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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上有冰是常識，一定在很冷地方才有，

那就是地球南、北兩極的海域。看電影如鐵達

尼號撞冰山沉沒，讓人覺得可怕；或科學影片

如北極熊和企鵝，讓人覺得可愛。但台灣四周

海上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有冰，因為冰區離我們

太遠。

其實，海上的冰對全球任何地方都非常重

要。因為有它們，台灣東岸才有千年以前沒有

汙染的海洋深層水可以抽上來使用，否則全球

深海都是臭陰溝一般的黑水了。歐洲有個內陸

海，數十公尺深的表層因有河川水持續注入，

並接觸空氣，所以含有氧氣，清澈且有生物。

但以下到數千公尺深的水，被周圍陸地包圍，

千年以來從未更新過，即缺氧而腐敗，沒有生

命可以存在，水呈黑色，所以取名為黑海。

全球大洋的深海則非如此。因為跟大氣接

觸而有生命活力的海面水，一直跟深海的水交

換，縱使要花數百年以上的時間，也不會發黑

變臭。為什麼？浮在海面的海冰或冰山，周圍

的海水溫度是-2℃，而幾千公尺深的海溫尚且

還有1～2℃。物理學告訴我們：一般物質的溫

度越低，密度越大，所以冰區海面水的密度居

然大於深海，因此比較重，必然持續下沉。這

些表面水垂直降到深海，便向赤道方向水平移

動，一邊走，一邊慢慢浮上海面，推動出極區

垂直下沉、再全球上浮的「深海溫鹽環流」。

「深海溫鹽環流」的流速超級緩慢，一天走不

到1公分距離，卻把古代地球沒有人為汙染且

營養的海水，保存在海洋的肚子裡了。

全球海洋有些特殊地方出現一股往上冒的

海流，稱為湧升流。流速也不強，大約每天往

海面上升10公分，卻把藏在深海的營養鹽持續

地供應到海洋表層，靠食物鏈形成了大漁場。

台灣北邊彭佳嶼海域就是一個湧升流漁場，魚

兒們吃的是千年以前極冰送來的飯菜，我們再

吃到那裡的魚，等於拜極冰之賜。所以海上的

冰，多麼重要。

可是，人類從工業革命之後，靠燃燒物質獲

得動力，大大推進了文明，卻在大氣層內累積

了大量的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暖化，把極區海

上的冰大量地融化、裂解、散開。因此推動深

海環流的力道改變了，連同大洋表層快速的洋

流，也因下層密度結構改變而變化，再反向影

響大氣的結構，逐漸改造各地的氣候結構，加

劇天氣異常的機率，直接或間接攻擊人類的生

存環境。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冰能推流，亦能亂流

。夏天越來越熱，我們越需吹冷氣、吃碗冰，

那都需要電。海上的冰很重要，不能叫它們融

光。我們拚命燒火發電，就會加速消滅那些海

上的冰。怎麼辦？（作者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退休教授）

海上的冰很重要

文／胡健驊

提升全民海洋素養，是現階段海洋教育努力的目標，本次由好讀周報和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一起合作，

以「海洋與氣候變遷」為主題，邀請十位專家學者撰稿，從較高視野觀察人與環境的互動。

人們在生活中破壞環境，影響海洋，又反過來影響自己，只是因世代時間距離，無法讓人馬上覺察這個歷程，

所以每篇短文都像一段縮時攝影，將長遠的變化歷程濃縮在我們眼前，值得大家期待！

●海冰＆冰山

海面的水結冰，平平的，叫海冰；陸

上厚厚的冰層，在岸邊崩落入海，壯碩

如山，叫冰山。

●溫鹽環流

極區的冰，令海面水只有-2℃；海水

結冰時，把鹽分排出，令海面水鹽度加

大。由低「溫」高「鹽」的高密度推動

出深海的水流，故稱「溫鹽環流」。

上網查查鐵達尼撞冰山沉沒的地方

在哪裡？

黑海是因為深海的水臭而黑而得名

，上網查查紅海是紅色的嗎？

極區海上的冰看來非常安靜，卻有

強大無比的力量，它們能幹什麼？

表面洋流概念流速為每秒1～2公尺，

很快的。溫鹽環流卻走得那麼慢，

你覺得奇妙嗎？有何感想？

地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令海上的

冰越來越少，極端災難將逐漸來臨

，你有什麼好辦法解決這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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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址：http://tmec.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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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氣接觸的海面水，一直跟深海的水交換，不會發黑變臭。圖為南極冰山。(本報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