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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雪热传导系数是海冰质量平衡过程中的重要物理参数,决定了穿透海冰的热传导通量。北冰

洋海冰质量平衡浮标观测获得多年冰上冬季温度链剖面可以明显地区分冰雪界面。本文考虑到冰雪

界面处温度随时间变化,再根据冰雪界面热传导通量连续假定,提出了新的雪热传导系数计算方法。
受不同环境因素影响,多年冰上各个浮标的雪热传导系数在0.23~0.41W/(m·K)之间,均值为(0.32
±0.08)W/(m·K)。北冰洋多年冰上冬季穿过海冰的热传导通量最大发生在11月至翌年3月,约

14~16W/m2。结冰季节,来自海冰自身降温的热量对穿过海冰向大气传输的热量贡献逐月减少,从

9月100%减小到12月的35%,翌年的1月至3月稳定在10%左右。夏季,短波辐射通能量通过热传

导自上而下加热海冰,海冰上层温度高于下层,热量传播方向与冬季反向,往海冰内部传递。直到9
月短波辐射完全消失,气温下降,热量再次转变为自下往上传递。从冰底热传导来看,夏季出现海冰

向冰水界面传递热量现象。由于雪较好的绝热性,冰上覆雪极大地削弱了海冰上层热传导通量,从而

减缓了秋冬季节的结冰速度。尽管受雪厚影响,多年冰上层热传导通量与气温依旧具有很好的线性

关系,气温每降低1℃,热传导通量增加约0.59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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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冰是寒冷地区海洋重要的自然现象,也是气候

系统重要因子[1]。近年来,夏季北极海冰的范围、密
集度和厚度都显著减小,直接导致北极气温升高和显

著的全球效应[2-4]。北极海冰的变化与气候变化之

间发生正反馈,被认为是北极变化的主要物理机

制[5-8]。
在北极,冰雪覆盖着北冰洋,对海洋起到了保温

作用,限制了海洋热量的散失。海洋热量被冰雪阻

隔,成为决定北极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冰雪的

保温作用同时决定了冰厚,冰厚是海气间热力平衡的

产物[9]。冰雪的保温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海冰和

积雪的热传导过程,是北极气候系统中最重要的物理

过程之一。研究冰雪的热传导过程一直是科学界关

注的焦点[10-11]。
积雪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积雪

表面反照率很高,积雪的反照率接近85%,绝大部分

的太阳短波辐射能被雪面反射回大气[7],大大削弱了

进入冰雪的能量;另一方面,由于积雪的绝热性很



好[12],对海冰起到“保温”作用,导致海冰和冰下海洋

向上传热效率降低,削弱大气与海洋之间的热交换,
减缓秋冬季节海冰生长[13]。这两方面的作用对北冰

洋热收支和冰厚变化都至关重要[14-15]。然而,这两

个方面的作用差别很大。反照率主要影响进入冰雪

内部的太阳辐射能,在冬季,反照率的贡献很小。而

热传导在各个季节都是重要的,尤其在冬季,热传导

制约来自海洋的热量,是气候系统演化和天气过程的

关键因素。
积雪的存在时期主要是在冬季,一般每年10-

11月大规模降雪,一直持续到春季;春季太阳出现之

后,积雪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化。因此,积雪的热传

导特性在冬季显得特别重要。雪的热传导系数控制

着穿过海冰的热通量,合理的雪热传导系数取值是正

确模拟海冰冰厚先决条件[16]。
确定雪的热传导系数主要有3种方法:(1)利用

热探针直接测量雪热传导系数,再根据实测结果与雪

的密度、粒径等性质建立联系,给出经验关系[10,17];
(2)先利用现场海冰质量平衡推算穿过海冰的热传

导,在假定冰雪界面热传导通量连续和雪内温度梯度

线性变化的条件下结合雪厚数据获得雪热传导系

数[10];(3)利用海冰温度剖面数据和冰雪界面热传导

通量连续假定计算[18-19]。海冰质量平衡浮标可以长

期连续地获取大气、积雪、海冰和海水温度数据[20],
为上述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

