军码头 ,在赤潮爆发期间的海平面气压、相对湿

度和盐度是下降趋势 ,气温、海水温度是上升趋势 ,风

速是减弱趋势。 海水温度 30. 5～ 31. 7℃ ,气压

1006. 3～ 1000. 3h Pa,风速 4. 9～ 2. 5m· s
- 1 ,相对湿

度 75%～ 80% ,海平面气温 30. 4～ 31. 4℃ ,海水盐

度 23. 09～ 33. 38。 赤潮爆发期间水文气象要素与赤

潮爆发前 1周比较 ,海水日平均温度增加 1. 0℃ ,海

平面日平均气压降低 2. 6hPa,风速日平均值下降

1. 5m· s
- 1

,相对湿度下降 3% ,海平面气温上升

0. 9℃。盐度下降主要表现在赤潮爆发后 ,由于赤潮生

物的大量繁殖 ,造成盐度迅速降低 , 2003年 7月 7日

比 7月 6日降低 5. 79,赤潮爆发 1周后 ,除盐度外其

它水文气象要素恢复正常。

　　 2004年 6月 29日涠洲岛附近海域爆发赤潮 , 7

月 2日赤潮消失。 涠洲海洋环境监测站 6月 23日～

7月 4日的水文气象实测逐日平均值变化结果表明:

涠洲岛东、南、西面海域发赤潮爆发期间 ,海平气压、

相对湿度和盐度是下降趋势 ,气温、海水温度是上升

趋势 ,风速是减弱趋势。海水温度 30. 3～ 31. 6℃ ,海

平面气压 995. 0～ 999. 2h Pa,风速 9. 8～ 2. 9m· s
- 1

,

相对湿度 79%～ 84 % ,海平面气温 28. 3～ 30. 8℃ ,

海水盐度 31. 19～ 33. 22。赤潮爆发期间水文气象要

素与赤潮爆发前一周比较 ,海水日平均温度增加

1. 0℃ ,海平面日平均气压降低 1. 7h Pa,风速日平均

值下降 6. 9m· s
- 1 ,相对湿度下降 8% ,海平面气温上

升 2. 2℃。 盐度下降主要表现在赤潮爆发后 ,由于赤

潮生物的大量繁殖 ,造成盐度迅速降低 , 2004年 6月

30日比 6月 29日降低 3. 02,赤潮爆发 1周后 ,除盐

度外其它水文气象要素恢复正常。

2. 2　赤潮灾害发生的水文气象条件逐月分析

　　广西涠洲岛附近海域 , 2003年 6月和 7月海平

面气压偏低 ,降雨水偏少、盐度、相对湿度偏低 ,气温、

水温偏高。通过对比涠洲海洋环境监测站水文气象资

料发现 ,赤潮爆发前 6个月 ( 2003年 1～ 6月 ) ,降水

量异常偏少 ,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1. 6%。 6月份平均

气温 30. 1℃ , 7月份平均气温 30. 6℃ ; 6月份海水平

均温度 30. 1℃ , 7月份海水平均温度 30. 9℃ ; 6月份

相对湿度月平均值为 82% , 7月相对湿度月平均值

79% ; 6月份平均盐度 32. 23, 7月份平均盐度 3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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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的水文气象条件与常年相比 ,海面气温偏高

2. 4℃ ,海水平均温度偏高 0. 4℃ ,相对湿度偏低 5

% ,气压偏低 1. 5h Pa,海水的盐度偏低 0. 65。这种海

洋环境场条件易促成这一海域的赤潮爆发。月份平均

降雨量增加为 286. 8mm,在 2003年间 , 7月份以后涠

洲岛海域没有再次发生赤潮。因此 ,降雨量的多少也

是决定赤潮发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广西涠洲岛附近海域 , 2004年 6月海平面气压

偏低 ,降雨水偏少、盐度、相对湿度偏低 ,气温、水温偏

高。通过对比涠洲海洋环境监测站水文气象资料发

现 ,赤潮爆发前 , 6月份降雨仅为 28. 9mm,降水量偏

少 ,占全年 4. 3%。 6月份平均气温 29. 2℃ , 6月份海

水平均温度 29. 9℃ , 6月相对湿度月平均值 80%。 7

月份平均盐度 32. 80。 6月份水文气象条件与常年相

比 ,海水温度偏高 0. 3℃ ,海面气温偏高 1. 0℃ ,相对

湿度偏低 4% ,气压偏低 1. 0h Pa。 7月份的海水盐度

比常年偏低 0. 5。这种海洋水文气象环境条件易促成

这一海域的赤潮爆发。 7月份平均降雨 122. 0mm , 8

月份平均降雨 230. 2mm,在 2004年间 , 6月份以后涠

洲岛海域没有再次发生赤潮。因此 ,降雨量的多少也

是决定赤潮发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3　结论

　　 ( 1)涠洲岛赤潮爆发前 ,气温、海水温度增加 ,海

平面气压、相对湿度及盐度下降 ,风速减弱 ,赤潮爆发

后对该海域盐度影响较大。 赤潮爆发 1周后 ,除盐度

外各水文气象要素恢复正常。

　　 ( 2) 2003年 7月和 2004年 6月 ,涠洲岛海域 ,海

水温度、气温的偏高 ,相对湿度偏低 ,气压偏低 ,海水

盐度偏低 ,赤潮爆发前降雨量较少 ,降水量的多少是

影响赤潮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海洋水文气象要素条

件是赤潮发生的重要启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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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新型果蝇基因测序方法

　　由于果蝇的基因可以被人工插入、删除或修改 ,可以被随机突变为人们所感兴趣的人类疾病特性以供研

究 ,所以果蝇经常被用于对普通生物过程和人类疾病的研究。但是要从大量的果蝇基因中寻找出带有研究人员

所感兴趣的特定的突变基因却可谓是一件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 ,并且还有不少突变所导致的相关疾病还尚未

被发现。 美国科学家通过测定果蝇突变后所产生的复合乙基甲 ( EM S)来绘制突变果蝇的基因图谱 ,研究开发

出一种名为“全基因组测序法”的果蝇突变基因测序方法。该方法有助于对复合乙基甲的突变诱导机制以及使

用基因工具来防止在同源染色体分裂后的基因重组的理解 ,能够准确地发现那些被几个基因同时控制的具有

遗传特性的分子。这种“全基因组测序法”无论在时间还是在成本上 ,与传统的测序方法相比都更胜一筹。如果

根据复杂的显型特征 ,传统的方法需要数月甚至 1年的时间 ,而“全基因组测序法”要获得科学家们感兴趣的突

变基因只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据科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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