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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暖化引發的極端氣候現象對海洋系統的影響，特別是與海洋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相關

的生地化循環，是當今全球變遷研究領域裡的關鍵議題。緊臨臺灣東邊的西北太平洋雖然是

一缺氮系統的貧營養鹽海域，但卻是極端氣候現象－颱風的熱點，颱風對此類海域生地化循

環的影響，由於海上直接觀測數據的缺乏，仍然未有定論。本研究在 2012 年夏天（7 月 26

日~8月 6日期間）非常不容易地取得中度颱風－蘇拉（SAOLA）經過前後的海洋現場觀測

資料，得以就此議題進行較詳盡的解析。我們的研究海域是由臺灣東邊的花蓮往東南東方向

延伸至約東經 124 度的範圍內，在此範圍內共設立了 9 個長期觀測站，測站間距相隔約 15

海浬。 

觀測結果顯示，蘇拉颱風前後研究海域的混合層深度平均從 236 m加深至 4511 m（約

加深 9951%），海面葉綠素濃度平均從 0.150.03 mg m-3提高至 0.210.03 mg m-3（約增加

4738%）。由於研究海域是屬於貧營養鹽海域，海水葉綠素濃度隨深度的變化形狀均呈現出

具有次表層極大值的垂直結構，颱風後導致混合層深度的加深作用，也可能是導致海面葉綠

素提高的物理因素，扣除因混合作用造成的增加量後，因為生地化作用引發的增加量僅為

0.010.05 mg m-3。我們獲致的結論是，雖然蘇拉颱風事件確實造成水體的垂直混合效應加

強，但卻未能深化到研究海域的硝酸鹽躍層深度（平均 9230 m），是以無法將深層的營養

鹽往上輸送，當然也就無法提升浮游植物的生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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