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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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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 9 8 7 年和 1 9 8 8 年 7
、

8 月在那阳湖中心的棠蔺岛进行了小气候考察
,

资料分析表明
,

X

季那阳湖水体气沮效应
,

阴天和晴天的夜间表现为正效应
,

晴天的白天 (09 一 18 时 )为负效

应 ;夏季水上点气温比陆上点高
,

宏观上那阳湖水体呈现为热稼
.

关位词
:

那阳湖 ;温度场 ;气温效应
.

1 引 言

都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
,

江西省北部
,

地理位置为 1巧 ,4 9 ,

一 1 16
.

46
`
E

, 2 8 ,2 4’ 一

2 9
0

4 6` N
.

都阳湖是个季节性的浅水湖
,

集翰江
、

抚河
、

信江
、

饶河
、

修河 (下称五河 )之来水
,

注入长江
.

水位变化主要受五河来水
、

长江洪水顶托和倒灌影响
.

年内各月平均水位变化

呈单峰型
,

7 月水位最高
,

平均为 1 7
.

53 m ; 1 月水位最低
,

平均为 7
.

81 m
.

那阳湖年平均水

深约为 4
.

0m
,

夏季平均水深约为 6
.

0m
,

这时湖面宽
、

湖容大
,

比降缓
、

流速小l[]
.

湖泊水体夏季通常是热汇 .z[
3〕 ,

但从都阳湖区各气象站气候资料来看
,

都阳湖水体夏

季的气温效应较为复杂
,

为了摸清都阳湖水体夏季气温效应
,

我们于 1 98 7 年和 19 88 年的

7一 8 月在都阳湖中心的棠荫岛进行了小气候考察
.

2 资料来源及处理

湖中心的棠荫岛上有一常设水文气象站
,

担负水文和气象观测任务
.

1 9 8 7 年和 1 9 8 8 年 8

月都阳湖平均水位分别为 17
.

n m 和 1 4
.

82 m
.

考察点布设如图 1 所示
,

分设水上点
、

陆上点

(下称陆 1 点 ) 和气象观测场 (下称陆 2 点 )
,

陆上点与水上点间的距离和高差随水位高低而变

化
.

各点观测项目包括 0
.

s m
、

1
.

0m
、

1
.

s m
、

2
.

0m 高度的温
、

湿度
,

最高
、

最低气温
.

用手持轻

1 99 2 年 1 1月 1 4 日收到
,

1 9 9 3 年 10 月 3 日收到修改稿
.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

现在江西省气候中心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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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资都阳溯水体温度场及其气温效应

便风表测 。
.

爪。 、

和 2
.

o m 高宝 川如勺风速
.

在陆 1 点附近 设系留气球低探 :1il J温
,

并时陆

1 点 2
.

o m 高 J矍上气温核正低探同高度土
一

的

气温
.

用 艺
、

型水温表
,

在水上点附近水域测

。
.

l m 和 0
.

5m 深的水温
.

观测时间 3 点同

步
,

一天观测 4 次
.

典型天气加密观测
.

平均

气温用全概率短序列订正的 方法
冲 〕 ,

延长到

棠荫站现有资料的同期 ( 1 9 6 2一 玲 88 年 )
,

以便与湖区各气象台站比较
.

水温资料除短期考察的以 外
,

还 用 j’

江西省都阳湖水文气象实验站专为研究都

阳湖而布设的棠荫
、

康山
、

都昌
、

星子
、

湖 口

水文站 的水温资料
.

由于水文测验规范规

定是以日 08 时的资料作 日平均值
,

水温与

气温无法比较
,

故用差值法作了订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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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棠茨考察点布设示意图

( }] l 为陆 ] 点 ( 气象观测场 )
.

仁飞 为陆 2 点
,

△ 3 为水 上点 )

3 夏季都阳湖的水温场及气温场

都阳湖由于平时只有基本站观测的水温
,

因此对其水温场的了解是有限的
,

1 9 8 6 年 7

月
,

都阳湖水文气象实验站用考察船进行流动水温观测
,

并给出了这次考察的都阳湖水温

平面分布图 (图 2) 圈
.

从图 2 可见水体 0
.

s m 深处水温在 29
.

5℃一 31
.

5℃范围内
,

平面上呈不均衡水温场
,

差值为 2
.