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温度链自上而下依次获得空

气、雪(如果存在)、冰和海洋的温度数据,每个温度计

单元空间间隔10cm,精度为0.1℃。布放浮标时,深
度基准零点位置固定在冰雪界面处。冬季的温度剖

面数据(图1)可以明显区分温度链中各个温度计单

元所处位置的环境。最上部分温度较低的为大气温

度(标号1),是温度链上温度最低的部分;接着是雪层

内温度(标号2),由于雪的导热性较差,雪层内温度梯

度较大;再往下是冰层内温度(标号3),温度梯度相对

雪层要小很多;温度链的最底部是冰下海洋海水温度

(标号4),冬季一般维持在冰点。夏季,短波辐射使得

积雪和海冰升温,造成表层融化,温度链剖面变得相

对复杂,有时无法区分冰雪界面位置。因此,利用冬

季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数据,采用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

方法即可计算求得雪热传导系数[18-19]。
能量平衡算法通过某一时间段的海冰自身能量

平衡结合雪内温度梯度和雪厚数据推算出雪热传导

系数长时间的平均值,其局限性在于无法反映雪热传

图1 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温度剖面

Fig.1 Temperatureprofileoficemassbalancebuoys
1.气温;2.雪内温度;3.冰内温度;4.水温

1.Airtemperature;2.snowtemperature;3.icetemperature;

4.watertemperature

导系数的天气尺度变化。热平衡算法则利用海冰温

度剖面数据计算雪热传导系数,由于该算法忽略了冰

雪界面处冰雪自身温度随时间变化,需要选取气温较

低且变化稳定时的海冰温度剖面,因此只有少量的数

据可用,获得的雪热传导系数会有明显的异常起伏。
这两种方法都只能体现热传导系数的低频特征,用实

测温度计算时获得的雪热传导系数有较大的起伏。
本文利用海冰质量平衡浮标观测的冰雪温度剖面数

据,发展了计算雪热传导系数的新方法。该算法考虑

了雪温和冰温随时间变化,属于非热平衡算法,反映

了温度变化时热传导系数的稳定性。此外,本文还利

用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数据计算了穿过海冰的热通量,
并分析其季节变化和热量分配比例,及其与气温、雪
厚、冰厚的关系。

2 利用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数据计算雪

的热传导系数

  积雪和海冰的物理性质不同,其热传导特性也有

很大差别。积雪覆盖的海冰总的热传导特性由海冰

和积雪的热传导系数共同确定。

2.1 冰雪热传导系数的计算方法

海冰的热传导系数通常由下式计算[21]:

ki ≈k0+βSi/Ti, (1)
式中,k0 为 淡 水 纯 冰 的 热 传 导 系 数,k0=2.04
W/(m·℃);Si 为 海 冰 的 盐 度;Ti 为 冰 温,单
位:℃;β是常数,取0.118W/(m2·kg)。这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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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方法,在海冰数值模拟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然而,研究发现[22],纯冰的热传导系

数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与冰温有关,需要对k0 进行

温度校正,得到纯淡水冰的热传导系数与冰温的关

系为:

k0=1.16[1.91-8.66×10-3 Ti+273( ) +
2.97×10-5 Ti+273( ) 2]. (2)

  海冰以晶体结构为主体,其热传导系数变化范围

较小,而积雪则不同。积雪可以非常稀疏,也可以因

挤压而致密。不同密度的积雪热传导系数可以有很

大的差别,事实上雪的衰减系数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表

达式,无法经验地给出。在已知冰的热传导系数的前

提下,雪热传导系数可以由热量连续的衔接条件确

定[18]。冰内热传导通量Fci 和雪内热传导通量Fcs 表

达为:

Fci= -ki
Ti

z
, (3)

Fcs= -ks
Ts

z
, (4)

式中,ki 和ks 分别为海冰和雪热传导系数。假定在

冰雪界面热传导通量连续[9],冰内和雪内的温度梯度

由观测数据给出,雪热传导系数可由下式计算:

ks=ki
Ti

z
æ

è
ç

ö

ø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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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以往冰温和雪温剖面的观测数据主要是在现场

