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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又只 弋量 , 观 妙事 买指出
,

长 江 冲 淡水转 城 弃 复 又 仗 芍长 江径 汽量有 关
.

而且

价 六 国东南
一

蚤岸的海面坡度和海面风 泣 力的涡度有 井
.

海面 坡度铆存在火 本质上
l夕 映了台清 畴

一

至对长 江 冲 淡水祛 向砌 象 的影 叫
.

长江以水量丰沛而著称
,

每年 流入东海的淡水量平均达9 3 2 2
、

1少 n 1 3 ,

约占渤
、

黄
、

东海所纳 径流量的冲
。

左右
一

’

长江径流入海后的典型扩展特征是
,

在枯水季节 ( 从 11月至第二年 4 月 )
,

径流入海不

久
,

便沿近岸向南扩
一

张
,

而在洪水期 ( 5 一功月 ) 的多数月份
,

径流入海不久
,

约在东经

论 2 14)
‘

一 12 2 加
’

之间
,

很快转成东北方向
.

长江冲淡水影响所及有时可达济州岛歌2
·

只

或南黄海 中心区域
’

.

转向后的冲淡水主轴略呈反气旋的转向趋势
5

.

关于 引起 冲淡水转向的几种主要观点

一般认为长江冲淡水的转向现象与长汀:径流量
、

外海流场 (主要是 台湾暖流)
、

海面风

应力
、

海底地形和斜压效应有关
.

但是
,

其中究竟哪些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

引起冲淡水

转向的力学机制是什么 ? 至今 尚无较为一致的看法
.

由于长江冲淡水的转向现象常常出现在洪水期
,

而且冲淡水区的盐度分布
、

冲淡水的

消涨变化均 与径流量有关
.

因此
,

人们通常认为长江径流量是影响冲淡水转间现象的主要

原因之 一
盯 5 一 ” 少

,

’ ‘ .

乐肯堂甚至认为存在着一个临界径流量
.

根据洪水期各月平均舌轴

位 置和多年平 均的 月平均 径流量
,

粗略地得到这一临界流量为3
.

6一4
.

。 / 川
‘
m , / 5 .

然

而他的理论结果 〔文献 〔7 〕公式 ( 2
.

川 )) 恰巧说明
,

冲淡水的舌轴转角是随着流量的增大

而逐渐增大的
.

于洪华 Z j

根据 19 7 : 一 19 81 年间的断面调查资料和调查期间的径流量资料认

为
,

这一临界流量为3
.

5 \ 10
“
m , 5

.

B e a rd sle y等人
,

根据射流理论
,

考虑到水深加

大造成的涡管伸长和底摩擦影响
,

认为至少在南槽口 存在着 个临界流速只
.

当流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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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oc 时
,

冲淡 水舌就会 向左偏转
.

由于流速与流量有关
,

这里也隐含着临界流量的概念
.

然而B e a rd sl e y 等人没有给出犷oc 的具体数值
,

并使临界流量的概念更趋复杂
.

由于确实存在着当长江径流量很大时
,

冲淡水并不转向的个例
,

另一些 学者提 出台湾

暖流是影响长江冲淡水转向的主要因素
,

并举出了一些重要证据
.

例如
,

浦泳修 〔l0j 同样

使用 1975 一 1981 年间的标准断面资料和相应的前一个月的月平均径流量指出
: “
长江冲淡水

分布状况之所以多变
,

主要与台湾暖流和 (东海 ) 北部的冷涡有关
,

长江径流量的多寡是

次要的
. ”王从敏等人 〔llj 在研究了历年 (1 9 59 一 198 1) 8 月冲淡水扩展方向同台湾暖流及

7 月份长江径流量的关系之后指出
“冲淡水的扩展方向同台湾暖流高盐水的北伸距离及 台

湾暖 流高盐 水 (底层 ) 主轴距 闽
、

浙海岸的距离远近有关
,

而与前期长江径流量关 系较

小
。

由于缺乏长期的测流资料
,

人们只能从温盐资料间接地推测台湾暖流的强弱
.

