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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長江淡水對台灣海峽北部溫鹽之影響 

 

摘要 

 
本研究透過國科會海洋學門資料庫取得緯度 25N~26.6N 經度 119.4E~120.6E，

2002~2005 年海洋研究船獲得之實測海水溫鹽資料，研究長江淡水對台灣海峽溫鹽

之影響，並透過溫鹽圖了解台灣海峽北部之水團溫鹽特性，考量長江大壩於 2003

年蓄水，且冬季航次極少，因此取用之樣本分別為 2002 年春季、2004 年春季、2005

年春季，研究發現在春季有一明顯之海水鋒面位於東經 120~121 度之間，東側溫鹽

均高，西側則為低溫低鹽，應是長江淡水進入海峽的影響，此外，台灣海峽西側海

流的年際變化較大，尤其是表層海水受中國沿岸流帶來東海陸棚水影響非常明顯，

在垂直方向上，海峽西側在水深 22~25 公尺左右均有一明顯鹽度分界線，應是表層

低鹽低溫的長江淡水和南方的海水的交界面。 

 

壹、研究動機 
 

2008 年時中國東南方十餘省遭受前所未見的雪災，此次雪災融化的雪水，匯入

長江後，最終流入東海，隨著中國沿岸流帶入台灣海峽，造成海水溫度及鹽度遽降。

新聞報導(聯合報 2008/3/26)這股低溫低鹽的海水隨海流至澎湖，造成澎湖群島大量

魚群死亡，經濟損失高達一億八千餘萬，嚴重影響漁業產值，報導引述多名學者談

話，認為長江三峽大壩可能扮演重要因素，但原因仍需進一步研究，台灣四面環海，

漁業為我國經濟資源裡不可或缺之要角。這個件事的發生令我們大感好奇，長江淡

水對台灣海峽究竟有哪些影響?  

 

貳、研究目的 

 
1. 台灣海峽內春季海水鋒面兩側海水有何特性和差異？ 

2. 長江淡水對台灣海峽水團的影響為何?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1 取得台灣海峽溫鹽觀測資料 

1.1 為研究長江淡水對台灣海峽的影響，本研究先由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

資料庫取得 2002 年到 2005 年在台灣海峽緯度 25N~26.6N 經度 119.4E~120.6E

所有海洋研究船獲得之實測海水溫鹽資料，該區域位於台灣北部海域，比

較容易受長江淡水的影響。 

1.2 透過美國太空總署 mynasadata 釋出之海面溫度衛星觀測資料，預估海水鋒

面位置，評估資料樣本點位置。 

2 個人電腦及 Microsoft excel 2010 處理資料和圖形。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文獻分析 

 

   台灣海峽位於台灣和大陸之間，平均長約 300 公里，寬度約 180 公里，水

深約 60 公尺，北方通東海，南方接南海，是海水物質交換的重要通道。台灣海峽的

特性和風場、海底地形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先進行地形、風場、洋流之基本了解，

以便於確認海洋觀測資料之選用。 

 

(一)台灣海峽之地形 

由國科會海洋學門資料庫所提供的台灣附近海域地形圖(如圖一)，可以清楚看

出台灣近海的複雜地形構造。崎嶇的海底地形，是引導台灣海峽洋流、影響潮汐特

性的一大主因。台灣海峽平均水深約 60 公尺，靠近大陸的西半部為大陸棚為主的地

形，地勢較為平緩，東半部則因冰河時期為大陸沿海河川侵蝕之處，故地形起伏頗

大。北半部主要有靠近大陸海岸的「烏坵凹陷」，水深較淺，靠近台灣的「觀音凹

陷」，最深處水深超過 80 公尺，兩個凹陷均和海峽東北–西南走向一致。海峽中間

靠台灣這邊東西向的地形隆起稱為「雲彰隆起」，由彰化、雲林海岸向西北外海伸

展約 5、60 公里，水深僅有 40 公尺，由於此處水深較淺形成海流的阻礙，對台灣海

峽的海流造成極大的影響(參考資料 2)。 



 
圖一：台灣近海海底地形圖【國科會海洋學門資料庫提供】 

 

