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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范围同步连续观测海流流速很困难
,

这才
一

厂生建立一定的理论及方法认真计算

海流流速的要求
.

可是
,

过去沿用至今的动力计算
〔‘〕 ,

方法虽简便
,

但只能计 算因 密度

分布所生的梯度流 (或地转流)
,

且存在着既不考虑风力
,

又不顾及湍流摩擦力
,

再 加 无

运动面难以确定
,

即令设法作出浅海订正
,

其结果又往往与事实不符等根本性缺陷
;
而如

籍 E k m a n
漂流理论

〔昌’计算海流
,

又仅能计算因风所生的漂流
,

且还存在着既不考虑海水

密度分布
,

又视海面无倾斜
,

再加湍流动力粘滞系量难以确定等与实际相差较远的理论依

据
.

近代兴起的一些海流数值计算
,

又往往都局限于全流或深度平均流速的计算
.

因此
,

建立一种既考虑到海洋内部海水分布
,

又考虑到海面风力外加海面大气压力作用
,

顾及到

海洋中揣流摩擦力
,

又体现流速随深度变化
,

而更重要的是应用起来简易的计算海流流速

的理论及方法
,

便成为很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

为此
,

本文作了这样的初步尝试
,

曾应用在

东中国的海黑潮流系的流速计算中而获得了初 步的成功
.

在海流基本上是由海洋内部密度分布及海面风力和气压作用下形成的认识下
,

我们便

可在水平压强梯度力
、

地转偏向力及由铅直湍流所生的水平湍流摩擦力的平衡下
,

依据海

流动力学的运动方程
、

连续方程以及海面升降必须遵从的条件
,

求得由海水密度
、

风力及

气压等决定的流速解析解
,

籍此将海洋 内部各点的海流流速计算出来
.

而在求 解 的 过 程

中
,

我们还提出了依据一定事实
,

确定水平压强梯度力及铅直湍流动力粘滞系量的理论及

方法
.

当然本文所提出的计算海流流速的理论及方法
,

还存在着一些需待今后继续研究克

服的缺点
,

例如仅考虑铅直湍流
,

适用于较深的海洋
,

需要预先知道海面流速等
.

一
、

定常恒速海流流速计算

(一) 定常恒速海流流速计算

在忽略海水水平湍流摩擦力
,

且视海水流动为定常恒速时
,

考虑在水平压强梯度力
、

地转偏向力及由铅直湍流所在的水平湍流摩擦力三者取得平衡下的水平及铅直向运动方程

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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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指向东
, y 指向北

, z 指向下
; u 、 v 及 二分别为流速的东分量

、

北分量及错直向

下分量 ; p 为海水密度
, 尸 为海水压强

; 甲为地理纬度
; 口 为地转角速度 ; g 为重力加 速

度
; A

:

为铅直湍流动力粘滞系量
.

引进水平复速度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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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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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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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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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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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风应力的东及北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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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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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中第一部分为由风力生成的
,

第二部分则为由密度分布生成的流动
,

将此式代入 (1 1 )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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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第一部分由风力生成的
,

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则为由于密度分布生成的流动
.

考虑到第三个运动方程
,

即 ( 3 ) 式
,

分部积分解 (12 ) 及 (1 3 ) 的积分项
,

便得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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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即可根据 (1 4) 及

(1 5 ) 式将在海面的和在任意深度的水平流速计算出
.