0 ℃左右
;
水温分布具有明显的边际效应

,

即湖岸边的水温高于湖中心
,

水体南

部水温高于北部
,

东部高于西部
;
从整个都阳湖来看

,

水温高值区在都昌一波阳一带
,

低值

区是在星子一湖口水域中心
.

由于都阳湖是一个过水型浅水湖
,

加上湖流和风浪等的作用
,

所以都阳湖水温的垂直

变化很 小
,

都阳湖各方位上从水面到水底的水温变化均小于 1
.

0 ℃
.

都阳湖水体温度场直接影响湖面气温
,

进而影响湖畔以致邻近陆地气温
,

使整个湖区气温

场发生变化困
.

夏季都阳湖区气温场
,

以累年 8 月份湖区各站平均气温为例
,

绘制了平面等值

线图 (图 3)
.

由图可见
,

夏季湖中心气温高于湃外 报成了以棠荫为高温中心的闭合圈
.

湖中心

的棠荫和康山 8 月气温分别为 2 9
.

7 C
、

2 9
.

沉 交
’

毛
一

沛舀的乐平 (东部 ) 为 2 9
.

Z C
,

抚州 (南部 ) 为

29
.

1℃
,

安义 (西部 )为 28
.

6
’

℃
,

湖日 (北部 )为 28
.

8 c
.

同时
,

还可以看出 8 月气温湖区南部高

于湖区北部
,

差值为 。
.

3 ℃
.

湖区东部高于湖区
一

西部
,

差浪为 。
.

6 U
.

水 上气温和陆上气温垂 直变化也 各有其特点
.

1 9 8 7 年 7 月 23 日气温垂直变化 ( 图

4) 表 明
.

贴地层 (2
.

o m 内
,

由小气候支架测 )
、

水 匕和陆
_

上气温变化特点
:

中午 1 4 日考陆 乡
_

气

温 下高 上低
.

呈
一

不稳定层结
,

有利
一

f 热长 上 F交换 ; 而水 面气温垂
_

肖
一

变化
、

卜缓 ; Zm 以上

(用 系留气球探测 )陆上点低探测温资料 表明
.

0 2 时和 2() 时 八
: 、

0n
:

至弓 12 ()l 二 ;高度有一弱

的逆温
, `

{乙均逆温强度为 二 6 灯
、

1洲m
,

以 Z o lr ,

至弓劝
。 、

高度逆温最强
.

约为 乙 6
’

C / 1 0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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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阳湖水体平面水温 (0
.

s m 踩 )等值线图

3 0 0
.

( )} 0 5时

从一口

节

nll八 J I日门nll八川尸3门尸匀
0000加300 210110 2

之日

刀刹川叫
l

引州

黔一喊

9 2
.

0

27 289 30 23 1 3 33 3 24

T U

图 3 1 9 9 5一1 9 8 8年 8月湖区平均气温等值线图 图 4 1 9 87 年 7 月 3 2日水上点 ( 虚线 )

陆上点 (实线 )气温随高度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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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都阳湖水体温度场及其气温效应

4 夏季都阳湖气温效应

夏季都阳湖水温 为 92
.

5
I

C 13
.

5
`

C (见图 2 )
,

湖区气温 (包括湖中心的棠荫和康山

站 )为 28
·

4 ℃ 一

29
·

7 C (见图 3 )
,

水温明显 高于气温 ]
·

I C
一

L s c
,

都阳湖的水体有热量

向湖上空和邻近陆地空气传递
,

呈现为热源
.

然而气温效应及其变化却十分复杂
.

图 5 ( a 、

b) 分别给出了都阳湖区 8 月份 白天 ( 1 4 时 )和夜间 ( 02 时 )的平均气温
,

可见白天湖中心气

温较低
,

中午 1 4 时都 阳湖水体有降温作用
,

从湖区外围向湖中心递降 0
.

3℃一 1
.

4 ℃
.

而

夜间则相 反
,

水体 对夜 间 02 时 气温有 调高作 用
,

从 湖 区外 围 向湖 中心递 增 1
.

2℃一

1
.

9 ℃
.

这与一般的水体对气温的影响表现为白天 `夏季 ) 是热汇
,

夜 间为热源的结论是一

致的
.