获得的,缺乏长期连续观测数据,只能支持上述热平

衡算法求取雪热传导系数。海冰质量平衡浮标设置

了冰雪温度剖面观测的传感器,实现了长期连续观

测,不仅可以支持式(5)的算法动态获取雪热传导系

数,而且可以用来评估这种算法在非热平衡条件下的

可能偏差。

2.2 利用质量平衡浮标数据计算雪热传导系数

首先确定海冰的热传导系数。多年冰表层几乎

没有盐分[23],上层冰内热传导系数可以近似取为纯

淡水冰的热传导系数,由公式(2)计算求得。有了海

冰的热传导系数和冰雪内的温度剖面,就可以利用公

式(5)求得雪热传导系数。
为排除短波辐射的干扰,计算雪热传导系数的时

间范围在11月至翌年4月之间,这段时间是积雪的

存留时间,也是雪热传导系数的主要应用时间段。考

虑到温度链的垂向空间分辨率为10cm,计算时剔除

了雪厚小于10cm的温度剖面数据。另外,当来自低

纬度的暖气旋过境时,气温升高,雪内温度梯度减小,

雪面温度甚至高于雪底温度。这种雪内温度梯度反

向意味着冰雪界面上下都往界面处传热,此时界面传

热几乎为0。为了避免这种由异常剧烈变化事件带

来的雪热传导系数异常值,文中还剔除了雪内温度梯

度反向的数据。为了尽量减小气温的影响,通常是剔

除气温变化剧烈的数据,选择气温变化平缓期的数据

来计算雪热传导系数[18-19]。本文对布放于北冰洋多

年冰上的11个海冰质量平衡浮标的1315个冬季温

度剖面有效数据采用公式(5)进行雪热传导系数计

算,结果如图2左列和表1。各个浮标的雪热传导系

数不尽相同,范围在0.26~0.50W/(m·K)之间,均
值为(0.37±0.10)W/(m·K)。

结果表明,采用公式(5)计算获得的雪热传导系

数随时间波动较大,其量值变化让人难以接受。从

物理上而言,如果没有降雪过程,雪的密度、结构在

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几乎没有变化,人们期待雪的热

传导系数相对稳定。然而,由于积雪远比海冰疏松,
雪中的空间充满了空气,对气温变化非常敏感。雪

中空气的传热特性不可避免地体现为雪热传导系数

的变化。因此,雪热传导系数有一定的起伏是正常

的。需要注意的是,图2左列雪热传导系数的起伏

是在热平衡的假定下得出的,包含了非热平衡过程

所引起的误差。如:当气温降低时,雪内温度梯度增

大,此时计算获得的雪热传导系数相对真实值偏小;
当气温升高时,雪内温度梯度减小,此时计算获得的

雪热传导系数偏大。为此,我们需要建立非热平衡

算法,消除温度变化引起的雪热传导系数的误差,得
到更可靠的结果。

由于雪温和海冰上层温度会对气温变化做出响

应,非热平衡算法应该考虑冰温和雪温随时间的变

化。但是,二者的响应时间并不一致,雪温变化几乎

与气温变化同步,而上层冰温变化则相对滞后,导致

雪热传导系数变化的复杂性。冰内和雪内热平衡方

程为:

ρcp
T
t=


zkT

z
æ

è
ç

ö

ø
÷ , (6)

式中,ρ为冰或雪的密度;cp 为纯冰的比容;k为冰或

雪的热传导系数。分别对式(6)进行雪内和冰内垂向

积分得:

ρscp
Ts

th=ks
Ts

z z=h
-ks

Ts

z z=0
, (7)

ρicp
Ti

tH =ki
Ti

z z=0
-ki

Ti

z z= -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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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代表冰雪界面;h、H 为雪参考层和冰参考层

厚度,分别取0.1m和0.4m;ρs 、ρi 分别 为雪和冰的

密度,分别取330kg/m3 和900kg/m3;cp 为纯冰和

雪的比热容,取2100J/(kg·K)。假定热传导通量

在冰雪界面连续,即ks
Ts

z z=0
=ki

Ti

z z=0
,式(7)

和式(8)联立得:

ρscp
Ts

th+ρicp
Ti

tH

=ks
Ts

z z=h
-ki

Ti

z z= -H
. (9)

