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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匕部湾潮波计算结果的初步分析
`

李树华
’

陈文广

( 广 西海洋研 究所 )

北部湾的潮波
,

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

属于世界上较典型的 日潮海区 之 一
。

近 几
一

年

来
,

我们利用数值的方法
,

对该湾的潮波进行了计算
,

获得 了 一 些 初 步 的结 果 〔匀〔6〕〔7〕
。

现根据以往的计算结果
,

对该湾潮汐和潮流的分布变化
,

进行初步的分析
,

以期供航海
、

渔

业
、

北部湾石油开发以及各种海洋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

计算方法及资料来源

对北部湾的潮波数值研究
,

我们在潮波方程中首先略去了惯性项
、

水平湍流摩擦项
,

采

用H a sn
e n 的方法进行了计算“ 〕

。

然后我们又采用H一 N方法
,

考虑了士述两项对北 部 湾潮

波分布的影响叻
。

本文的计算方法以及文中有关物理量的选取
、

资料来 源 均 与 参 考 文 献

( 5 ) 相同
,

在此不一一赘述
。

二
、

结果分析

根据数值计算结果
,

下面我们对北部湾的潮汐和潮流及其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作一些初

步的论述
。

1
。

潮汐

北部湾的潮波主要呈驻波性质
,

是由南海传来的入射潮波及其湾内的反射潮波干涉而成

的
。

由于该湾 自由振动周期接近于全 日潮周期
,

故湾内潮波以全 日潮为主
.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

全 日潮在湾 口 的太格里岛附近
,

形成了一个无 潮 点
。

由 于 摩 擦 效

应
,

无潮点靠越南沿岸
。

在湾 口的波腹区
,

同潮时线最密集
,

而潮差则最小
。

潮波围绕无潮

点旋转
,

形成了一个左旋的潮波系统
。

半 日潮由于摩擦 和潮波干涉等缘故
,

没有形成无潮点
。

仅在湾中部
,

同潮时线较密集
,

形成了潮差甚小的波节带
。

湾顶和湾 口的同潮时线表现出类似于前进波的特点 ( 图2 )
。

本文于 198 7年 3月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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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说明同此
。

2
。

湘流

从图 3和图 4中可以看出
,

北部湾全 日潮与半 日潮的流向基本一致
,

其椭圆长轴方向大致

与岸线走向平行
,

与波峰线几乎垂直
。

在湾 口 ,

潮波以前进入射波的性质传入该湾
,

潮流椭

圆长轴相应地为东南一西北向
, 湾 中部和湾北部 为西南一东北向

;
湾顶的一小区域及琼州海

峡则为东一西向
。

~
·

心
一

,

0 (

飞ù·/

厂一
不了币州

喇口. . .口 比. . . . . . . . .

…一
5 0` ’̀

厂{
/ / / / / 气 飞

、 ! 1 1 / /
了

一

几七̀毛少执
~

公
、

1 厂介 {
/ /

.

二 /
,

/ l

了 / } { 夕
/ 了

“
,

厂

/ 公 / / / l / 1 1 [ 2 上 / 止 沪
1 r 1 1 , L 1 . . 、 , , 1 1

声
\

Zk、

了 、

、 气 、

\
、

\ \ \
、 \

_
1

」

图3 K l潮流椭圆图 图4 M :
潮流椭圆图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第 3卷

卜 :全 日潮流的分布特点是湾北部流速较小
,

一般在 i节以下
.

相对地说
,

东部流速较 西 部

强
, ’

在海南岛西岸形成了一个强流区
,

其流速可达 2节
,

强流区中协位于莺歌海附 近
,

离 岸

递减
。

在越南东岸洪麦岛附近形成一个弱流区
,

其流速在0
.
6节以下

。

整个湾内尤以琼 州 海

峡的流速为最大
,

其流速超过 2节
。

整个湾内日潮流的特征主要为往复流或接近于往 复 流
。

由于科氏效应
,
潮流旋转方向一般为右转

,

仅在越南东岸的南定二带
,

由于反射潮波以及由

琼州悔峡传入的潮波与入射潮波相互干涉
,

形成一个左转区域
。

价 半妇潮流的流速约在0
. 4节左右

。

一般来说
,

湾北部的流速强于湾南部的
,

在肥猪 龙 群

岛附近
,

由于岛屿交错分布
,

水量不能畅通
,

形成了一个强流区
,

其豪大 流 速 在 。。
6 节 以

上 ` 潮流的旋转方向同样以右转为主
,

在 19’ 30, N的纬线附近
,

形成一条形的左旋区
。

潮 流

主要为往复流
,

仅在雷州半岛西岸出现一旋转流区域
。

3
。

湘汐与翻流之间的变化

为了讨论上的清楚起见
,

在北部湾 自无潮点向湾顶取 9个点 ( 点 的位置见图 5 )
,

将 9个

点的全 日潮 ( K
:

) 和半 日潮 ( M .
) 的潮汐及潮流作一 比较 ( 各点 的值均为计算 值 )

。

结 果

如表 1至表 4所示
。

由表 1和表2看 出
,

北部湾北部 和中部广大海区
,

K
:分 潮高潮时和最大潮流时 之差约 6小

时
,

即K :
分潮周期的 1 / 4左右

,

其潮差 向南递减
,

潮流则递增
,

是全 日潮波的波腹区
。

靠湾

口无潮点
,

其差值最小
,

潮差 已趋于零
,

而潮流则最大
,

是日潮波的波节 区
。

由驻 波
`

理 论

知
,

北部湾全日潮波主要呈驻波式振动
,

但在湾 口同样受到前进潮波的影响
。

. 2

图5 点的位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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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分潮同潮时与最大滚流时比较 ( 瓜分潮时 )

