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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年 ∗ 月和 年 ∗ 月在月湖用 • 型自记式潮位仪各

取得 的潮位资料 对潮位数据进行了调和分析 并进行了对比 ∀结果表明 月湖潮汐类型

属于以半日潮为主的混合潮 浅水分潮较为显著 冬季平均水位比夏季低 冬季水位的

非潮汐组分比夏季发育 冬季主要分潮相位比夏季延迟 这些差异可能是天气因素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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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军海岸工程研究中心的5海岸防护手册6 第

二版 给出的定义 潮汐汊道是指由潮流维持的 连结

海湾 !泻湖与海洋的短窄水道 或泛指海洋伸入内陆

相当远距离的支汊 ∀它是有潮海岸的一种重要地貌类

型 由纳潮海湾 潮汐通道和涨 !落潮三角洲等基本地

貌形态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汊道潮盆系统 ∀潮汐作用维

系了潮汐汊道系统的存在 外海潮波传到近海 潮波

发生变形 这是由受迫产生的几个余潮和所谓的浅水

分潮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复杂的 !随时间变化的不对称

模式 对于浅水汊道系统这种现象尤其显著 ∀山东半

岛月湖就是一个典型的潮汐汊道纳潮海湾 ≈ ∀本文拟

通过对实测资料的分析 研究月湖水位的季节变化

并探讨其控制因素 潮汐 !季风 ∀

研究区概况

月湖位于山东半岛东端 面积约 其东侧

有一沙坝与外海隔开 图 ∀湾内平均水深不超过

且水深随空间 !季节变化明显 潮汐和季风是其主

要控制因素 ∀

本区海洋性气候特征比较明显 ∀冬 !春季多大风

夏季则多雾 空气潮湿 年平均气压 ° 冬季

气压高 夏季气压低 年平均降水量 降水

季节变化明显 年平均风速 是山东沿海海湾

中平均风速最大的海湾之一 冬季风速最大 强风向

为 最大风速为 次强风向为 • 和 • 常

风向为 ≈ ∀

本区没有常年的波浪观测资料 ∀据邻近的成山头

海洋站资料 本海区常浪向为 ∞ 次常浪向为 和

≥ 强浪向为 ∞ 次强浪向为 ∞≥∞和 ≥≥∞∀海浪季节变

化明显 春季常浪向为 ≥向 次常浪向为 ∞ 强浪向

为 ∞向 夏季常浪向为 ≥向 强浪向为 ∞≥∞ 秋季常

浪向为 ∞ 强浪也是 ∞ 冬季常浪向为 ∞ 次常浪

向为 向 ∀潮汐属于不正规半日潮性质 两次高潮和

两次低潮的高度都不相等 尤其是两次低潮的潮差相

差悬殊 说明日不等现象比较显著 ∀潮流属于不正规

图 研究区概况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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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
Η Η

Η≥ Η

夏季
Η Η

Η≥ Η

≥ ∂

半日潮流 ≈ 日不等现象也比较明显 涨 !落潮历时具

有明显不对称现象 湾内存在异地潮差不等和潮时滞

后现象 ≈ ∀

方法

野外工作

年 月 日 Β 至 月 日 Β

和 年 月 日 Β 至 月 日 Β 在月

湖湾内临时验潮站 见图 分别用 公司生

产的 • 2 型 ! • 2 型自记式潮位仪取得 的

潮位资料 记录间隔设定为 ∀ • 2 型测量精

度为 分辨率为 • 2 型测量精度为

分辨率为 ∀

数据分析

• 型自记式潮位仪记录的是气压及海水

的压力值 气压的变化会引起仪器记录的波动 因此

首先利用荣成市气象台记录的日平均气压值对验潮

仪获取的潮位数据进行校正 ∀然后 利用英国 ° ∏2
的 × 程序对校正后的

潮位数据进行调和分析 ∀该程序采用最小二乘法原

理 输出结果包括平均水位 !调和分潮 !相关分潮的数

目及有关参数 残差 观测值的平均值 !标准偏差及残

差的平均值 !标准偏差 ∀

结果与分析

水位特征

潮位记录如图 所示 ∀月湖水深较浅 验潮点的

冬季平均水位 水位记录按照自定义临时高程系统

为 夏季为 ∀冬季比夏季低 原

因有二 该地区冬季气压最高 夏季气压最低

冬 !夏相差 ° 该地区是山东沿海平均风速

最大的海湾之一 冬季风速最大 造成月湖大幅减水

≈ 一次大的北风 离岸风 可以使月湖几乎干涸 ∀

图 潮位记录

冬季 夏季

ƒ × √

∏

从图 还可以看出 月湖潮汐具有不正规半日潮

的特征 夏季 两次高潮潮位相差可达 ∀夏季

的大小潮周期变化也很显著 一个月内的两次大潮和

两次小潮非常明显 图 ∀冬季湾内潮位记录的大

小潮周期性不如夏季明显 但日不等现象较显著 图

∀冬季风速最大 减水现象时有发生 如 月 ∗

日和 月 ∗ 日有两次减水事件发生 从同步的

气象记录来看 这两段时间正好是两次大风过程 强

烈的北到西北风造成湾内大幅度减水 ∀

潮汐特征

根据 × 分析获得的 个相关分潮和 个主

要分潮的振幅和相位列于表 鲍登以 两个分

潮振幅之和与 和 ≥ 两分潮振幅之和的比作为划

分潮型的依据 ≈ 按此标准计算

表明月湖潮汐属于以半日潮为主的混合潮 而且

夏季的 等主要分潮的振幅比冬季相应分

潮的振幅要高 这可能是由于冬季风 !气压较大 使湾

内减水造成的 ∀表 还显示浅水分潮的效应比较显著 ∀

主要分潮的相位冬季比夏季有所延迟 ∀如表 所

示 ≥ 个主要分潮相位都有不同程度

的延迟 延迟时间从十几分钟到两个多小时不等 ∀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冬季水浅 摩擦阻力比较大 潮波到

