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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口邻近海域无潮点的确定

刘爱菊 李坤平 黄易畅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

早在 30 年代小仓 申吉便发现渤海存在两个半 日潮 、M : )无潮点
,

并用 等高线法作出了

同潮图
.

50 多年来
,

秦皇岛附近的无潮点位置墓本确定
,

而黄河 口邻近海域的无湘点位 !

不大确定
,

自19 80 年以来
,

许多学者 〔‘一 5 〕先后对瀚海潮波进行数值计算
,

在得出各 自

的潮 波 图中
,

反映 了作者们 对无 潮点位 l 的判断
,

当时由于黄河 口邻近海域的实侧水位

资料少
,

无法判断哪种图更符合实际情况
,

而只是一种推侧
.

近年来
,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

局在黄河口五号桩海港码头轴线上
,

放 ! 几台水位计进行水位观测
,

获取了一个月的 同步

观测资料
,

经分析确定 M Z
无潮点的位 ! 在 03 号站的东南方约 Z k m 处 红6 〕

.

19 86一 19 89 年
,

我们在小沉船 ( 38
勺

06
’

09
’‘

N
,

lx 8 58
‘

2 2
”

E ) 附近
,

采用安德拉水位

计观测
,

获得了连续三年的水位资料
,

并结合周围侧站的资料 (图 l
,

其 中含北海分局的

资料 ) 进行了分析
,

在分析中发现 0 2
、

0 3站及周围侧站的M Z分湘振幅和迟 角的变化是不合

理的
,

因此我们又对这 些站的原始资料作了考证
,

发现 02
、

03 站的水位计有下沉现象
,

造

成水位观侧记录的起 算面不 一致 (图 2 )
,

这一现象
,

必然形响M Z分潮无潮点的确定
,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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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水位观侧站位图

本文于烤卯年 3 月 8 日收到
,

修改稿于份即年 9 月 1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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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资料作了订正
,

再结合周围现场观侧资料做全面系统分析
,

较准确地确定了M : 分潮

无湘点的位 t (38
’

09
‘
40

“
N

,

一 9
“

0 1
‘
00

“
E )

,

与文献 ( 6 〕的无潮点位 t 相比较有差异
.

另外
,

近几年有关学者 〔3, 4 〕,

对渤海 l / 4 日分潮波作了数值计算
,

但所得 1/ 4

日分潮四个无潮点的位工却相差很大
,

旋转方向也不一致
,

基于这种情况
,

我们在分析半日潮无

潮点的向时
,

对渤海南部两个 1 / 4 日分潮无潮点位置和旋转方向也作了分析
,

确定了M 4 分

潮无潮点的位 ! (见图 4 )
.

一
、

资料概况和处理方法

卜1090H.]‘二
1‘0

近年来随着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

黄

河 口附近不断设站进行潮位观测
,

获得

不少的潮位资料
,

资料序列长短不一
,

长者一年以上
,

短则几夭
,

春
、

夏
、

秋
、

冬各季均有
,

但以春
、

夏季较多
,
资料

侧站分布范围广
,

并位于无潮点周围 (图

1 )
,

既有沿岸站
,

也有海上测站
,

其中

02
、

03
、

龙口
、

东风港
、

小沉船
、

岸边

站等均为同步资料
.

分析前对原始资料

作了精心的考证
,

资料质量是可以信赖

的
.

重新将各站水位值作了调和分析
.

图 2 02 站潮位过程曲线起算面不 一致情况

二
、

无潮点的确定

1
.

由分潮调和常数推断无潮点的位置
.

据分析结果
,

03 站的M Z
分潮振幅最小

,

仅为

0
.

女 m
,

而离开03 站向外
,

振幅则逐渐增大
,

由此可以断定
,

M : 分潮无潮点就在03 站附近
;

从相角变化可看出
,

龙口港M Z
分潮迟角和03 站的迟角相近

,

说明 03 站和龙 口在无潮点的同

一侧
,

东风港M Z分潮迟 角与03 站迟角之差约 18 0
。 ,

恰好半个周期
,

说明无潮点在东风港和

03 站之间
,

从而断定
,

M Z
分潮无潮点在03 站的西侧

,

也就是在油码头中央轴线的西北侧
.