新的雪热传导系数可由下式计算:

ks= ρicp
Ti

tH +ρscp
Ts

th+
æ

è
ç

ki
Ti

z z= -H

ö

ø
÷/Ts

z z=h
. (10)

  相对于式(5),式(10)中增加了冰内和雪内的感

热通量项ρicp
Ti

tH 和ρscp
Ts

th,即冰内温度随时

间变化项和雪内温度随时间变化项。经过感热通量

修正的雪热传导系数计算结果如图2右列和表1。各

浮标雪热传导系数范围在0.23~0.41W/(m·K)之
间,均值为(0.32±0.08)W/(m·K)。考虑到质量平

衡浮标温度链上温度计单元的测量精度为0.1℃,由
此产 生 的 雪 热 传 导 系 数 计 算 误 差 约 为±0.016
W/(m·K),相对误差为5%。

相对于未经过感热通量校正,经过校正的雪热传

导系数偏小,随时间变化也相对更稳定。最为明显的

是很多由气温突然增高引起雪内温度梯度减小而导

致计算获得的雪热传导系数过大的情况得到了很好

地校正。从统计分布上看,热平衡算法得到的雪热传

导系数有很多异常大的值(图3a),显然是不真实的,
而经过感热通量校正的雪的热传导系数分布相对集

中,很多过大的雪热传导系数得到了校正(图3b)。

Sturm等[10]在波弗特海区通过探针直接测量测

得的雪热传导系数在0.078~0.29W/(m·K)之间,
均值为0.14W/(m·K)。Perovich等[18]和Lei等[19]

通过温度剖面推算的雪热传导系数分别为(0.3±
0.01)W/(m·K)和(0.2±0.04)W/(m·K)。Strum
等[10]利用SHEBA现场观测数据进行质量平衡推算

的雪热传导系数范围在0.168~0.699W/(m·K)之
间,均值为0.34W/(m·K)。本文用非热平衡方法

计算的多年冰上雪热传导系数均值和变化范围与

SHEBA计划的观测结果非常接近。

表1 不同浮标雪热传导系数计算结果

Tab.1 Thermalconductivityofsnowondifferenticemassbalancebuoys

浮标名 有效剖面数
未经比容热通量校正的雪热传导系数

/W·m-1·K-1
经过比容热通量校正的雪热传导系数

/W·m-1·K-1

2004A 92 0.41±0.04 0.33±0.06

2004B 61 0.26±0.04 0.26±0.03

2004C 23 0.43±0.04 0.41±0.06

2004D 73 0.50±0.12 0.40±0.06

2004E 179 0.31±0.05 0.27±0.04

2007E 138 0.43±0.13 0.31±0.06

2007H 93 0.35±0.07 0.32±0.07

2010E 114 0.43±0.08 0.41±0.06

2010F 143 0.38±0.11 0.32±0.07

2011J 161 0.28±0.08 0.23±0.04

2012J 238 0.36±0.07 0.33±0.08

总计 1315 0.37±0.10 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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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每个海冰质量平衡浮标的雪热传导系数

Fig.2 Thermalconductivityofsnow(ks)oneachicemassbalancebuoy
左列黑点为热平衡条件下计算的雪热传导系数结果,右列为非热平衡条件下计算的雪热传导系数结果

Leftpanelisksunderthermalequilibriumcondition,rightpanelisksundernon-thermalequilibriumcondition

3 利用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数据计算穿

过海冰的热通量

  由于海冰自身温度的变化,穿过冰雪界面的热传

导通量和穿过海冰下界面的热传导通量并不完全相

等。因此,本文分别计算了海冰上层热传导通量和冰

底热传导通量。考虑到海冰上层温度受气温变化影

响,海冰上层热传导通量选取冰雪界面下20~40cm
作为参考层。由于冰底骨架层的存在,冰底的热传导

通量选取冰底位置以上20~50cm作为参考层,假定

海冰底部盐度为6[24]。约定向上传热时,热传导通量

为正,向下传热时热传导通量为负。计算结果如图

4,上层和冰底热传导通量两者都具有明显的季节变

化:冬季气温较低,热传导通量较大;夏季,进入海冰

的太阳短波辐射使海冰内部逐渐升温,冰内温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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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冬季(11月至翌年4月)雪热传导系数统计分布