点点 的次序序 111 222 333 4
`̀

`

555
}}}

777 888 999
eeeeeeeeeeeeeeeeeeeeeee

潮潮 汐汐 0
。

333 7
。
444 7

。

222 6 .
999

·

6 。 888 6 。 555
_

6
0 666 6

。
666 6

。
777

潮潮 流流 2 3
。

777 0
。
999 1

。

111 1
。
555 1

。
444 i

。

444 1
。
222 1

一
111 0

。
444

差差 值值 0
。

555 5
。

555 6
。
111 5

。

555 5
。

444 5
。

111 5
。

444 5
。 555 6

。

333

表2 K :
分 潮潮差和最大可能流速比较

点 的次序 5 ! 6

32一50
.工一行廿.1一5

门.ù一!

几一
J任ùno左

一一卜卜一们.)止一ǎ吕一n匕

潮差 ( 厘米 )

流速 ( 厘米 / 秒 ) } 75

1 4 9

4 3

8

1
。

1 0 8

{
; 8。

3 2

}
3 7

山表3
、

4知
,

M : 分潮在湾的北部
,

最大流速发生在高潮前3小时左右
,

约为M s
分潮周期

的 1 / 4 ,

其流速和潮差达最大
,

是半 日潮的波腹 区
; 湾中部 ( 1 9 0

3 0 `
N附近 )

,

其差值几 乎

趋于零
,

潮差最小
,

而潮流最大
,

是半 日潮的波节带 ; 湾南部
,

其差值的绝对值 又 逐 渐 增

大
,

潮差也随之增大些 ; 至湾口
,

差值再次变小
,

流速达最小
,

潮差又减小
,

这一区域同样

是半 日潮的波腹区
。

表 3 M :
分潮同潮时与最大潮流时比较 ( M : 分潮 时 )

点点的次序序 111 222 333 4 … ““ 666 777 888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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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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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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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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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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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M : 分潮潮差和最大可能流速 比较

点的次序

潮差 ( 厘米 )

流速 ( 厘米 / 秒 )

}}} 2 一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一一一

3 777 4 888 4 666 4 111 2 000 1 666 2 444 5 444 8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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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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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 的计算结果
,

我们可 以获得一些
一

与实际情况较为相符的解释
。

从全 日潮分布来

看
,

它主要由地形
、

无潮点 的位置以及波动性质等决定
。

在莺歌海附近形成强流 区
,

一方面

是由于海南岛伸入湾中
,

潮波突然受阻
,

水量不能充分交 换
,

致使流速在此 剧 增
; 另 一 方

面
,

由波动理论证明
,

潮流的大小与潮位梯度成正 比
,

而这一区域恰好位于全日潮 的 波 节

区
,

潮位水平梯度较大
,

故流速较强
。

东部流速强于西部的主要原 因同样是由
一

于海南岛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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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中
,

其次是由于西部海区较为平坦
,

海域开阔
,

潮波在此绕转
。

北部流速较弱 则是位于波

腹 区
。

而琼州海峡的流速之所以强
,

是很显然的
,

因该海峡较狭窄
,

由南海传来的潮波在此

受阻
,

在海峡两端出现较密集的等振幅
、

线与同潮时线
,

在海峡里出现强潮流就是必然的了
。

至于半 日潮的变化规律
,

可能是摩擦和潮波相互干涉所造成的
。

在湾的北部
,

入射潮波

与反射潮波相互迭置
,

出现驻波式振动 , 湾南部
,

由于入射潮波在传播过程中受 摩 擦 的 影

响
,

耗散了部分潮能
,

致使入射波遇到湾顶岸线的阻碍时
,

不能发生全反射
,

反射波减弱
,

入射潮波的振幅较反射潮波的振幅为大
,

故潮波带有较明显的肩秘波成分
, 至湾 口

,

则以前

进波为主
。

值得一提的是
,

自琼州海峡进入的潮波
,

虽然对整个淄部湾的潮波传播影响不大
,

但北

部湾的半 日潮波很弱
,

其波长较短
,

当它传播到湾顶时
,

潮能因摩擦而损耗
,

反射波就更弱

了
。

按理论计算
,

北部湾的半日潮应在湾中部的夜莺岛附近形成无潮点
。

然而
,

由于 自琼州

海峡潮波的传入
,

加强了这一区域的潮波振动
,

以致半日潮不能形成无潮点
,

只在这里构成

振幅较小的波节带
。

故可以议
,

北部湾半 日潮不形成无潮点
,

一方面是由于摩擦 的影响
,

另

一方面则是由于 自琼州海峡的潮波的传入
。

三
、

结 语

根据以上分析
,

可以获知
,

北部湾的潮汐和潮流均以全 日潮为主
,

是一个较典型的全日

潮海 区
。

以往我们仅对几个主要分潮进行了计算
,

其目的是要初步掌握该湾潮波的主要变化

规律
。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
, 欲摸消湾内潮彼的详细变化规律及其内部结构

,

还必须模拟各

个分潮的过程曲线
,

从而能对北部湾的潮汐和潮流起到预报作用
,

以便直接为北部湾的海洋

开发服务
。

这些工作
,

有待我们 今后进一步完善
。

* 本文利稿承蒙陈宗铺教授审阅
,

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

作者在此仅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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