(二) 水平压强梯度的确定

按照第三个运动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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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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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i ) a A
: e h ( 1 + i ) a

H 〔
e h ( 1 + f) a

H 一 1〕

x ( T
二

+ 犷T
,
)

g
十 -

丁丁一丁二 屯 一 , 丁一一

又1 + 忿) C丑
z 丁一 乙

(
’ 产 / 口P 二 口p \

. 1
~

二
~

-

一 十 金 气二

—
l

J
一 ‘、 口劣 口夕 /

sh ( 1 + i ) a ( z 一 z ,
) d z ,,

d z ,

〔1 一 e h ( 1 + f) a z 〕 f H 「
z ‘ / 口p

, 尸 ; 二
刃

了
~

- 下- 二 二

—
,

二~ - -落
下

~ - -

灭
. . . 一

—戈1 + 名) a A
二

上e h ( 1 + 忿) a月 一 I J J
一 : j

一 : \ J %

型夕
~

、
口V /

日P

口y
sh ( 1 + f)

尸+

火 a ( H 一 z , ) d z ,,
d Z ,

.

( 2 9 )

解中第一项为海面流速贡献部分
,

第二项为风生海流部分
,

第三项及第四项均为密度

分布所生的海流部分
.

如对 ( 2 9 ) 式求

口
2

砰
口2 2 一

z 的二阶导数
,

得
:

〔( 1 + f) a〕
“e h ( 1 + f) a Z

c h ( 1 + f ) a
H 一 1 牙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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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f) a {Sh (1 + i)a (H 一 z )〔e h (1 + f) a

H 一 1〕+ sh (1 + i) a
H

· eh (1 + i) a 二
}

月
Z eh (1 + i)a万〔

eh (1 + i)a H 一 1〕

x (T
:
+ fT

,

)
、 、 卫粤i犯 {

‘

{
’ ‘

了粤
一

十 、

粤、
, h (: + ‘)。(: 一 : ,

)、z ,, 、: ,

月
之 J 一 乙 J 一 式\ U 义 U y / z 口

dz
g f

苦

嘴
.

一
~一了一一 .

入
:

J 一 七

日P
.

百歹
.

十 ’
口P e h (1 + i) a z

口夕
侧尸 、
口V /

(1 + f) a

g
一 ~
一一百 一一

一

广1 2
e h (1 + f)a H 一 1

、、、子/P一yd
一
口( H f

: 尹

/ 口P
X l 日 f 一代二一

~

一 + 之

J 一 ‘J 一 七\ 口义

s h( 1 + i) a (H 一 z ,
)d z l,

d 之 (3 0 )

经过分 部积分后得
:

乡
Z

W 〔(1 + f)a 〕
“e h (1 + i) a 之

口z e h (1 + i) a
H 一 1 班

一 ;

+

(1 + f) a
{
sh (1 + f) a (H 一 z )〔c h (1 + i) a

H 一 1〕+ s h(i + f)aH
eh (i + f)a : }

A
: e h (1 + f) a

H 〔
eh (1 + f) a

H 一 1〕

即
x (T

大
+ fT

,
)

g 厂
之

十 一丁
~ 一 .

丑
:

J
一 ‘

~

刁王 + ’
口P 亘夕 、

口y /

口P
e h (1 + f) a (z 一 z ,

)d z

dz
口P

口y

、
、2

了

l一
;

eh (1 + f)a H 一 1

口P

口%

H�产

J
r

!
Le h ( 1 + f) a 之

?

一儿十

一

f
“

厂粤
十

粤、
。h ( 1 十 *) 。 (二

J 一 七\ o x a y /
: ,

) d z 产〕
.

( 3 1 )

·

!z,+一

而在海底或某一深
z =

H 处

子旦竺仁、
= -

\ 口之
乙

/ 二

〔( 1 + f) a〕
“ e h ( 1 + i ) a

H
e h ( 1 + f) a

H 一 l

〔( 1 + i ) a〕sh ( 1 + i ) a
H

伴
_ :

十 一
~ j一 二

~

硒 丁二 一几又 一牙
一

于一 - 石一

直
:
仁C n 火1 十 公j G 1 2 一 1

( T
:

+ fT
,
)

十 i
日P

口夕
夕些\
口夕 /

d 之,

山

助
一

叙助一叙厂了!、、‘、了了、

��

打一尸

l十

e h ( 1 + i ) a
H

e h ( 1 + i ) a
H 一 1

e h ( 1 + f) a
H 一 1 丁

二 日P \
十 2 石 一- }

d 夕 /
二 ,

e h ( 1 + i ) a (万 一 之 , ( 3 2 )
一 二

由 ( 6 ) 式
,

知在 z =
H 处

/ 口
2

平 、 ]
_

/ 夕尸

火
一

百尹一夕
, =

.