为了进一步确定M Z分潮无潮点的精确位置
,

我们作了如下分析
.

在海区平均天文条件

下
,

对于M Z
分潮有下列公式

:

若二 H e o s 〔口t + (巧 + u ) 一 g 〕
.

( 1 )

设 t’以分潮假想 天体上 中天时刻起算
,

式 ( 1 ) 改写为
:

若= H c o s (口 ,
,

了)
·

( 2 )

为书写方便 以下略去
“ ‘ ”

号
,

以东 8 时为标准时
,

式 ( 2 ) 展成下式
:

‘二 若, c o sa t + : s in a r ,

其中

g , = H e o s g ,

石2 = H s in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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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g
,

和 : 分别代表
: 二

将围绕03 站的测站
,

o 和 [ 二 T / 4 ‘T 为分潮周期 ) 时的潮位置

计算 I 二 o 和I = T / 4时的潮位置
,

绘制
= o 时和 l 二 T / 4时的

潮位场
,

零线的交点即是M Z
分潮无潮点的位置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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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0 3 站大约相距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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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
;
分潮潮位场 (l 二 0

、

j 二 T 4 )

用同样的方法
,

分析了M 4 分潮潮波系统
,

得出M ;
分潮在渤海南部有两个无潮点

,

一

个在莱州湾口的左侧 ( 38
0

07
’

00
“
N

,

12 0
0

20
’

10
“

E )
,

另一 个在渤海湾中部 ( 38 38
‘

30
“
N

,

1 18
一

z0
‘

00
’‘

E ) ( 图 4 )
,

由迟角的变化可知
,

两个M
。

分潮潮波系统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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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出的是
,

上述分析所用调和常数
,

多数测站是 用夏季资料分析的结果
,

各站资料

基本 同步
,

文中无潮点的位置
,

基本代表 夏季无潮点的位置
.

_

急 2
.

波谱分析方法
,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
,

我们选用与03 站构成扇形的东风港
、

岸

边站和龙口 港的 同期资料
,

作 了谱分析计算
,

结果表明03 站的半 日潮波峰值最小
,

02 站次

之
,

向外逐渐增大
.

从
.

频域相关函数来看
,

扇形面上各站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
,

相 关值

在0
.

7一0
.

9之间
,

而相距很近的 03 站与 02 站之间
,

相关值仅 0
.

25
,

这也说明
,

半 日潮无潮

点在03 站附近
.

各站与03 站之间的位相谱
,

进 一步证实了半 日潮无潮点的位置
,

在半 日潮频段上
,

东

风港和03 站之间的相角变化约 17 00
,

说明半 日潮无潮点几乎在东风港和似站之 间的连线上
.

岸边站与03 站之 间相角变化约 4 1
、

,

龙口 站和岭站相 角变化为3 56
、 ,

说明两站几乎同时变

化
,

由此还看出
,

半 日潮波绕无潮点逆时针旋转
.

运 用相 同的分析方法
,

得到渤海南部两个 1 / 4 日分潮潮波系统
,

一个无潮点位于莱州

湾 口
,

偏 向海峡一侧
,

另一个在渤海湾中部
.

由位相谱的变化看出
,

这两个 1/ 4 日分潮波

系统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

与调和分析结果一致
.