这种推

测的可靠性如何是要进一步论证的
.

此外
,

台湾暖流高盐水的分布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如

何从实测资料中排除季节变化影响
,

即对 8 月份以外的其他月
,

如何找出表示 台湾暖流强

弱的温盐指标
,

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至于文献 〔10〕把东海北部的冷涡归结为影

响冲淡水转向的原因
,

但文中并没有给出这些冷涡确实存在的必要证据
,

也就很难谈论它

们对长江冲淡水的影响了
.

洪水期长江口海区的风场以偏南风为主
,

正好同冲淡水转向以后的方向一致
.

枯水期

长江口区的风场以偏北风为主
,

恰与枯水期冲淡水的扩展方向一致
.

因此人们常把风应力

看作是影响冲淡水转向的因素之一 〔5
,

“
·

‘3
,

“矛但是
,

由于 以下几个原因
,

风的直接作用
,

对冲淡水的转向现象来说
,

可能是不重要的
.

第一
,

平均风场引起的流速较小
,

从而对冲

淡水的影响较小
.

第二
,

若不考虑地形效应
,

均匀的风场不可能改变流场的涡度
.

第三
,

迄今人们还没有从实测资料中发现风应力同洪水期冲淡水的扩展方向之间的明确关系
.

人们还从数学模型和数值模拟来考查冲淡水的转向机制问题
,

在这里首推乐肯堂 〔7 〕

的工作
.

他通过求解射形流方程组指出
,

地形效应是影响冲淡水转向的主要原 因之一 而

后崔茂常 〔‘6〕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

王文素则认为夏季季风和地形影响
,

是长江冲淡水转

向的主要原因 〔13 〕
.

袁耀初等人 〔17
,

18 〕从数值计算得到台湾暖流和底斜效应是促使长江冲

淡水转向的主要动力 机制
.

另外
,

顾玉荷 〔l5j 的数学模型则强调了季风和台湾暖 流的影

响
.

袁银初等人和顾玉荷都认为
,

径流量越小
,

外力越易使其转 向
,

从而否定 了径流量是

促使冲淡水转向的主要原因和存在临界流量这种观点
.

张庆华 〔20 〕考虑了一个稳定的两层

模式
,

他的结果与众不同
,

认为长江冲淡水转 向与否
,

同来自长江 口北部海域南下的黄海

沿岸流的存在和季节变化有关
,

从而在长江冲淡水转向问题上又增加 了一个新的观点
.

由上可知
,

关于洪水期长江冲淡水的转向机制问题
,

无论在资料分析或是理论研究方

面
,

各家分歧甚大
.

其突出的问题在于人们没有给出较多的观测依据和使人们信服的理论结

果
.

因此
,

尽可能收集较全面的观测资料
,

最好进行系统的海上观测
,

给出有说服力的研

究成果
,

仍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们将从现有的观测资料入手
,

尽可能占有较多

的观测资料
,

进行综合分析
,

最后得到
: 径流量

、

自南向北的海面坡度
、

风应力的涡度变

化
,

是造成冲淡水转向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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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实测资料给子的启示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
,

怎样定量地表达冲淡水的转向现象?

毛 汉礼等人
抓 5 垂曾把盐度为26 的等盐线定义为冲淡水核心区的界限盐度值

,

而把 32 等 盐

线作为整个冲淡水的界限盐度值
.

他们并把长江 口 北部的等盐线26 与3 1
厂’

N 线包围的面积与

等盐线 26 包围的总面积之比作为判断冲淡水转向程度的指标
.

而后王从敏和翁学传在研究

冲淡水转向现象与台湾暖流及长江径流量的关系时
,

也是使用这一指标的
.

另一些学者则

是根据 冲淡水的扩展方向作为其转向指标
.

