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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研究结果表明
,
沿台湾海峡由东北向西南传播的 K

:

潮波具有明显的开尔文波特

征
。
输人海峡的 K

:

潮波能量约为 1
.

0 599 x 1 0, JZ
s ,

而其耗散在海峡内的部分约占输入总量

的 23 %
。
由 K :

潮波的频率与台湾海峡所处的平均地理纬度对应的惯性频率相近
。

因此
,

所

得的 K
:

潮流的垂直结构与该区域的半日潮流垂直结构有不同的特征
。

计算表明
,
台湾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全日潮波传播的特征与半 日潮波明显不同

。
海峡中的半日潮波

是由海峡两端传入的两个半 日潮波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 ,

而全日潮波则是由东北向西南传播的开尔

文波
。

台湾海峡地区的中间地理纬度约为 2 4
“
N

,

所对应的惯性频率与全 日潮波的频率接近
,

这种情况

对全日潮流垂直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也在文中进行了讨论
。

在能量的传输和耗散方面
,

全日潮波与半日

潮波有很大不同
,

这不仅表现在 K
:

潮波的能量比 M
,

和 s ,

潮波的要小
,

更突出的是其能量耗散也比 M
:

或 S :

潮波的要小得多
,

仅占由海峡北端输人能量的 23 %
,

这是能量不大的 K
,

潮波能够通过台湾海峡

的动力学原因
。

一
、

计 算 结 果

本文利用文献〔2 1中计算三维半 日潮波的方法
,

计算了台湾海峡中的三维全 日潮波
。

所算结果与一

些可资利用的实际观测资料进行了比较
,

发现两者基本一致
。

表 1 列出了位于台湾海峡以南两个测流

站 (P
, Q站 ) 实测 K

:

潮流的垂直变化和相应的计算格点处计算得到的 K :

潮流垂直变化
。
由表可以看

出
,

计算和观测所得到的 K
:

潮流最大流速及其方向与发生时刻随深度增加而变化的情况比较一致
。

表 I KI 潮流垂直变化的计算结果与观测分析结果 (P : P 站 ; Q: Q 站)

深深度度 最大流速 (
c m /

s
))) 最大流速方向(

。

))) 最大流速发生时刻(h )))

(((m )))))))))))))))))))))))))))))))))))))))))))))))))))))))))))))))))))))))))))))))))))))))))))
计计计算值值 观测值值 计算值值 观测值值 计算值值 观测值值

PPPPPPP QQQ PPP QQQ PPP QQQ PPP QQQ PPP QQQ PPP QQQ

00000 1 555 666 1 2
.

6 666 3
。

7 666 12 999 1 0 000 1 3 000 4 777 0
。

0 444 7
。

6 999 0
。

0 333 1
。

7 7***

111 000 1 444 666 8
.

3 333 5
.

1999 13 111 1 0 111 1斗555 1 0 111 12
.

0 111 7
。

6 000 1 1
。

8 111 7
。

3 斗斗

222 000 1000 555 4
.

1 000 3
。

4 000 13 555 1 0 444 1 4 999 1 0 999 1 1
.

9 000 7
。

3 555 1 0
.

6 333 6
。

1 222

333 000 444 2222222 14 666 1 10000000 1 1
.

1 000 6
。

8 1111111

444 00000 111111111 1 1333333333 6
。

5 6666666

* 这是原观测分析结果
, 似有误

。

收稿日期 : 19 5 4 年 11 月 2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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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在台湾海峡中部水深为 57 m 的测站上
,

日本的中尾彻依据一天 观 测 资料
,

给 出了 10 m ,

2 5 m 和 4 lm 水层的全 日潮流北分量和东分量的振幅和初位相
。

我们从这些结果推算了当 日全日潮流

的最大流速和方向
,

并与相应的计算格点处计算得到的 K
:

潮流最大流速和方向进行了比较
。

例如
,

在

切 m 水层
,
由实测资料推出的当日全 日潮流最大流速为 1 3

.

5c m /
: ,

方向为 60
。

(沿我们选用的
二

坐标轴

逆时针方向度量)
,

而计算所得的 K
,

潮流最大流速为 1 Ic m /
s ,

方向为 5 3
“ ,

两者粗略地一致
。

在 4 1 m 层
,

由实测资料推出的结果为 8
.