三
、

M
Z
分潮无潮点的变化

表 1 月平均海平面距平值 ( m )

月月 份份 lll lll lll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000 l 111 l 222 年年
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
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

塘塘 沽沽
一 0

。

3 222
一 0

。

2 111 一 0
。

1555 一 0
。

0333 0
。

0 777 0
。

2 000 0
。

2 999 0
。

3 111 0
。

2 999 0
。

0555 0
。

1 】】 0
。

2888 f)
。

6333

黄黄河海港港
一 0

。

2000 一 0
。

2888
一 0

。

1 666 一 0
。

0999 0
一

0 333 0
。

1666 0
。

2 333 0
。

3 333 0
。

2 555 0
。

1222
一0

。

0 222 一 0
。

3555 〔)
。

6吕吕

龙龙 口口
一 0

。

2222
一 0

。

2 222 一 0
。

1777
一 〔)

。

0666 0
。

〔)333 0
。

1444 0
。

2333 0
。

2666 ()
。

】999 0
。

()777
一 0

。

()777 一 0
。

1777 f)
。

1888

1
.

水位变化引起无潮点的变化
.

由表 ! 看出
.

本海区水位季节变化明 显
.

8 月份最 高
.

,

口 ,, 、
。

,才 、
* * * 、

。 。 _ 、、 栩。 二 ,
_

七 、 * 摺
。匕

.

* 二 、 、 ‘
、 ,

_

,
, 、

书
_

_

_ T 厂办1 月份最低
.

年较 差为0. 60 m 左右
,

根据无潮点与湾顶距离的 简单计算公式
‘ 二 ‘

上子
生 ,

年较 差引起无潮点前后摆动约 Z k m
.

2
.

摩擦等原因引起无潮点的变化
,

潮波 在传播过程中
,

如果无能量耗散
,

入射波和反

射波强度相等
,

它们在海湾的分布是对称的
,

相反方向传播的波 ‘位相相反 ) 叠加形成驻

波波节
.

在地转 偏向力的作用下
,

形成左旋潮波 系统
,

无潮点位于 中央抽线上
.

但是潮波

传入浅海
,

由 于摩擦 等原因
,

引起能量耗散
.

无潮点离开海湾轴线
,

而向左侧 ‘面 向湾顶 )

偏离
.

考虑铅直湍摩擦的浅海潮波
,

其无潮点位置用下式确定

( 2 , , + r )二 。

麻不不
一

幻
-

一一葱万一
-
汀一厄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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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为分潮角度速度

,

f 为科 氏参量
, c 为 ‘

、

才h )波速
,

h 取海湾平均水深
,

尸 为摩擦系量
。

由上式可见
,

无潮点的位置取决于海湾长度
、

地理位里
、

平均水深
、

摩擦

系量和分潮角速度
.

对于渤海湾
,

取水深 18 m
,

矽二 38
.

5
,

; , 二 0
.

4
,

经计算M Z分潮无 潮点

位置在38
0

09
‘

N
,

n 9 10
‘

E
,

由此 看出
,

对于特定海湾
,

摩擦效应 (左 ) 的大小
,

对无潮点

的左右摆动有较大影响
.

在夏季海水层 化较 强
,

垂直方向动量交换较 弱
,

且夏季平均水

深较大
,

夏 季摩擦效应最 弱
,

由夏季资料分析无潮点的位置
,

离岸较远
,

相反冬季无潮

点离岸较近
.

如小沉船的资料分析结果可知
,

夏季 ( 8 月份)M : 分潮振幅 4
.

oc m
,

冬季 ( 1

月份) 振幅2
.

3 c m
,

一年资料分析结果是3
.

4c m
,

而分潮迟角变化不大
,

这说明无潮点基

本上在一直线上摆动
,

摆动距离约为 s k m
.

除此之外
,

大潮期间
,

能量耗散大
,

小潮期间能量耗散小
,

故可以推断
,

大潮时无潮

点离岸最近
,

小潮时离岸最远
,

摆动周期为半个月
,

摆动距离另作探讨
.

四
、

结 语

通过对近年来在黄河口周围所观测的全部潮位资料的分析
,

笔者认为无潮点的位置已

基本清楚
,

随着黄河口岸线进一步外移
,

无潮点位置可能发生变化
,

但该无潮点位 l 能代

表近期一段时间的情况
.

它对于分析研究黄河口 邻近海域的潮汐现象和水文状况的分布及

变化规律是极其重要的
,

对于今后潮波数值计算工作
,

无疑是最有力的检验和标定的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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