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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邊緣海在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下調節大氣 CO2 循環上的角

色，近年為科學家們所重視。南海是個橫跨亞熱帶-熱帶之西太平洋

邊緣的貧營養海域，其水溫終年 24 
o
C 以上，海水層化明顯，混合層

（<50 m）及營養鹽躍層（<70 m）深度都較淺，因此大氣外力作用

很容易造成不同時間尺度之水文和生地化過程作用的變化，譬如季風

交替造成南海營養塩及生地化循環明顯的季節性變化;高頻率的颱風

經過 (約每年 6 個)和大量的亞洲沙塵沈降造成間歇性突發的異常；

聖嬰現象造成大尺度年際間的變化等，因此南海之 CO2海氣交換及季

節、年際變化之評估，是瞭解近熱帶海域調節大氣 CO2角色的重要研

究課題。 

根據過往自 1999～2003 年在北南海的 SEATS (South East Asian 

Time-series Study) 測站 (18
o 
N, 116

o
 E)的研究結果顯示，發現表面海水

之 fCO2呈現夏高（400μatm）、冬低（340μatm）的季節性變化，主要

受到海水溫度季節變化之影響（冬、夏季溫差～6
0
C）；其氣體交換通

量在四～十月間（春、夏、秋）由海洋表面釋出到大氣，海洋扮演一

個 CO2 的源(Source)，其它月份則呈方向相反的交換現象，是個匯

（sink），最終通量淨值達平衡近似零。不過，從 1999～2007 較長的

資料顯示，整體平均 CO2氣體交換通量由平衡轉為源（~0.2 mol C m
-2

 

y
-1

)，這和大尺度年際的氣候異常，例如聖嬰現象及海水增溫的發生

有關。根據 1990 到 2004 年的模式結果，整個南海海盆平均是個 CO2

的弱源（0.33 mol C m
-2

 y
-1

)，其中聖嬰現象會造成比正常年有較多的

CO2從海洋溢散到大氣，有較大源的異常。自 1999～2003，NCO2和

fCO2 有年際增加的趨勢，分別為 2 μmol kg
-1

 yr
-1 

(~0.1% yr
-1

) 和 4 



μmol kg
-1

 yr
-1 

(~0.1% yr
-1

)，這也反應了全球大氣二氧化碳之增加及年

際間氣候環境的變遷有關。另外，夏天因颱風作用造成海域生產力偶

發性增高，此生物幫浦對 CO2海氣交換通量的改變及生物攝取及傳輸

至深海的過程回應，是將來值得研究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