如于洪华等人
犷”屡以冲淡水核心区界限盐度值

26 的扩展方向来判断冲淡水是否转向的
.

而浦泳修则以盐度为 30 的等盐线为主
,

并参照盐

度为31
、

32 的等盐线的扩展状态作为转向指标
.

在理论研究中
,

常常把冲淡水的转向现象

归结为冲淡水的舌轴方向的改变问题
.

文献 〔7 飞 并根据实测盐度分布
,

给出了冲淡水舌

轴轨迹 图
.

在我们的研究中
,

收集到 19 5 8一 19 8 7年间洪水期的大部分调查资料
,

共69 次
.

其中主

要包括全国海洋普查资料
、

标准断面资料
、

水产部门的调查资料以及其他专题调查资料
.

由于调查资料的来源不同
,

布站密度和调查范围的差异较大
,

研究中很难像文献 〔5 〕那

样使用冲淡水面积之比作为转向指标
.

在这里
,

我们将把冲淡水的舌轴与正东方向的交角定

义为冲淡水的扩展方向
.

向北为正
,

向南为负
,

当交角为正时称转向
.

这里所说的冲淡水

舌是指 与长江 口的淡水源直接相连的低盐水区
.

在多数情况下
,

这一区域的盐度值小于 31
.

对冲淡水舌形状比较规则
,

远岸段的扩展方向与冲淡水转向后的方向基本一致的情况
,

一

般不难给出其舌轴方向
,

如图 l ( a )所示
.

但对那些冲淡水扩展办向不一
,

以及远岸段

方向不断改变的那些观测个例
,

就比较难以准确确定其舌轴方向
.

这 时我们将以冲淡水主

体部分的中心线为舌轴
,

如图 l(b )所示
.

如果远岸段的冲淡水舌轴方向不断改变
,

我们将

以接近转 向点附近的舌轴方向为准
.

如此定出的舌轴方向比较粗糙
,

可能因人而异
,

但误

差一般不会超过 5 一 10
.

(一 ) 径流t

由于各月调查时间不一
,

统计时对大通站 径流量的取值作如下规定
:

当海上调查的中

间时刻落入 上旬时
,

我们取 上月和当月的月平均流量的平均值
,

其他情况则取当月的月平

均流量
.

如此
,

统计结果表明
,

长江冲淡水的转向角明显随径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图 2 )
,

但转角

值各月有所不 同
.

图 2 中用不同符号标 出不同月份的转向角随径流量的变化关系
.

由于冲淡水的转向角

不可能超越岸线
,

且实测资料中转向角与流量之间的非线性倾向比较明显
,

因此我们用下

式

y = a 一 b
厂 x ( 1 )

来拟合资料
.

与式 ( 1 ) 有关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 ( R ) 如表 l 所示
.

表中b / a 为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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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读取长江冲淡水舌轴方向的具体实例

( a ) 19 8 5年 9 月
,

流量3
.

44 冰 lo 4
m ’/ s ,

( b ) 19 8 6年 5 月
,

流量2
.

38
x 10

4
m

3

/ s

所得各月冲淡水开始转向的最小流量
,

可称之为月均启动流量
.

表 1 与式 ( 1 ) 有关的回归统计t

月月 份份 555 666 777 888 999

aaaaa 24 6
。

222 8 8
。

111 14 1
。

999 巧 1
。

222 14 5
。

000

bbb 义 10
444

56 8
.

333 16 7
。

777 43 6
。

333 4 2 6
。

OOO 47 9
。

333

bbb / a ( m , ))) 23 10 000 19 00 000 3 0 70 000 28 2 0 000 33 06 000

RRRRR 0
。

4444 0
。

3555 0
。

8444 0
。

6777

⋯
。

.

8 555

图 2 表明
,

除 6 月份外
,

各回归曲线的走向比较一致
.

随着径流量的增大
,

图中各曲

线的排列次序为 5
、

6
、

8
、

7
、

9 月
.