Ic m /
:

和 1 7 5
“ ,

而 40 In 层计算所得 K
:

潮流之结果为 6c m /
s

和 62
“ ,

可见

在最大流速方面两者比较接近
,

但流向却相差很大
。

我们的计算结果与我国一些研究者的二维模式的

结果在总趋势上是一致的
〔”” ,

因此
,

我们拟根据计算结果作进一步的讨论
。

二
、

K ,

潮波的传播

依据 K
,

分潮潮位的空间分布
,

绘制了 K
:

同潮图 (图 1 )
。
由图可以看出

,

台湾海峡中的 K
:

潮波属

前进波类型
。

等振幅线分布基本上与岸线平行
,

表现出 K
,

潮波传播方向的右岸振幅大
、

左岸振幅小的

特征
。

这是大尺度前进波动在海峡传播过程中受地转影响的结果
。

另外
,

尽管等振幅线基本上与岸平行
,

但仍存在着等振幅线自上而下逐渐向左偏的倾向
,

反映了 K :

潮波在传播过程中振幅因摩擦而缓慢地衰

减
。

同位相线的分布特征是它们在海峡中大致相互平行
,

但与岸线的法线有一定的交角
,

这种情形也是

摩擦的影响所致
〔‘’。

由于这种交角的存在
,

使得与海峡中轴线相垂直的直线两端 K
:

分潮发生高潮的时

刻不同
,

潮波传播方向右岸的高潮时刻要比左岸的略早
。

从海峡两端来看
,

其北端的高潮时刻比南端约

早 3 小时
。

当 K
:

潮波传过澎湖列岛之后
,

同位相线略成一弓状
,

这可能是由于海峡变宽
,

使 K
:

潮波在

其传播方向的右侧向西南而左侧向南传播的倾向所引起
。

、\
甲/

/
、

,

乡

矛了J

1
1)

勺‘r

图 I K
,

同潮图

一一等振幅线 (cl n ); —
同位相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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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K ,

潮 流 场

1
.

平面分布

图 2 示出了台湾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表层的K
:

潮流分布
。

可以看出
, K :

潮流椭圆长轴方向基本与海

峡的岸线总趋势平行
。

整个台湾海峡中的 K :

分潮流不大
,

最大流速约在 7~ 1介
In

/
:

范围内变化
。

在南

日群岛外海附近流速较强
,

最大流速约为 0
.

3 k n 。

澎湖列岛与台湾浅滩之间也是较强流速区
,

最大流速

也接近 o
.

3 k n 。

在所讨论的区域中
,

大部分地区 K
:

潮流椭圆旋转方向为逆时针方向
,

只有西南部有一

小区域为顺时针方向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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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K
,

潮流椭圆图 (表层 )

—
表示椭圆作顺时针旋转

。

2
,

垂直分布

计算结果表明
,

台湾海峡中 K ,

潮流垂直结构的特征与半 日潮流的不完全相同
。

我们绘制了断面

五F (见图 2 )上几个计算点的K :
潮流垂直变化图(图 3 ) 。 比较图 3 和文献【2 ]的图 8 ,

可以看出 K
:

潮流的

垂直变化与 M
Z

和 S
,

潮流的垂直变化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 ( l) 与 M
:

和 S
:

相比
, K

:

分潮流的最大流速随

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得较慢 ; ( 2 ) K :

分潮流最大流速发生时刻随深度增加而提前的量比 M
:

和 s :

的要大 ;

( 3 ) K
:

分潮流最大流速方向随深度的增加而不断向左偏
,

而 M
Z

和 S :

潮流的最大流速方向随着深度的增

加在水柱上层是向右偏
,

在下层则向左偏
。

上述 ( 2 )和 ( 3 ) 是由于 K
,

分潮的频率与惯性频率接 近
,

而

M
,

和 5
2

的频率比惯性频率大得多的缘故(参见文献汇3 ]和「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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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K
:

分潮流垂直变化
a .

最大流速垂直分布 ; b
.

最大流速方向的垂直变化 ;
c

.