达验潮仪的时间延长 ∀

× 调和分析残差如图 所示 ∀ × 输出的残

差和原始记录的标准偏差 之比说明调和分析拟合的

好坏 冬季的残差和原始记录的标准偏差分别为

和 二者之比为 而夏季的分别

为 和 两者之比为 ∀按程序说明

此比值为 说明拟合较好 但在浅水环境里比值会

相应增大 ∀冬季的比值大大超出了其允许范围 拟合

程度较差 这显然是由于冬季多风 对水位影响很大

使水位变得很不规则造成的 ∀从图 可看出 冬季的

残差序列在 ∗ 之间 绝大多数超过了 ?

说明拟合程度较差 同时 月 ∗ 日有一

次明显的减水事件发生 残差最高可达 同

步的气象记录表明 年 月 日 下雪 北风

∗ 级 月 日 下雪 北风 ∗ 级 月 日

晴 北风 ∗ 级 ∀由此可见在这段时间内本海区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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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潮汐水位调和分析结果

Ταβ .1  Ρεσυλτσ οφ ηαρµονιχ αναλψσισ οφ τηε ωατερ λεϖελ δατα

分潮类型 分潮
冬季

振幅 相位 度

夏季

振幅 相位 度

长周期分潮

≥ƒ

全日分潮 °

Π

7

Υ

±

半日分潮 ×

√

Λ

≥

≥

浅水分潮

≥

≥

≥

≥

≥

表 2  主要分潮冬 !夏季迟角对比

Ταβ .2  Χοµ παρισον οφ πηασεσ οφ τηε µαιν χονστιτυεντσ ιν

ωιντερ ανδ συµ µερ

分潮  夏季相位  冬季相位  相位差  延迟时间

 度  度  度  

≥

有强烈的北风 造成月湖大幅减水 ∀夏季残差在

∗ 之间 很少超过 ? 仅在 月

∗ 日和 月 ∗ 日这两段时间内残差相对较

大 这可能与两次天气事件造成的增水有关 ∀

结论

验潮仪记录表明 月湖冬季平均水位比

夏季低 ∀与夏季相比 冬季水位记录的大小潮

周期很不明显 数据系列显得很不规则 ∀原因是月湖

位于山东沿海平均风速最大的地区 冬季盛行北风 !

西北风 而且冬季平均气压比夏季高 这两种作用易

于造成月湖的减水事件 ∀潮位记录在时间序列上的

增 !减水现象与同步的气象事件相当一致 冬季尤其

明显 ∀

图 调和分析残差时间序列

冬季 夏季

ƒ ∏ √

∏

调和分析表明 月湖潮汐属于以半日潮为

主的混合潮 浅水分潮比较显著 ∀由于冬季月湖水浅

摩擦阻力增大 使主要分潮的迟角冬季比夏季大 其

振幅则相应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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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εχειϖεδ : ƒ

Κεψ Ωορδσ: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2 ∏ • 2 • 2 ∏ √ 2⁄ ∏∏ 2≥
∏ √ ° ∏ ×

∏ 2 √ √ ∏ × ≥

¬ ∏ ¬ ∏

∏ ƒ∏ √ ∏ 2
∏ ∏ ∏ × √

√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常用磺胺类药物有十几种 目前国外已研究了磺

胺间甲氧嘧啶 ≥ 在养殖鳗鲡 !磺胺 2 2二甲氧

嘧啶 ≥⁄ 在虹鳟 !大鳞大马哈鱼 !斑点叉尾 !大西

洋鲑及对虾 磺胺嘧啶 ≥⁄ 在大鳞大马哈鱼 !鲑鱼

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 ≈ 国内尚未见有关磺胺类药

物在水产动物体内药物代谢动力学的报道 ∀复方新诺

明 ≥ Β × ° Β ≥∏ Β ×

Β 属于中效磺胺类药物与磺胺增效剂的复方制

农业部科研项目/ 鱼用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药物残留的研

究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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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首次报道了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鲈鱼口服复方新诺明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征 ∀结

果表明 鲈鱼单次口服剂量为 ≅ 的复方新诺明后 其血液药物浓度 2时间数据符合一

室开放动力学模型 ∀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 吸收速率常数 κ 为 !达峰时间 Τ ¬ 为

峰浓度 Χ ¬ 为 Λ !吸收半衰期 Τ Κ 为 !消除半衰期 Τ Κ

为 药时曲线下面积 ΑΥΧ 为 # ∀鲈鱼口服药物 后在肌肉 !血

液 !肝脏 !肾脏 种组织中就可以检测到药物的存在 ∀药物在 采样点 种组织里的浓度达

最高 ∀药物在肌肉 ! 血液 ! 肝脏中的平均回收率约 ∗ 该方法的检测限可达 ≅

∀

关键词 复方新诺明 药物代谢动力学 鲈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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