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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港多年一遇风暴潮增减水极值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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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北海港测站 1965 年~1985 年的年极值增水系列和 1967 年~1985 年的年极值减

水系列 , 按照 <港口工程技术规范> 中规定的方法计算出北海港多年一遇的增减水位 G 并采

用第一型极值分布方法计算不同重现期的增减水极值 G 结果显示 , 重现期越长 , 增减水极值

越大 , 反之 , 增减水极值越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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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ccessive data of both the highest Water levels f rom
1965 to 1985 and loWest Water levels f rom 1967 to 1985, the extremal Water
level f luctuation caused by storm surge every years in Beihai Port Was reckoned
using the f irst typ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
tremes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petition interval. A long repetition interval is
relative to a big extreme variation, vice versa.
Key words extremes reckoning, extremes repetition, Water level f luctuation,
storm surge

1 推算过程与结果

根据北海港测站 1965 年~1985 年的年极值增水系列和 1967 年~1985 年的年极值减水

系列 (表 1D [1]G 按照文献 [2] 中规定的方法计算出北海港多年一遇的增减水位 G 并采用第一

型极值分布方法计算不同重现期的增减水极值 G
设有 n 年的极值增水(或减水D 值  z ,则

 P =     Pn  S, ( 1D
其中 , P 为与年频率 P对应的增水值(或减水值D ;  , - 为增水, - 为减水;  Pn 为年频率 P及

资料年数 n 的系数,可以从文献[2] 中查到;   为 n 年的  z 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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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为 n 年的均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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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北海港测站连续增水超过

30 cm 的多年实测资料 并记资料年

数 n 为 19 19年中的增水(或减水) 值

 z 见表 1O 由文献[2] 中查出的值 1Pn
见表 2O

19 年的极值增水的平均值   1 =
71 cm 平均方差 S1 = 23. 3 而减水极

值平均值为   2 = - 72. 7 cm 平均方

差 S2 = 25. 2O 这就得到计算多年一遇

北海港测站增水和减水极值的公式 O
增水极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71 + 23. 31Pn; ( 4)

减水极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72. 7 - 25. 21Pn. ( 5)

利用表 2 中的 1Pn 值 代入 ( 4) 式

和 ( 5) 式 即可求出在北海港测站处的

2 年~ 5 年~ 10 年~ 25 年~ 50 年和 100
年一遇的增水和减水极值 (表 3) O 从表

3 可见 增减水极值与重现期长短成对

应关系 即重现期越长 增减水极值越

大 反之 增减水极值越小O

2 结果检验

由( 4) 式和( 5) 式求出对应于不同

年频率 P(或重现期 TR) 的极值增水

 P1(或减水  P2) 在机率格纸上绘出增

(减) 水极值的计算频率曲线 同时绘上

19 个经验的频率点 以检验计算曲线与

它们的拟合程度O
经验点的频率可按如下方法计算 

将 19 个增(减) 水值按递减顺序排列(对
减水极值按递增排列)  在排列好的 z 第

m 项的经验频率P 可按下式计算:

表 l 北海港测站连续 l9 年增减水序列

年份 增 水 减 水

(年)
数值

( cm)
对应时刻 数值

( cm)
对应时刻

1965 113 07-15 22: 00

1966 101 07-26 20: 00

1967 59 10-20 10: 00 76 11-08 13: 00

1968 52 08-06 22: 00 70 08-13 05: 00

1969 51 07-23 01: 00 45 09-01 17: 00

1970 34 09-06 05: 00 73 10-17 21: 00

1971 58 07-06 22: 00 91 10-08 23: 00

1972 35 11-09 11: 00 92 06-26 12: 00

1973 55 09-07 13: 00 8 08-23 12: 00

1974 70 06-14 09: 00 66 10-20 19: 00

1975 69 08-30 15: 00 89 09-20 12: 00

1976 62 09-19 09: 00 70 09-27 07: 00

1977 98 07-21 16: 00 69 07-21 03: 00

1978 96 08-23 03: 00 68 08-11 17: 00

1979 72 08-03 12: 00 65 09-21 01: 00

1980 94 07-23 09: 00 100 07-22 23: 00

1981 69 08-10 16: 00 80 07-04 11: 00

1982 108 09-15 22: 00 51 09-15 10: 00

1983 54 10-25 01: 00 76 10-26 15: 00

1984 58 35 09-01 19: 00

1985 93 158 10-20 14: 00

表 2 APn值与 P 的关系

P(% ) 1Pn P(% ) 1Pn

99 -1. 939
50 -0. 147
20 0. 963
10 1. 636

4 2. 533
2 3. 199
1 3. 860

表 3 北海港多年一遇增水和减水极值

重现期

(年)
年频率

(% )
增水极值

( cm)
减水极值

( cm)

2 50 68 72
5 20 93 99
10 10 109 116
25 4 130 139
50 2 148 156
100 1 16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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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海港测站增水频率 图 2 北海港测站减水频率

P = m
1 + 1 > 100% . ( 6)

重现期 TR( a) 与年频率 P 的关系为

TR = 100/P. ( 7)
对增水极值和减水极值的计算频率曲线和与其对应的 19 个经验点绘于图 1 和图 2 中 G 由

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 * 计算的频率与经验的频率点的拟合较好 G 说明推算结果与实际增减水

值较为接近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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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丝线色素中试与栽培试验通过鉴定

由广西植物研究所和广西防城港市制药厂共同承担的红丝线色素中试与栽培试验项目 *
于 2000 年 7 月 4 日在桂林通过广西区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 G

本项目研究了红丝线的高产栽培技术以及红丝线色素的规模化生产工艺 G 摸清了红丝线

的生物学特征以及红丝线栽培中影响产量和色素潜含量的关键因素 * 总结出红丝线的高产栽

培技术 G 红丝线年产量可达 30 000kg/hm2 以上 * 色价的色素潜含量可达 8% 以上 * 每种植

0. 067 hm2 红丝线 * 年可获利 1 000 元左右 G 该项目较全面地阐明了红丝线色素加工的独特工

艺 G 解决了工艺稳定性和工艺放大的技术关键 * 中试产品色价达 16* 得率 5. 8% * 综合成本

每千克 45 元 G 中试工艺为国内领先水平 G
本项目成果先进 ~ 实用 G 可应用于红丝线的高产栽培 ~ 红丝线药材炮制 ~ 红兰酒的生产

和食用天然色素 (食品添加剂) ~ 民族美食 (用红丝线染制五色米饭) ~ 天然药物等 G 采用本

项目成果生产的红丝线色素产品 * 成本低 ~ 着色性能好 * 与现有天然色素相比具有突出优势 *
可望在全国医药 ~ 食品 ~ 日化用品 ~ 旅游等多个行业推广应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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