然而
,

由于鄙阳湖
,

水体夜间增温效应 比白天降温效应显著
,

从而提高了湖区的 日平

均气温
,

以
万
{
` 二

\

又一 3 3

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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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卜Z 、 哥下
-

一{

九江

压洲

l

州州川川|
跳

厂

2 6

又
2二

沪
九认`7/
几子刃 (

戮

霎二
刀曰 卜 〕

生一一
~

/ 麒
厂~ 入

夕

厂

图 5 都阳湖湖区 1 9 5 9一 1 9 8 8 年 8 月 1 4 时 ( a )和 0 2 时 ( b )平均气温

水体对气温的影响与天空状况有密切关系
,

从 1 9 8 7年 8 月 14 日晴天和 27 日阴天水
_

L点和陆上点气温 日变化 曲线 (图略 ) 可见
,

晴天少云天气水上点和陆上点气温 日变化曲

线有两个交点
,

分别 出现在上午 08 时和下午 19 时
.

08 时到 1 9 时陆上点气温高于水上

点
,

而 19 时到第二天 08 时水上点气温高于陆上点
.

陆上点白天一般在 06 时开始升温
,

14

时达峰值
,

1 5 时开始降温
,

升温期约 7 个时点
,

升温 5
.

7 U
,

而水面气温峰值出现时间滞后

约 1 小时
,

升温 3
.

4℃
.

日平均气温陆上点比水上点高 0
.

I C
.

阴天气温 日变化缓慢
,

白天

升温期明显缩短
,

升温值较小
.

白天陆上点气温高于水上点的时间较短
,

夜间水上点气温

高于陆上点的时间较长
,

因而阴夭 日平均气温水上点高于陆上点 0
.

2 C
.

综上所述
,

夏季

都阳湖气温晴天为负效应
,

而阴天或多 云天气为正效应
.

都阳湖水体夏季气温效应是各类天气条件下综合反映的结果
.

棠荫 1 9 6 2一 1 9 8 8 年夏

季天空状况统计结果是晴天占 15
.

1 %
,

多云天占 45
.

6环
,

阴天 占 39
.

3 %
,

短期考察资料

经过长序列全概率订正川后水上点气温高 于陆上点气温 0
.

I C
,

并且随着与湖面距离 的

增大差值也加大
,

水体气温效应更为明显
.

夏季都阳湖水体呈现热源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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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季都阳湖水体为热源的主要原因探讨

(I )都阳湖是浅湖泊
,

水体能获得足够的太 阳能
.

夏季都阳湖虽然是高水位期
,

但由

于 湖底高差大
,

水深不 一
,

浅水面积大
.

12 一 14 m 高程的湖滩草洲 占总面积 38 %
,

14 一

1 6m 高 程的湖洲占总面积 3 .4 8 %
,

高水位期这些湖滩均为湖底
,

累年夏季平均水位为

1 7
.

5 3m
,

最高水位 2 0
.

9 1m
,

水深 4一 6 m [ ’ ]
.

相同的太阳辐射加到不 同水深 的水体上增温效应是不同的 s[,
’ 〕 ,

深水湖与浅水湖相

比
,

浅水湖能获得足够的热量
,

用以提高水温
.

现以都阳湖夏季水深 6 m 和水深 30 o m 的海

洋的增温效应作一 比较
:

棠荫夏季月平均太 阳辐射量 为 63 0 x l护 J m
一 ’

.

日平均太阳辐射

量为 2 03 x 10
5

Jm
一 2

.

根据文献「幻太 阳辐射穿过水体时要被水吸收
,

6 m 深处可 以接收

8 0 %太阳辐射量
,

一天内太阳辐射能可给 6m 深的水柱提高水温 0
.

65 ℃
.

如果湖水不散发

热量
,

两天水温就可提高 1
.

0 ℃
.

如果用同样太阳能辐射量加到 3 o o m 深水处
,

日水温只能

提高 0
.

0 1 2 9℃
.

若要提高 1
·

。℃ ,

需要太阳不停照射 78 天
.

可见水体的深度是影响水温的

重要原因
.

都阳湖水深对 水温 的影 响表现在水位与水温关系上
.

我们分析了湖中康山气象站

1 9 6 4一 1 98 3 年 7 月平均水温和气温差与水位关系曲线 (图略 )
,

一般情况下水位低时
,

水

温和气温差值大
,

反之则小
.

表明浅水湖比深水湖水温高
.

