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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大亚湾珊瑚1977~1998年核试验14C年际变化 

沈承德(1,2);余克服(3);孙彦敏(1);易惟熙(1);杨英(1);周斌(1) 

(1)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510640 ,中国;(2)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安 710054 ,中国;(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 510301 ,中国 

摘要： 

通过南海大亚湾珊瑚1977~1998年22个年层样品14C浓度的测定和研究, 估算出气海交换速率和扩散层厚度, 它们

分别为17mol·m-2 ·a-1和32 mm. 珊瑚Δ14C年际变化主要受控于海洋因素. 在ENSO年, 南海沿岸上升流加强, 珊
瑚Δ14C出现低值. 珊瑚Δ14C对于太阳辐射能量变化没有明显响应, 20多年来, 在热带能量驱动下, 尽管存在气-海
相互作用和上升流活动的年间变化, 但南海总的状况和海洋热结构仍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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