Fig.3 Statisticaldistributionofthermalconductivityofsnow(ks)inwinter(NovembertoApril)

a.热平衡状态下计算的雪热传导系数;b.非热平衡状态下计算的雪热传导系数

a.ksunderthermalequilibriumcondition;b.ksundernon-thermalequilibriumcondition

逐渐减小,热传导通量逐渐减小。当冰内上层温度高

于冰底温度时,热通量为负。11月至翌年2月上层

海冰的热传导通量较大,平均值为14~16W/m2;6
月和7月较小,平均值为-4.2~-2.6W/m2。而下

层热传导通量在1-3月最大,约12~13W/m2,7
月、8月和9月较小,均值在-1~-0.7W/m2之间。
夏季,冰底热传导通量向下,这意味着海冰向冰水界

面传递热量,而海洋热通量向上,两者结合导致冰温

升高和冰底融化。Huwald等[25]在SHEBA现场实测

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在秋冬季节的大部分时间里海洋往大气传输热

量,这种热量传输是单向的。受海冰阻隔,海洋向大

气传输的热量一般小于15W/m2。当秋季气温降低

后,存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9月,经过夏季加热的

海冰温度既高于其上的气温,也高于其下的水温,海
冰上层向上传输热量,下层向下传输热量,冰内出现

双向热量传输的状态。此时通过海冰向大气传输的

热量100%来自于海冰内部自身降温,与海洋热量无

关。当冰温降低到冰点以下后,冰内再次恢复到单向

向上传热的状态。此时,海冰向大气传输的热量可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于海冰的自身降温,另一部分

来自冰下海洋热量(包括海冰结冰产生的潜热)。12
月,穿过海冰向大气传输的热量中,来自海冰自身降

温的热量占比下降到35%,其余65%来自冰下海洋。
到翌年1-3月,海冰自身降温产生的热量仅占向大

气传输热量的10%。而在4-7月,短波辐射出现并

逐渐加强,海冰温度升高,冰内上层热量传递方向开

始由自下而上传递转变为自上而下传递。因此,海冰

升温主要发生在4-7月,其中5-6月升温最显著,
而降温最显著为11月。夏季冰内升温的热量一部分

是热传导通量,从冰表面自上而下传递,另一部分来

自冰内短波辐射的吸收,两者比例不确定。
穿过海冰的热传导通量计算误差来源主要来源

于海冰温度测量误差和海冰盐度假定[26]。对于

30cm海 冰 参 考 层 厚 度,由 海 冰 温 度 测 量 精 度

(±0.1℃)引起的热传导通量误差约为±0.6W/m2。
对于冰底位置的热传导通量,计算时假定的海冰盐度

为6。对于新生长的海冰,冰底位置盐度基本在4~
12之间[27],因此由海冰盐度产生的热传导通量误差

约为±1.3W/m2。

4 穿过海冰的热通量与冰厚、雪厚和气

温的关系分析

  穿过海冰的热通量主要由冰厚、雪厚和上表面温

度决定。图5给出了在同等上表面温度条件下,不同

雪厚和冰厚对应的热传导通量与无雪条件下热通量

的比值。热传导通量随着雪厚增加几乎呈指数形式

减小。1m冰厚条件下,10cm、30cm和50cm雪厚

对应的热传导通量分别为无雪条件下的0.62、0.35和

0.24。3m冰厚条件下,10cm、30cm和50cm雪厚

对应的热传导通量分别为无雪条件下的0.83、0.62和

0.49。在同样雪厚条件下,雪厚对薄冰热传导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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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比厚冰大。图6给出了海冰上下界面固定温差

(Tb-Ta 为定值)下穿过海冰的热通量与冰厚雪厚

的关系。同样在1m冰厚条件下,上下界面温差为

10℃时,无雪、10cm、30cm和50cm雪厚对应的热传

导通 量 分 别 为 20 W/m2、13 W/m2、7 W/m2 和

5W/m2。3m冰厚条件下,对应的热传导通量分别

为7W/m2、6W/m2、4W/m2和3W/m2。所以当秋

季下雪后,薄冰上的覆雪使得海冰冻结速度大大减

缓,而开阔水域开始结冰后由于没有表面覆雪,反而

海冰厚度增加相对更加容易[3]。

图4 逐月海冰热传导通量

Fig.4 Monthlythermalconductiveheatflux(Fc)throughseaice
黑色为海冰上层热传导通量,灰色为近冰底热传导通量,白色为海冰感热通量,数字为结冰季节海冰感热通量占上层热传