(2 ) 都阳湖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

白天水体能得到更多的热量
.

都阳湖区水陆热

量交换与大尺度天气有密切的关系
,

夏季都阳湖区受副高控制
,

气温高
,

白天盛行偏南风
,

而且风速大
,

夜间风速小
,

甚至无风
.

白天的南风不仅干扰湖风生成和发展
,

而且把湖区南

部的气流吹向水面
,

气流经过水面发生变性
.

有关气流过水面变性问题
,

许多学者作过研

究
,

如拉依赫特曼研究气流越过水面温度变性时用了下式表示
:

T 一 T ,
+ ( T

。

一 T
。

) F

式中 T 为气流进入水域变性后的气温
,

T
。

为陆上点气温
; T

。

为水面点温度
; F 为一复杂函

数
.

F 与气流离深水域的距离
、

经历时间
、

稳定度以及交换系数等有关
.

该式起决定

作用项仍是 T
。
和 T

。 ,

由于 T
。

< T
, ,

而且 F

恒为正数
,

因而气流越过水面后变化值为

一负数
,

即降低了气流温度
,

相反湖面却获

得一部分热量
.

图 6是 1 9 8 8年 8 月 1 1 日 14

时南昌 (西南风 )( 陆上 )
、

棠荫 (西南风 )( 水

上 )
、

都昌 (西南南风 )
、

湖口 (西南南风 )( 陆

上 ) 气温变化廓线
.

气流从南昌进入湖面

到达棠荫和都 昌
,

气流 温度分别降低 了

1
.

6℃ 和 1
.

5
`

C
,

过后受陆面影响
,

14 时湖

口气温 比都昌高 0
.

8 ℃
,

比棠荫高 1
.

0 ℃
.

在 白夭盛行偏南风 的天气下
,

陆面热量不

尸 33

卜

32

\
.

_
,

一 /

南昌

1 9 8 8

棠 荫

图 6 年 8 月 n 日 14 时南昌气流

过湖变性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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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湖面输送
.

使湖面有更多热量供给水体提高水温
.

夜 间风速小
,

遏制了水面与陆面之

间热量交换
,

减小水体热量的散失
,

提高了夜间的水面气温
.

另外
,

根据湖 区气象台站资料表明
,

都阳湖 区 (特别是棠荫
、

康山 ) 的 日照明显的高于

其外 围
.

都 阳湖五河 来水入湖之前水温均 比气温高
,

这些因素对都阳湖气温也有一定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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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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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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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候和农田气候
.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

1 9 81
.

1 5 5一 1 56
.

屠其璞
.

平均气温序列延长方法的讨论
.

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19 79
,

2 ( 1 )
:

36 一 47
·

徐火生
,

欧阳幸福
.

那阳湖的水温
.

海洋与湖沼
,

19 89
,

2 0 ( 4)
:

343 一 35 .3

万军 山
.

吕丹苗
.

刘福基
.

夏季那阳湖水体气温效应
.

湖泊科学
,

1 993
,

5 ( 1)
:

2 6一 31
.

尹宗贤
,

张俊才
.

那阳湖水文特征
.

水文
,

1 98 7
,

( 1 )
:

3 5一 42
.

吉野正敏 ( 日 )
,

郭可展译
,

江爱良校
.

局地气候学原理
.

南宁
:

广西科技出版社
,

19 89
.

27 一 2 .8

林之光
.

长江中下游水域气候及三峡水库可能的气候效应
.

气象
,

1 9 8 5
,

1 1 ( 12 )
;

24 一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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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B y a n a l y z i n g t h e w a t 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f ie l d o f P o y a n g L a k e a n d t h e a i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f i e l d o v e r t h e l a k e a r e a i n s u m m e r ,

i t 15 f o u n d t h a t t h e w a t e r b o d y m a y m a k e t h e a v e r a g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v e r t h e l a k e a r e a i一、 c r e a s e d u r i n g t h e s u m m e r t i m e
.

T h i s p a p e r h a s

d i s e u s s e d t h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e f f e e t o f P o y a n g L a k e w a t e r b o d y u n d e r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e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t h e e a u s e o f t h e s u m m 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e f f e e t
.

K e y w o r d s :
P o y a n g L a k e ; T e m p e r a t u r e f ie l d ; T e m p e r a t u r e e f f e e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