面万火
~ 一

一

汐牙
一 十 ’ ( 3 3 )黔

将之代入 ( 3 2 ) 式
,

便得
:

1 / 口尸
.

口尸 \

—
【

~

- 万 一 十 金 二
.

一 1 =

月
之

、 口劣 口y / H

〔( 1 + f) a〕
“e h ( 1 + f) a

H
, , ,

一 —
-

气
一二 二 厂一认 - 石 牙一几 一一 乡J _ r

Cn 吸1 + 7 ) 0 1 1 一 1

十 一
〔( 1 + i ) a〕sh ( 1 + i ) a

H
A

:

〔e h ( 1 + i ) a
H 一 1〕

( T
、

+ 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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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
二

e h(1 + f) a
H

e h (1 + f) a
H 一 1 丁一 乙

/ 口P
. 一一二一一

.

护 盆

\ d x

型旦
-

、
口y /

d z

g

A
:

稍经整理便得
:

1

eh (1 + f) a
H 一 1

r H / 日p 二
. {一 ~ 二厂- 门

,

Z

J
一 ‘\ d x

一

空已、
口y /

e h (1 + 矛) a (H 一 之 , )d z ,

(3 4 )

1

〔(l + f)a 〕
“
刃

:

eh (1 + f) a
H 一 1

e h (l + i)aH

/ 日尸
.

日尸 、
l ~ 贾一一 十 2 不

~

—
~

1

\ 口x 口y / H

= 一不
一 : +

1

(1 + f) a A
二

sh (1 + f

e h(1 + 公
(T

二
+ fT

,
)

H一H
、l产一
、,,户

dz
g

一
~

, 二, 二了ee 宁 一不
~

一 一二 石一一丁一一

Lt l + 公)口 J
“

月
z

r H / 口P
I {

~

一又厂
一 + 公

J
一 ‘\ 口x 口y

.

型夕 、
口夕 /

口p

1

〔(l + f) a〕
Z
A

:

1
e h (1 + 公) a

H

fH / 口P
I t 一下户 - 一 一 2

J
一 乙、口x

亘旦
-

、
d 夕 /

e h(1 + f) a (H 一 之,
) d z

(3 5 )

在 a
H ) 3 的情况下

,

我们即可将上式右边近似地改写为
:

1

〔(1 + f) a〕
“
A

二

/ 口尸
l 一二丁- - 十 2

\ (了戈 口夕
卫岁

一

、
口夕 /

口尸
= 一 不犷

_ 产 + 二几万下下又二- 下不
、 1 十 公) G 了日 之

s h (1 + i

e h (1 + f

H

H
(T

二
+ iT

,
)

、一声、J
尹

g
十

五丁不)贡匡万丁丁一 乙(
~

去 i一 十 f
创义

口P 卫旦\
口夕 /

d z

g 1
一 〔(1 + f) a〕

“
月

: e h (z + ‘)aH 丁

之 ,

/ 口P
{

,

一 二
.

十 之

\ 口X

夕夕 、
口y /

e h (1 + f)a (H 一 之,
)d Z

一 心

(3 6 )

由于按照 (1 6 ) 式
,

知在海面
二 = 一 互处

即

/ 口尸
l下 一

.

+ 2

\ 叮义

竺红、
d y /

/ 口亡
= g P 一 ‘ {下丁 + :

一 ‘ \ u 人

.

兰丛 、
口y /

口亡
日y

/ 口尸
。

+

火
. .