导通量的比例

BlackbaristheFcinupperlayerofseaice,graybaristheFcnearthebaseofseaice,whitebaristhespecificheatfluxcause

byseaicetemperaturechange,numberistheratioofspecificheatfluxtoupperlayerFcinfreezingseason

  穿过海冰上层的热通量与冬季(11月至翌年4
月)气温表现出很好地线性关系(图7)。

F'c =γ· Tb -Ta( ) , (11)

γ=
ki·ks

ksHi+kiHs
, (12)

式中,冰底温度Tb固定在冰点(-1.8℃);上表面温度

Ta为气温。冬季冰内温度大体呈线性变化,对冬季

穿过海冰上层的热通量结果与气温进行线性拟合,拟
合的结果线性比例γ'=0.59。而实测的冬季平均冰

厚2.6m,平均雪厚16cm,再根据上文求得的雪热传

导系数ks=0.32W/(m·K),计算理论值γ=0.58。
拟合结果与理论计算吻合非常好。因此,尽管受雪

厚、冰厚等因素影响,穿过海冰上层的热传导通量与

气温依旧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即:气温每降低1℃,
热传导通量增加约0.59W/m2。

5 结果和讨论

雪热传导系数是非常重要的物理参数,决定了穿

透雪层的热通量,也是冰雪气候效应的重要参数,在

图5 不同雪厚下海冰热传导通量与无雪情形下的比值

Fig.5 Ratiosofthermalconductiveheatfluxwithdifferent
snowdepthtowithoutsnow

气候模式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于积雪的密度在很大

范围内变化,雪热传导系数的变化范围也很大。导致

雪热传导系数变化的原因不仅与雪的结构有关,而且

雪分子间隙中的空气也参与了导热特性的变化。在

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传统的算法是根据界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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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连续的条件计算雪热传导系数。由于这种算法

做出了热平衡的假定,实际非热平衡的温度变化引起

的效应被归算到雪热传导系数之中,导致雪热传导系

数有较大的起伏,甚至频繁出现异常值。

图6 固定上、下表面温差下的海冰热传导通量(单位:W/m2)

Fig.6 Thermalconductiveheatflux(Unit:W/m2)underfixedtemperaturedifferencebetweenseaicesurfaceandbottom

图7 海冰上层热传导通量与气温的关系

Fig.7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rmalconductiveheatfulx(Fc)inupperlayerofseaiceandairtemperature
灰色点为5-10月,黑色点为11月至翌4月,直线为黑色点线性拟合结果

GraydotsarefromMaytoOctober,blackdotsarefromNovembertoApril,blackstraightlineisthefittingresultsofblackdots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雪热传导系数的非热平衡

算法。该算法考虑了冰温和雪温变化对热传导过程

的影响,考虑了雪和冰对气温变化响应特性的差异,
是对热平衡算法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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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测得的冬季冰雪温度剖