(二)台灣海峽的主要風向 

我們發現許多研究都引用澎湖南方東吉島的資料作為台灣海峽風向的主要代

表測站（參考資料 2 及 4），選用東吉島資料是因為東吉島地勢平坦且孤懸海上不會

受到山丘或建築物的影響，因此頗能代表海峽風場的變化。 

圖二為 1986 至 1995 年東吉島氣象站月平均風速資料(Jan 等，2002)，由紀錄顯

示，東北季風約自每年 9 月開始，10、11、12 月平均風力增強，翌年 1 月風力達到

高峰，此後逐月減小，5、6 月間冬、夏季風開始轉換，夏季 6、7 月時以西南風為

主，但強度比東北季風小很多，8 月則幾乎無優勢風向，平均風力也是全年最弱的

時候，接著 9 月又是另一循環的開始（參考資料 2）。 

 
圖二: 1986 至 1995 年東吉島氣象站月平均風速資料(取自 Jan 等，2002) 



(三)台灣海峽的海流環境 

台灣海峽內的水團來源包含：(1)長江淡水(低溫、低鹽、高營養鹽)，(2)南海東

北部上層流（高溫、高鹽），流經呂宋海峽的(3)黑潮上層流（最高溫、最高鹽）及(4)

西菲律賓海水（Chen(2003),參考資料 6）。 

台灣附近洋流受東亞季風系統影響而成季節性變化，冬季時(如圖三)，台灣海

峽吹起強勁的東北季風，此時北上的黑潮支流被強勁的東北季風所阻，停滯於雲彰

隆起以南之澎湖水道中，大陸沿岸流則擴張至台灣海峽北部海域，台灣海峽裡的海

水由大陸沿岸的低溫低鹽水和由黑潮分支來的高溫高鹽水分別盤據於海峽之北部

和南部，兩股水團對峙於雲彰隆起附近而形成海洋鋒面，海水的溫、鹽度由上到下

大致是混合均勻的，而南部的黑潮支流水受制於季風和雲彰隆起的阻擋，不易向北

擴張。到了春季(如圖四)，東北季風減弱後，大陸沿岸流往北退縮，南方暖水開始

翻越雲彰隆起向北前進。夏季時(如圖五)，隨著西南季風的吹起，由南海來的表面

流漸增，並逐漸取代黑潮支流進入台灣海峽，這時候經由澎湖水道北上的海水上層

較輕、下層較重，受到雲彰隆起阻擋時，發生表層水越過、底層水沿著等深線繞過

地形障礙的現象。接著東北季風逐漸增強，時序進入秋季(如圖六)，大陸沿岸的冷

水又來到海峽西北部，並隨著季風增強逐步入侵台灣海峽，另一方面南來暖水的水

流量則是逐漸減小，形成冬季水文型態之始（參考資料 2 及 8）。我們由美國太空總

署 mynasadata 資料庫擷取一系列衛星遙測之海面溫度影像來看，表層水溫在各個季

節中呈現的分佈型態和詹森等人所提出的模式極為一致(如圖三、四、五、六之右側

圖形)。 

 
 

圖三：(左)台灣海峽冬季的海流情況(參考資料 8)和(右)台灣海峽 2002 元月(冬季)的

海溫(取自 mynasadata 網站) 



 

  

圖四：(左)台灣海峽春季的海流情況(參考資料 8)和(右)台灣海峽 2002 年 4 月(春季)

的海溫(取自 mynasadata 網站) 

 

圖五：(左)台灣海峽夏季的海流情況(參考資料 8)和(右)台灣海峽 2002 年 8 月(夏季)

的海溫(取自 mynasadata 網站) 

 

 



圖六：(左)台灣海峽秋季的海流情況(參考資料 8)和(右)台灣海峽秋季的海溫(取自

mynasadata 網站) 

 

 
二、 數據分析 

(一)檢視各季節實際的觀測航點數量和長江水南下的季節，及考慮 2003 年 6 月長江

三峽大壩開始蓄水，本研究選擇 2002 年春季、2004 年春季、2005 年春季相互比較，

進行溫鹽資料的統計和對比。 

(二)比較海水鋒面兩側資料 

1. 鑒於春季和冬季台灣海峽因不同海水進入會形成海水鋒面，本研究利用美

國太空總署 mynasadata 資料庫之海表面溫度資料，觀察不同水團的交界鋒

面，選擇鋒面兩測的觀測點進行溫鹽圖繪製。 

2. 繪製封面兩側之鹽度隨深度分布圖和溫鹽圖，並比較鋒面兩側的水團資

料。 

 

