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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冲淡水扩展机制》

秦 曾 濒

(上海台风研究所 上海 20 0 03 0)

由华东师范大学朱建荣和 沈焕庭完成的 20 万字的《长江冲淡水扩展机制》专著
,

已 于 19 97 年 3 月 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该专著是第一部建立一个 a 坐标系下三维非线性斜压浅海与陆架模式
、

考虑多种动力因子
、

研究长江冲淡水扩展的专著
.

夏季长江冲淡水转向机制是物理海洋学界多年来悬而

未决的问题
,

长期以来为国 内外同行所瞩目
。

以往研究的方法
,

大多数是基于对观测资料的分析 ; 对采用

的一些数学模型
,

为了能求出其解析解
,

作了过多的近似
,

能够考虑的因子很有限 ; 数值模式不够完善
,

考

虑的因子也不够全面
。

著者在充分了解国 内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
,

根据长江 口外海区复杂的自然条件
,

设计了一个a 坐标系下三维非线性斜压原始方程浅海与陆架模式
,

在模拟出渤
、

黄
、

东海稳定环流的基础

上
,

考虑各种因子的作用
,

从内在动力机制上 比较全面
、

深人地研究长江冲淡水的扩展机制
,

得出了一些

重要的结论
。

这是该专著的最大特色和创新之处
。

该专著共分六章
。

第一章主要概述东海陆架环流基本特征和长江冲淡水扩展研究概况
.

第二章设

计一个a 坐标系下三维非线性斜压浅海与陆架模式
,

包括原始方程组
、

物理过程的处理
、

初边界条件和数

值方法的给出
.

模式计算区域为整个渤
、

黄
、

东海
,

水平分辨率为 7. 5’ x 7. 5’
,

垂向分辨率为 11 层
,

考虑实

际海岸形状和海底地形
。

在空间完全交错的网格系统上
,

离散化控制方程组
,

采用 A D 】计算方法求其数

值解
。

动量方程中的非线性项采用二次能量守恒的半动量格式
,

温盐方程中的平流项采用迎风格式
,

垂

向涡动扩散项采用隐式格式
.

模式性能良好
,

其分辨率甚高
,

这在黄
、

东海的海洋环境数值模拟中并不多

见
.

第三章模拟长江 口外海区的余流
,

包括风生流
、

边界力产生的余流 (如台湾暖流
、

黑潮 )
、

夏季黄海冷

涡产生的余流
、

近长江 口 门海区的密度流
、

潮致余流
。

由于长江冲淡水的扩展与余流密切相关
,

作者先对

长江 口外海区的余流作数值模拟
,

并分析了它们对长江冲淡水的扩展可能带来的影响
,

这对深人探讨长

江冲淡水扩展的动力机制是有益的
。

第四章研究底形
、

斜压等对长江冲淡水扩展的影响
。

为从动力上分

析长江冲淡水的扩展行为
,

建立了一个包括底形和水位坡度以及它们与斜压相互作用的涡度方程
,

针对

地形
、

斜压
、

底摩擦
、

径流量对长江冲淡水扩展的影响
,

分别作了数值模拟和动力分析
.

第五章为夏季长

江冲淡水扩展机制研究
。

夏季长江冲淡水的扩展
,

尤其是夏季长江冲淡水的转向现象
,

是该专著论述的

重点
。

对径流量
、

台湾暖流
、

风场
、

黄海冷涡等因子对夏季长江冲淡水扩展的影响
,

作了详细的数值模拟

和动力分析
。

第六章为冬季长江冲淡水扩展的数值模拟
.

作者不仅模拟出了长江冲淡水夏季伸向东北
、

冬季在沿岸一狭窄带内向南扩展的现象
,

阐明 了长江冲淡水扩展的动力机制
,

同时再现了渤
、

黄
、

东海冬
、

夏季的环流结构
,

如黑潮及其分支
、

沿岸流等
,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结果
.

专著中提出的某些新观点以及得到的某些结论值得重视
。

譬如
,

根据数值试验的结果
,

作者认为
,

黄

海冷涡对夏季长江冲淡水转向东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夏季风场对冲淡水的扩展作用显著 ; 台湾暖流

和长江径流量并非夏季长江冲淡水转向的原因
.

在长江近口 门段
,

夏季长江冲淡水主要受底形和斜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