面数据,用两种算法计算了雪热传导系数。结果表

明,热平衡算法利用冰雪界面上下温度梯度直接计算

的雪热传导系数受气温变化影响,波动较大。而非热

平衡算法考虑了冰雪界面附近冰内和雪内温度随时

间变化,计算的雪热传导系数结果相对稳定,同一浮

标雪热传导系数随时间波动得到很好的改善。不同

环境下,各个浮标计算获得的雪热传导系数不尽相

同,范围在0.23~0.41W/(m·K)之间,均值为(0.32
±0.08)W/(m·K)。与SHEBA计划期间冬季的观

测均值0.34W/(m·K)非常接近。与热平衡算法相

比,非热平衡算法大大消除了奇异值,雪热传导系数

的起伏减小,各浮标数据计算的结果离散度大大降

低,是一种得到较大改善的算法。
在获得了雪热传导系数之后,就可以计算穿透海

冰的热通量。由于冰水界面存在,海冰底部温度相对

稳定,基本维持在冰点左右,海冰温度主要由上界面

气温、冰厚和雪厚决定。冬季海冰自上而下整体失

热,无论海冰上层和海冰底部热传导通量都呈现出明

显的季节变化。本文的结果表明,冬季穿过多年冰上

层的热通量最大发生在12月至翌年2月,约为14~

16W/m2。9月,上层热传导通量几乎全部来自海冰

自身温度降低,之后逐月递减,到了翌年的1-3月,
海冰降温提供的热量只占上层热传导通量的10%左

右,剩余部分热量则来自结冰释放和冰下海洋。夏

季,短波辐射通过热传导由上往下加热海冰,穿过海

冰的热通量与冬季反向,当海冰高于冰底温度时,出
现海冰向冰水界面方向传递热量。

海冰热传导通量主要由上表面温度、雪厚和冰厚

决定,本文采用获得的雪热传导系数,模拟了不同雪

厚、不同冰厚条件下穿过冰雪的热通量。结果表明,
雪厚对薄冰的影响比厚冰更大,同样的30cm雪厚条

件下,1m厚的冰热传导通量比3m厚的冰大一倍。
因此,当秋季9-10月北冰洋下雪时,薄冰的结冰速

度被减缓,开阔水反而更容易结冰,最后冰厚甚至比

夏季存活下来的多年冰更厚[3]。虽然受雪厚、冰厚等

因素影响,实测的穿过海冰上层的热传导通量与气温

依旧表现出很好的线性关系,即:气温每降低1℃,热
传导通量增加0.59W/m2,与理论值吻合较好。由于

本文所使用的海冰质量平衡浮标数据局限于冰厚较

厚的多年冰,对于盐分较高的一年冰上雪的热传导系

数和穿过海冰的热通量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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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fthermalconductivityofsnowandconductiveheatflux
onArcticperennialseaice

LinLong1,ZhaoJinping1,2

(1.CollegeofOceanicandAtmosphericSciences,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2.KeyLaboratoryof
PhysicalOceanography,MinistryofEducation,Qingdao266100,China)

Abstract:Thermalconductivityofsnow(ks)isanimportantphysicalparameterforseaicethermodynamics,which
controlstheconductiveheatfluxthroughtheice.Thewintertemperatureprofilesfromicemassbalancebuoys
(IMB)onArcticperennialseaicecanclearlydistinguishthesnow-iceinterface.Consideringthetemporalvariation
ofthetemperaturenearthesnow-iceinterface,anewmethodfordeterminingthekswasproposedbyexploiting
thecontinuityoftheheatfluxatthesnow-iceinterface.Influencedbydifferentcircumstance,theksondifferent
IMBrangedfrom0.23W/(m·K)to0.41W/(m·K),withameanvalueof(0.32±0.08)W/(m·K).Maxi-
mumconductiveheatfluxthroughperennialseaiceoccurredfromNovembertoMarch,about14W/m2to16W/

m2.Infreezingseason,thecontributionofthespecificheatfluxfromicecoolingintheupwardheatlosethrough
icetoatmospheredecreasedgradually,from100%inSeptemberto35%inDecember,andmaintainedaround
10%fromJanuarytoMarch.Insummertime,astheheatingfromicesurfacetobottom,temperatureofthesea
iceupperlayerwashigherthanthelowerlayer,andtheconductiveheattransferreddownward.Untilthesolarra-
diationdisappearedinSeptember,airtemperaturedecreased,theconductiveheattransferredupwardagain.Asthe
icebottomconductiveheatfluxrevealed,aportionofheattransferredfromicetoice-oceaninterfaceinsummer
time.Thelowthermalconductivityofsnowmadeitaneffectiveinsulatortherebyimpactingthegrowthanddecay
oftheunderlyingseaice,aswellasreducingthetransferofheatbetweentheoceanandatmosphere.Thesnow
coveredseaiceupperlayerconductiveheatfluxstillshowedgoodrelationshipwithairtemperature.Forevery1℃
decreaseinairtemperature,theconductiveheatfluxincreased0.59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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