 

  



伍、研究結果 
 
一、2002 年三月，海水鋒面兩側溫鹽特性之比較： 

(一)由圖八和圖九可以得知，鋒面西側靠近大陸海域，表層海水鹽度較低，應為

長江沖淡水，6~20 公尺身處海水混和，23 公尺以下鹽度較高，應為另一種海水，

可能為西菲律賓水。 

(二)鋒面東側靠近台灣海域，由表層到 30 公尺深，海水鹽度變化不大，可能為

同一水團海水，比較不受長江沖淡水之影響。 

表一: 2002 年三月海水鋒面兩側溫鹽資料之比較 

 測站位置 溫度範圍 鹽度範圍 平均溫度 平均鹽度 

鋒面西側 120.05E 

26.17N 

18.70~20.49 29.33~32.64 19.10 31.64 

鋒面東側 120.46E 

25.82N 

19.35~22.21 32.62~33.54 20.09 32.95 

 

 

  

圖七：2002 年春季，台灣海峽緯度 26 度溫度隨經度之變化(左圖)及表面海溫分布圖(右圖) 

 

 

 

 

 



鋒面西側 鋒面東側 

  

圖八：2002 年春季，海水鋒面東西兩側溫鹽圖之比較 

  

圖九：2002 年春季，海水鋒面東西兩側鹽度隨深度變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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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4 年三月，海水鋒面兩側溫鹽特性之比較： 

(一)由圖十一和圖十二觀察，鋒面兩側之溫鹽曲線上半部非常類似，但東側較缺

乏低鹽低溫水，再由深度和鹽度變化圖判斷，西側靠大陸海域表層海水鹽度較

低，應含有較多河川出海的水，在深度 25 公尺處具有明顯分界，下方為較南方

來的高鹽度海水。 

(二)西側靠台灣海域，表層海水鹽度雖然稍低，但上下水層變化不明顯，混和比

較均勻，一直到 36~38 公尺左右深度，才出現明顯變化。 

 

表二: 2004 年三月海水鋒面兩側溫鹽資料之比較 

 測站位置 溫度範圍 鹽度範圍 平均溫度 平均鹽度 

鋒面西側 120.06E 

25.46N 

14.98~18.04 32.11~34.08 15.75 32.75 

鋒面東側 120.48E 

25.29N 

15.94~16.24 32.76~33.07 16.04 32.89 

 

  

圖十：2002 年春季，台灣海峽緯度 26 度溫度隨經度之變化(左圖)及表面海溫分布圖(右圖) 

 

 

  



鋒面西側 鋒面東側 

  
圖十一：2004 年春季，海水鋒面東西兩側溫鹽圖之比較 

  
圖十二：2004 年春季，海水鋒面東西兩側鹽度隨深度變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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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5 年春季，海水鋒面兩側溫鹽特性之比較： 

(一)由圖十四和圖十五觀察，鋒面兩側之溫鹽曲線非常類似，但西側較缺乏高鹽

高溫海水，再由深度和鹽度變化圖判斷，西側靠大陸海域表層低鹽度海水厚度

較厚，表面布滿河川出海的水，在深度 25 公尺處有明顯分界，下方為較高鹽度

海水。 

(二)西側靠台灣海域，表層海水鹽度較低，鹽度隨深度增加而增加，上下水層變

化不明顯，混和比較均勻。 

 

表三: 2005 年三月海水鋒面兩側溫鹽資料之比較 

 測站位置 溫度範圍 鹽度範圍 平均溫度 平均鹽度 

鋒面西側 120.04E 

26.15N 

9.16~10.30 29.62~31.82 9.63 30.22 

鋒面東側 120.35E 

26.25N 

9.52~10.69 29.46~31.97 10.02 30.66 

 

  

圖十三：2005 年春季，台灣海峽緯度 26 度溫度隨經度之變化(左圖)及表面海溫分布圖(右圖) 

 

 

  



鋒面西側 鋒面東側 

  
圖十四：2005 年春季，海水鋒面東西兩側溫鹽圖之比較 

  
圖十五：2002 年春季，海水鋒面東西兩側鹽度隨深度變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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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2、2004、2005 三年春季，台灣海峽北部海水鋒面兩側溫鹽特性之比較： 

