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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我国浅海的水文 因子周 日(昼夜 )变化时
,

不难发现
,

在许多地区
,

这种变化具

有潮振动性质
。

引起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二
:
(l) 直接由潮汐运动

,

尤其是潮流

所引起 ; (2 )由内潮振动所引起
。

关于内潮现象
,

作者在
“

海洋中的内波现象
”
一文中

,

已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

这里只补

充一点
:

郎 : 由于内潮理论上的困难
,

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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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由潮汐运动 引起的
,

并在时间上与潮汐一样变化着的任何过程
,

均可用相同的方法

去进行研究
。

Ce朋叭
a 只
等闭更值接用潮汐学上的调和分析法

,

研究了水温的潮振动
。

认

为
,

两次 2 4 小时观测调和分析法最适用于内潮的研究 ; 而一次 24 小时观测调和分析法

(郎海军部法) 则不能沿用
。

然而 中yKc ‘51 却认为可以沿用
。

后来更有 只Mno 筋 cK成[6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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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潮研究中的调和分析法提出了异议
。

他们根据海洋中
,

除潮汐周期

外
,

内波还具有各种其他周期的事实出发
,

提出在进行资料的调和分析以前
,

必须用统计

方法 (如 ze ilon 法和须谱分析法之类 )先确定主要之振动周期井加以检验
。

总之
,

在内潮(及其他内波 )的研究当中
,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方法
,

至今尚在争

论之中
。

作者也不拟在这里对
一

这些方法作什么评论
,

但必须提出这样一点
。

郎 :
在研究 自

然界的这一复杂现象当中
,

必须根据各海区的具体条件及资料情况来选择研究方法才最

合理
,

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通用方法恐怕是没有的
。

在这篇短文里
,

拟专门论述一下 由潮流所引起的水文因子的周 日变化间题
。

这种变

化
,

在一般的外海大洋区域
,

不具有普遍意义
。

但在我国浅海
,

尤其象长江 口外及其他类

似的水域
,
由于水平梯度强烈

,

由潮流所引起的水文因子的周 日变化可达相当可观的量

级
。

因此
,

阐明这些因子的变化与潮流的关系
,

对实用有很大的意义
。

在不考虑大 阳辐射
、

海水摩擦等条件下
,

如果水文因子 A (温
、

盐
、

密度等均可 )的周 日

变化完全由潮流运动所引起
,

那么
,

这种变化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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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潮流的水平分量
,

座标轴
x 和 y 分别向北和向东

。

考虑到潮汐运动的特点
,

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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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u0 , 和 t,0 , , 甲, 和 价*
分别 为 ‘调和波各分量的振幅和初位相

。

将(2 )代入 (1 )
,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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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周 日变化的角度来看
,

可设
刀 一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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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

将(3 )积分后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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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水文因子仅在一度空间内发生变化
,

则 由 (约可得下列二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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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水文因子的变化幅度正比于水平梯度和潮流振幅
。

再由(6 )和 (2 )的此较可知
:

潮流和水文因子的振动周期一致
,

但两者的振动位相相差 二
。

这一结论告诉我们
,

只要
2

知道了潮流的运动规律
,

就可值接推演出水文因子的变化趋势
。

这在实用上有两种可能 :

(l) 采用将位相改变兰 (是加是减完全取决于水文因子水平梯度的正负 ) 的办法
,

借助潮
2

流的调和常数道接推算出水文因子的变化趋势
。

例如
,

以黄海南部某次连续观测资料的

实测和推算结果如图 1 所示
,

两曲线的趋势完全一致 ; (2 )利用潮流调和常数的振幅比及

位相差对水文因子 24 小时连续观测资料进行调和分析
,

求得这些因子在一定梯度情况下

的潮振动调和常数
。

当然
,

这种分析主要是为了求调和常数中的振幅部分
,

位相角按前一

条推论事先郎可求得
。

图 1 19 , 9年 4 月黄海南部某站密度周 日变化实测曲线(实线)和推算的变化趋势 (虚线)之此较

将上列公式略加改变
,

还可得出有助于其他实用方面的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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