10 月只观测到两次转 向情况
,

没有给出相应的回归曲线
.

苏 表 2 进一步给 出各月冲淡水的转向频率及与冲淡水转向现象有关的特征量
.

该表的显

著特征是
:
( l ) 从 6 月至 10 月

,

转 向次数与观测总次数之比 ( 即转向频率 ) 逐月减小 ( 5

月的频率与 6 月接近 )
.

( 2 ) 5 一 8 月
,

观测所得转向最小流量和不转向最大流量有逐月

增大之势
.

下一节
,

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两条统计特征所代表的动力学机制
.

从图 2 及表 2 的统计结果还可以知道
,

尽管在平均情况下
,

冲淡水的转向角随着流量

的增大而增大
,

但在实测资料中确实存在着大径流量 (超过 4
.

0 x l护m 3
/s ) 冲淡水不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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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0
’

一 8 0
‘

图 2 冲淡水转向角与大通站径流量之关系

求拟合曲线时
,

括弧中的资料已被略去

的若 干个例
.

在 我们使用的资料 中计有 19 86 年 7 月
、

19 77 和 1983 年 8 月
,

19 81 年 9 月等
.

其中19 77 年 8 月
,

已被文献 〔10
,

n 〕报道过
.

作为例子 图 3 给出了三次大流量情况下长

江冲淡水不转向的实例
,

它们分别是 19 81 年 9 月
、

1983 年 8 月和 19 86 年 7 月
.

当时的月平

均流量分别为4
.

15
、

5
.

47和 4
.

7 5 x 10 4 m ’
/s

.

表 2 冲淡水转 向状 况统计

月月 份份 555 666 777 888 999

总总观测次数数 777 1111 1000 1999 1 111 1 lll

转转向次数 / 频率率 6 / 8 6 %%% 10 / 9 1 %%% 8 / 80 %%% 15 / 79 写写 5 / 45 %%% 2 / 18 %%%

水水文调查期月月 26 80 000 4 1 40 000 44 60 000 4 1 00 000 39 50 000 27 60 000

平平均 流量 (m ’ /s )))))))))))))))

不不转向最大流量 (m ’ /s ))) 24 30 000 3 4 30 000 4 7 40 000 5 4 70 000 4 1 50 000 40 5 0 000

转转向月月平均流量 (n 1 ’ /’s ))) 2 7 3 0 000 4 2 10 000 45 70 000 40 5 0 000 43 60 000 3 8 70 000

转转向月最小流量 (m ’ /s ))) 23 80 000 26 80 000 3 5 80 000 28 0 0 000 34 4 0 000 30 50 000

333 0 年月平均流量 (m 3 / s ))) 3 5 50 000 4 1 10 000 48 90 000 45 60 000 42 0 0 000 3 5 8 0 ()))

对图 3 ( a )
,

尽管径流量超过 4
.

0 X 104 m ’
/s

,

但在 31
O

N 线以北
,

几乎找不出冲淡水的

踪影
.

对 图3 (b )
,

台湾暖流高盐水系直伸32
O

N 以北
,

几乎到达33
O

N 线附近
.

狂图 3 (b) 中
,

于 32
O

N 线 以北
,

还可以看到被台湾暖流水系排挤的冲淡水区
,

预示着调查前冲淡水曾经转

向到东北方向
.

与1 9 8 3年 8 月类似的情况还有 19 7 7年 8 月
.

图 3 ( c )中的冲淡水直接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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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一
、。 :

---

一一一
珠勺

图 3 大通站径流量超过 4
.

0 x l少 m ’

/s 时冲淡水不转向的个例(表层盐度分布)

( a ) 19 8 1年 9 月
,

( b ) 19 8 3年 8 月
, ( c ) 19 86年 7 月

.

月平 均流量分别为 4
.

15
、

5
.

47
、

4
.