石瓦 + ‘ - 性、
y /

口尸
(3 7 )

以及在海底或某一深度
z =

H 处
,

卜�

H一月

!g一一
H

/ 口尸
l 一下一- ~

十 汉

\ 口X

夕当入
口夕 /

口尸

口y

/ 刁P 二 口P 、
, ,

.

/ 口尸 二 口尸 、
(

~

不 ~ 一 十 2 一不, 一 j a Z
‘

十 ( 一可一
.

十 忿 一
下— 夕

、 0 义 u y /
: 产

、 o x a y / 一 乙
-

( 38 )

于是再将 ( 3 8 ) 式代入 ( 3 6 ) 式
,

便可近似地求得
:

1

〔( 1 + f) a〕
“
A

:

/ 口尸
( 一一二

~

一 十 2

\ d X

卫星、
口V /

口尸

口y 一 乙

= 一 附
_ 尸

+ 万了一;,
- 石

又1 十 2 ) 口月
:

s h ( 1 + f) a
H

e h ( 1 + f) a
H

( T
二

+ fT
,
)

g 1
一 〔( 1 + i ) a 〕

“
A

: e h ( 1 + f) a
H 丁

e h ( 1 + f) a (H 一 之,
) d z

一 乙

/ 口P 二 日P 、
{ 一 , 二

— 十 2 一二—
一

}

\ 口劣
一

口y 八

( 3 9 )

而如将因此获得的 ( 3 9 ) 式与 ( 1 4 ) 式相比较
,

即可近似地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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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尸
.

口尸 、

伪王
一 十 ‘

百
一

尸
二

子壳
一

布速计算自勺研
‘

充

士 O (4 0 )

将 (4 0) 式代入 (3 7) 式
,

可近似地求得在海面 z = 一 亡处
,

之

、、
.‘矛了/ 刁尸 二 J尸 、 尸 / 口P

{
~

万万
~ 十 2 万二

一

丁
一

少 一 一 9 1 1 五二
、 口儿 口 少 / 一 左 J

一 专、 口 汤

乡P
一 + f 毛

,

一
d 夕

,

d z ‘ ,

(4 1 )

而如再将 (4 1) 式及

、、、12
犷

口

一(

(3 7 )

_

口尸

式代入 (16 ) 式
,

即可近似地求得在任意深处

日尸

即
二 一 + 乞

一
~

二

口x
一

创夕

\ f ,1/ 口P

) - 一 g ! l 。
_

万
一

十 z

/ 之 J z \ 以义

口p

之 ,
d z ,

(4 2 )

于是
,

解析解中有关水平压强梯度项便可用水平密度梯度项来代替
.

(三 ) 水平流速及 A
:

的确定

在水平压强梯度如上述那样确定以后
,

我们便可将它们代入 (1 4 ) 及 (1 5 ) 式中
,

去

求得海而水平流速W
一 ; 及在任意深处的水平流速砰分别为

:

口r

Zd
,

言

、
.

1了了

研
一 : =

T
:

+ fT
,

(1 + f)a刃
:

s h( + i)a H
e h ( + f)a H

g 「H / 口P
十

一
二下 二一一 1 (

-

一 二 石一二 . t 一二 一

仁Ll + z ) a j
‘

丑
z

J
一 : \ d x

口P
+ f 下

二
~

一
d y

g

〔(1 + i) a〕
Z
A

: e h (1 + i

「月 / 口p 二 口P \

)五子矛J
;

又
一

百牙
一 十 ’ : 夕 夕

: / e “气l 十 ” “L月 一 “
‘

’““
‘

, (4 3 )

及

研
=

T
二
+ fT

,

(1 + 艺) a月
:

。h (1 + f) a (H 一 z )
e h (1 + 公) a厅

9 fH / 口p
”

厄刃百
i)压护刃丁 J

之

又百牙
十 ’

口P 、
不

- 一
才 a 之

’

a y /
: 产

+
二 口P
十 7 耳 )

二 , c h“ + ‘, ·‘

一
‘
’“·

‘

;