(一)西側之平均鹽度在 2004 年較高，但無法判定是否因長江水量減少所造成。 

東側之平均鹽度三峽大壩興建前後變化不明顯。 

(二)由圖十五和圖十六比較，在鋒面西側 2002 和 2005 年均有長江淡水進入台灣

海峽的情況，但 2004 年較不明顯，而 2005 年春季長江淡水進入較多。 

(三)由圖十七和圖十八比較，春季在海峽西側 22~25 公尺有一明顯的海水界面，

但東側界面不明顯。 

 

表四:2002、2004、2005 台灣海峽北部經度 120.3 度以西海域所有觀測點 30 米深

以上之標準深度平均溫鹽比較 

西側 觀測水域範圍 溫度範圍 鹽度範圍 平均溫度 平均鹽度 

2002 春 119.98E~120.27E 

25.28N~26.19N 

22.96~18.56 29.34~34.26 19.84 32.15 

2004 春 119.92E~120.27E 

25.52N~26.17N 

13.37~23.58 30.65~34.54 17.00 32.71 

2005 春 120.04E~120.10E 

25.98N~26.17N 

9.31~18.92 29.65~33.75 15.52 32.11 

 

 

表五:2002、2004、2005 台灣海峽北部經度 120.3 度以東海域所有觀測點 30 米深

以上之標準深度平均溫鹽比較 

東側 觀測水域範圍 溫度範圍 鹽度範圍 平均溫度 平均鹽度 

2002 春 120.31E~120.46E 

25.53N~25.82N 

19.37~21.24 31.55~33.54 20.38 32.75 

2004 春 120.34E~120.48E 

25.35N~25.88N 

13.80~23.99 31.63~34.48 17.50 32.92 

2005 春 120.31E~120.46E 

25.82N~26.26N 

9.59~21.30 29.67~34.41 16.00 32.74 

 



 

圖十六:2002、2004、2005 春季，海水鋒面西側溫鹽圖比較 

 

圖十七:2002、2004、2005 春季，海水鋒面東側溫鹽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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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2002、2004、2005 春季，海水鋒面西側鹽度隨身度變化之比較 

 

圖十九:2002、2004、2005 春季，海水鋒面東側鹽度隨身度變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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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1. 整體而言，在春季時因為東北季風對於海峽洋流流向的影響，大陸沿岸

水會到達海峽北部，但南方來的黑潮支流已經可以越過雲彰高區到達海

峽北部，在約東經 120.3 度之間間形成一道海水鋒面，鋒面以西的測站

海表水溫度較低，有較大量較冷的長江淡水進入台灣海峽北部，東側則

比較少。 

2. 由 2002、2004、2005 春季海水觀測資料來看，台灣海峽西側海流的年際

變化較大，尤其是表層海水受中國沿岸流影響非常明顯，2002 和 2004

年東側的海水性質極為相似，但 2005 年卻又變化很大，主要因為強烈

寒流使得春季大量長江淡水進入台灣海峽。 

3. 海峽西側在水深 22~25 公尺左右均有一明顯鹽度分界線，應是表層低鹽

低溫的長江淡水和南方的海水的交界面，建議日後研究採取更深的水樣

和更寬闊範圍樣本進行溫鹽資料的對比，以了解這些水體的來源。 

4. 以目前取得的有限觀測資料，對於長江三峽大壩是否影響台灣北部海域

的海水仍然無法觀察，主因是冬季長江沖淡水在東北季風下比較容易進

入台灣海峽，但此時海洋研究船實際觀測資料很少，建議日後冬季航次

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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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505 

利用現有海洋船測資料加值去分析長江淡水對台灣海峽北部

溫鹽結構之影響，問題會很有趣很值得研究，唯海洋溫度鋒面的定

義以及採樣點時空分布之影響應再仔細探討。要確認長江淡水如何

影響台灣海峽，最好沿途多設測站比較 T-S 圖。主題有意義，使用

海洋中心觀測數據，做加值處理，可幫助對台灣海峽海流的認識，

海報製作美觀，觀察數據略不足，鋒面位置的決定太主觀，是需要

改進之處。本課題鄉土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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