最大流速发生时刻的垂直变化
。

四
、

能 量

我们的讨论基于协振潮
,

并假定天体引潮力是可忽略的
。
因此

,

台湾海峡的潮波能量主要是由外海

传入的
。

我们选取了断面 A B 和 cD (见图 2 )
,

以便讨论台湾海峡区域 K
:

分潮波能量的架源
、

传播和耗

散情况
。

利用潮位和潮流计算了各点单位宽度的能量流以及通过整个断面的能量
,

所得结果列于表 2

和表 3
。

另外
,

表 4 列出了台湾海峡中 K ,

潮波能量输入
、

输出和耗散
。

为便于比较
,

还列出了 M
Z

和 5 2

的相

表 2 ‘
:

潮波通过 A B 断面各站单位宽度的能量流 ( 1丁勺/
s Zc m ) 和

通过整个断面的能量 (l 。一
,

J/
s

)

“ 口 I
J , ,

{
, _ _

}
,

}
j , _

}
J , 。

}
月 _ 。

}
月 , 。

}
, , ,

!
, , 。

}
, , 。

!诵讨 A B 断

琴⋯二兰
.

⋯三二⋯‘上
一

{三上
一

⋯‘立{
一

二
一

卜二竺
-

户}二立{二立}三夔竺里
置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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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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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49 } 0
.

7 8 2 1 } 0
.

7 0 6 1 } 0
·

8 2 9 3 } 0
.

53 7 4 } 0
.

7 2 5 4 } 0
·

6 7 7 5 } 0
·

7 1 6 9 } 1
·

0 5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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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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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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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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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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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戈 潮波通过 C O 断面各站单位宽度的能t 流 (1 0 一
,

J /
5
2
“m )

和通过整个断面的能工 (1 0一勺/
s
)

李⋯二⋯兰⋯土⋯二⋯盖 } 一 0
·

0 9 3 1 { 一 0
·

2 1 4 6 } 一 0
·

2 4 8 7 1 一 0
·

2 6 6 7 }
份 ! K 1 0

9

1 又 1 0
’

} 又 10
’

1 X 1 0
’

l
皿 } } ! } }

2 2 9 2 30 2 3 1

一 0
。

1 6 57

X 1 0
9

一 0
.

2 7 0 5

义 10
9

一 0
.

2 9 3 1

K 10
9

琴⋯立⋯二⋯兰曾 } 一 0
。

6 13 9 1 一 0
.

44 6 6 } 一 0
。

6 4 8 0
:氮 ! 、 , I n , l 。 , n g l 甘

, n g

流 }
“ ‘v

}
八 ‘v

} 八
‘ u

2 3 7 2 3 8 通过 C D 断面的能量

一 0
。

5 6 0 6

义 1 0
9

一 0
。

4 90 5

丫 10
’ 一 0

.

8 13 7 X 10
1 石

应数值(根据文献〔2〕)
。

由表 4 可以看出
, M

:

潮波输人的能量为 K
:

潮波输人的 30 多倍
,
5

2

潮波输入的

也为 K
:

潮波的 4 倍
。

但是
,

其耗散都比 K
,

潮波的大得多
, M

:

潮波耗散的能量占输人能量的 65 %
,

凡

的相应值为 88 %
,

而 K
,

的相应值仅为 23 %
。

因此
,

尽管 K
,

潮波输人的能量少
,

但由于耗散少
,

故 K
:

潮

波能够传播通过台湾海峡
。

表 4 台湾海峡中不同分潮波能t 的输人
、

输出和耗散 (1 0 一
7

J/ s)

分分潮潮 K
iii

M
222 S 222

输输人能量量 1
.

0 5 9 9 火 1 0
‘666

0
.

3 1 0 6 又 1 0
1 888 0

.

3 7 9 2 火 10 1 ,,

输输出能量量 0
.

8 1 3 7又 10
’666

0
.

1 0 8 2 丫 1 0
1 888

0
.

0 4 4 6 又 10
‘’’

耗耗散能量量 0
.

2斗6 2 又 1 0
1 666

0
.

2 0 2 3 火 1 0
’888

0
.

3 3斗6 火 1 0
足,,

耗耗散 /输人人 2 3%%% 6 5%%%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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