(劣
· ‘

割
: ,

ch “ · ‘’·‘汀 一 、’“z’.
Il�

V尸
�尸.1.,�

g

〔( 1 + i ) a〕
“
月

二

厂夕p

\ 口尤‘
J

S

之一

l
J

又
g

〔( 1 + f) a〕
“
A

二

c h ( 1
一

卜f) a 之

e h ( 1 + i ) a ll

( 4 4 )

如将 ( 4 3 ) 及 ( 4 4 ) 写成分员人
,

便为

d z’助
0 夕

龟

、、11了一一
。/了l、、

f
“( T

二
+ T

、
) sh Z a

万 一 口
‘ 厂

一 T
,

) s i nZ
a万

比 一 布

V 一 二

Z a A
二

( e h Z a万 + e 、) 5 2 味少I )
+

夕

2 。 “
A

:

·

~ 、益、、、
)

一

厂
:

(
一

器)
:

〔。h。 ( 2厅 一 之产 ) 5 i n a z ,

+ 5 i n a : , s i n a ( 2 1了一 z 产
) 〕

〔
了z

产 一
g

Z a z
左

二

( e h Z a j子 + e o sZ a
H )

「
月

了口月 、
J

一

扒 口y /
: 尸

X 〔e ha ( ZH 一 z 尸 )
c o s a 之 , + e h a z e o s a ( ZH 一 z ,

) 〕d z ‘ ,

( 4 5 )

( T
、 一 T

二

) sh Za
H + ( 7

’ 二
+ T

、

) s i n Z a刀
Za A

:

( e h Z a月
一

+ e o s Za万 )

g

2 a 2
月

:

fH / 夕P \
后 l

一
不 一 一

} a Z
‘

J 一

必 a 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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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g

Z a “
A

:

(e h Za
H + e o s Za

H ) 丁一 乙‘织、
〔c h 。 (ZH 一 二 ,

)c 。 S 。二 ,

\ U 劣 / z 厂

+ e ha z 产 e o s a (ZH 一 z ,
)〕d 之

, +
g

Z a “
A

:

(e h Z a
H + e o sZa H )

f
“

厂
~

(塑 、
J

一

八 口y /
之

x 〔sh a (ZH 一 z , ) sin a 之 , + sh a z , s in a (ZH 一 z ,
)〕d z , ,

3 卷

(沃6 )

及

(T
二

+ T
,
)〔s ha (ZH 一 2 ) e o s a z 一 s h a 之e o s a (ZH 一 z )〕

7名z =
Z a A

:

(e h Za
H + e o s Z a

H )

+
(T

, 一 T
二

)〔e ha (ZH 一 2 ) sin a z 一 e ha z sin a (ZH 一 2 )〕

Z a A
:

(e h Z a
万 + e o sZ a

H )

9 fH / 乡P \
, , .

g f
十 一二了

~

万 - 1 一 ~
. 吸

一

不 一 J a Z
’

十 一石下亏一了一一 怪
乙e 一

直
:

J
:
\ U y /

: 尹 ‘u 一

五
:

J 一 乙{(斋)
; , ·h · (

一
‘’一

“‘“ 一 “ ‘
’

+

(粤、
.

c h。(: 一 : , ) s ; n 。(二 一 二 ,
)〕、z ,

\ 口劣 /
z 尹

+

e h a
H

e o s a
H

e h a z e o s a z + sh a
H

s in a
H

sh a 之s in a z
g一A

a 2 e h Za
H + e o sZ a

H

X {
“

ff粤、
.

c h 。(二 一 二 ,
)c o s。(二 一 : ) +

‘华
一

、
一

sh 。 (、 一 : 尹 )

J
一 乙L 、 U y /

2 2
\ U 戈 /

z 了

X sin a (H 一 之, )〕d z , +
g

a Z
A

:

s h a
H

s in a H e ha z e o s a 之 一 e ha
H

e o s a 汀 sll a z s in a z

e h Z a
H + e o s Z a

H

·

丁艺
;

[(器)
: , 。h·(、一

)

一
‘H 一

, 一

(
一

霎梦)洲
子‘一

‘
,

x sin 。(H 一 : , )

〕
、: , ,

(4 7 )

(T
, 一 T

二

)〔slla (ZH 一 z ) e o s a z 一 s h a z e o s a (ZH 一 之 )〕
V Z 二

Z a A
二

(e hZ a
H + e o sZ a

H )

(T
二

+ T
,
)〔e h a (ZH 一 之 ) sin a z 一 e h a z s in a (ZH 一 z )〕

Z a A
二

(e hZ a
H + 」

一

e o sZ a
H )

p一%口
一口9 fH / 口p \

, ,

g f
一 豆瓦泛不一 」

二

火百犷/
二 , a “

‘

一而
万月乒

.

J一 屯

x c h · (

一
)

一
(

一
) 一

(塑
一

、
口V /

口P

乡y
, sh a (“ 一 z ‘ ) s in a (之 一 z ‘

)〕d z ,

eh a
H

e o s a
H

e ha z e o s a z + s ha
H

s in a厅 sh a z s in a z

e h Z a
H + e o sZ a

H

g一
呱一a+

一 乙l(器)
: , ·、· (二一

)

一
(H 一

, 一

(器
一

)
: , S h · (汀一

, S ‘二 (Hl
J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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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z’ )〕d z’ +
g

a “
A

之

s ha l了sin a ll e h a z e o s a z 一 e ha
H

e o s a H sh a z sin a z

e hZ a H + e o s Z a
H

·
‘

丁
“ ;

{(
一

努
一

)
二 , ·

htl (jz’一
)

一(fI 一
) ·

漂
一

)
: , S

ha (H 一
)

火 5 in a (H 一 z ‘)〕d 之 ,
.

(4 8 )

将一系列 A
:

代入 (4 5 ) 及 (4 6 ) 式
,

使这样计算出的
u 一 : 及 。 一 : 与实测的海 面流速 相比

较
,

使差值小于某个预定的可允许数值
,

即可确定所要计算海区海面上各 点的 A
:

值
.

再

将这样确定的 且
:

值代入 (4 7) 及 (4 8) 式
,

即可计算出在任意深度处的流速
.

我们便是这样先确定东中国海黑潮流系各点的 且
: ,

而后计算得出各点的水平流速的
.

这样确定 且
:

的方法
, 一

赎缺点是要在预知海面水平流速的情况下
,

始能比较 作出
,

这

在海面水平流速未 知的情况下
,

就无法使用该法确定 且
二

了
.

至于海流流速的铅直分量
,

在水平流速分量已求得的情况下
,

则可将连续方程 ( 4 )

先化作差分方程而后进行计算
,

计算时可认为海底的铅直流速 。H = 0
.

(四 ) 东中国海黑潮流系的海流流速计算

我们利用二月份风应力和密度值
,

对界于北纬 2 4
“

一5 产一3 4
。 ,

东经 1 2 0
0

3 0 尹一 1 3 0
0

1 5 产

东中国海的黑潮流系的海流流速进行计算
,

计算是在每点的 A
:

均定为 37 5 克 /厘米
·

秒 的

情况进行的
.

示卜算时采用东西步长为半个经度
,

南北步长为半个纬度和铅直步长按水深标

准层次间隔设置的立体网格
.

网格上放置密度数据
,

网格中心放置风应力数据及所要计算

的水平流速值
.

上层次四个水平流速计算值和下层次四个水平流速值之间的中心点
,

放置

所要计算的铅直流速值
.

利用差分法迸行计算
,

H 最大值为 8 00 米
.

计算结果表明
:

1
.

黑潮进入东中国海后其主要分支为
:

( 1 ) 流入台湾海峡的向南逆流 约 在 北 纬

2 5
“

1 5 ‘一2 6
“

1 5
‘ ,

东经 12 1
0

3 0 ‘一 12 3
0

15 ‘ 附近流入台湾海峡
.

( 2 )I河浙 支 流 约在 北 纬

2 8
”

3 0 ,

一2 9
“

4 5 , ,

东经 12 4
“

4 5 产一 12 6
0

1 5 , 成几乎平行于闽浙海岸的方向向北流去
.

( 3 )

约在北纬 2 9
0

5 5 ‘一 3 0
”

1 5 厂 ,

东经 1 2 8
“

4 5 产一1 3 0
“

处流向日本南部成为黑潮延 续体
.

( 4 )

黄海暖流约在北纬 3 0
“

4 5 产

一 5 2
0

4 5 产 ,

东经 1 2 6
0

1 5 产一 1 2 7
“

1 5 产 附近朝西北方向流入 黄海
.

( 5 ) 对马暖流大约在北纬 2 9
“

5 7 ,

一3 3
“

4 5 产 ,

东经 1 2 0
“

1 5 /

一 1 2 9
”

3 0 ,

附近北上
.

2
.

黑潮的主轴是波状
,

这一主轴的位置
,

几乎与中国海 2 00 米等深线平行
,

开始偏

于 2 00 米等深线东南方向的 50 海里
,

而后北上
,

直到北纬 30
。

处便折向东
.

由此可见
,

黑

潮主干自我国台湾北上后
,

大致是沿大陆架和大陆坡毗连区域流动
.

如果我们在这个波状

主轴之间作一中线
,

则可得黑潮主轴波动的振幅约为 62 海里
,

波长约为 4 40 海里
.

从 南

面往下到 50 0 米
,

主轴的位置由于受大陆架的挤压
,

虽然略偏东
,

但偏离的并不大
.

3
.

黑潮流系中出现三处较大流速值
,

分别位于北纬 3 0
0

1 5 产
、

东经 1 2 9
。 ,

北纬 2 6
0

4 5 ‘
、

东经 1 2 6
“

一 1 2 6
“

1 5 产和北纬 2 4
”

连5 ‘
、

东经 1 2 3
“

三处
,

该三处的深度各 为 8 0 0 米
, 2 0 0 0 米

和 1 2 0 0 米
.

出现较大流速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形的影响
.

或是 由于地 形 逐渐变窄
,

黑

潮大部分从这里流进太平洋
; 或是由于当黑潮北上往东偏时

,

受到冲绳岛的阻挡 , 或是由

于正当台湾与西表岛间
,

黑潮水大量涌进东海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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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黑潮的右侧
,

因岛屿和地形的摩擦作用
,

常发生很强的逆流
,

约在北纬 27
0

15 产 、

东经 1 2 7
0

4 5 尸

和北纬 2 5
0

3 0 产一2 7
“

3 0 产 ,

东经 1 2 1
“

3 0 产一 1 2 4
。

处
.

我们对中国海海区的黑潮流系
,

进行了初步的海流流速计算
.

利用实测与计算海面流

速的比较来确定铅直揣流动力粘滞系量 刃
二

是合理的
,

据此进一步计算各点 的流速是可行

的
,

从而获得东中国海二月份黑潮流轴的空间分布及流系流速的空间分布
.

由于计算所利用的资料是不同年代的
,

非准同时的
,

而且实测海面流速尚待进一步完

善
,

致便 A
:

无法按细分的小海区来选取
,

以示其随经
、

纬度的变化
.

计算结果与实 测海

面流速相比有些偏小
.

其它季节的资料正准备进一步计算
,

以便研究黑潮的季节变化
.

在我们的计算过程中
,

多承北京京字 1 16 部队的冯康同志及金旦华同志在编制计算程

序 中诚挚的指导和帮助
,

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

又多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及国家海洋局

情报研究所提供有关资料
,

特在此一 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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