75 又 10
4
m ’ / s

略偏南的方向扩张
,

可达124 E 以东海区
.

另一方面
,

观测资料还表明
,

当长江径流量大大小于人们提到的临界径流量时
,

冲淡

水有时却明显地转成东北方向
.

如径流量不足 3
.

0 x 10 呜m ’
/s

,

冲淡 水明显转 向的个例有

19 5 5
、

19 78
、

19 8 1
、

19 82
、

19 5 6年 5 月
,

19 7 9年 6 月
,

19 7 2年 8 月等
.

图 4 给 出 19 7 9年 6

月和 1 9 81 年 5 月两个实例
.

这两次的径流量分别为 2
.

68
、

2
.

84 x l乎 m 3
/s

,

19 86 年 5 月的

径流量仅为 2
.

3 8 X 10 4 m ’ / s (图 1 (b ))
.

多数作者只注意到洪水期 6一 8月冲淡水的转向现象
,

对洪水季前期的5月却很少报道
.

我们 的统计结果表明 5 月恰巧是冲淡水转向频率最高的月份之一
,

而该月冲淡水转向的月

平均径流量仅为2
.

73 X l0’ m ’
/s

.

径流量大时
,

冲淡水可以不转向
,

径流量小时
,

又常常

转成东北方向
,

以上事实同临界经流量的提法相差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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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拼
入入

.

六六

(((b )))

布布⋯⋯
荔荔

,

笋夕
.

/ /
---

图 4 大通站径流量小于 3
.

0 X
10

4 m ’

/s 时
,

冲淡水转成东北方向的实例(表层盐度分布)

( a ) 19 79年 6 月
,

( b ) 19 8 1年 5 厅
,

径流量分 别为 2
.

68
、

2
.

84 、 10 4 m 3 / s

(二 ) 海面坡度

迄今只有文献〔19〕讨论过长江口南北两岸的水位差对冲淡水转向现象的影响
.

根据大地水准测量资料
,

已发现我国沿岸的平均海面
,

南高北低
,

存在着 自南向北的

海面坡度 〔21 一 23 〕
.

以刘天真和王志豪给出的资料
,

从汕头至金 山嘴的 平 均海面坡度为

2
.

62 x lo 一 ,

长江 口以北的平均海面比较平坦
.

以陈宗铺等人给出的有关我国高程基准的

最新研究结果
,

从汕头至连云港的平均海面坡度为3
.

07 x 10 一坡降最大的区域出现在南汇

嘴至连云港一带
.

以上 两种海面坡降
,

虽然在长江口以北有些出入
,

但总的坡降趋势是一

致的
.

从大范围看
,

上述沿岸水位的变化趋势又与西北太平洋经 向动力高度差相一致 〔“4 〕
.

另外
,

我国沿岸水位的季节变化特征是
:

月均水位年变幅为北部大南部小 〔25
,

261
.

由北

向南位相依次落后
.

于长江 口海区月均水位一般于 8 月达最高值
,

2 月达最低值
.

根据文献 〔21
,

2 5〕给出的水位资料
,

内插得长涂站的平均海平面高程为 5 c m
,

计算

所得厦 门
、

长涂站的月平均水位和两站间的海面坡度值如表 3 所示
.

由表可知长江淡水入海后
,

在其南下过程中均逆坡而进
.

洪水期长江入海口门的平均流速一般只有40 一 50 c m / s 〔27
,

2 8〕
.

那么以表 3 中的水位坡降值
,

由简单的能量守恒原理可知
,

冲淡水逆坡南进的路程大约只

有50 一 12 0k m
.

然后在海面 坡度的作用下冲淡水将折向东北方向
.

显然上述由能量守恒原

则得出的数值与夏季冲淡水的实际扩展情况 比较一致
.

表 3 厦门及长涂两站月平均水位 ( c m )及海面坡度值
月月 份份 111 222 333 444 555 6 {{{ {{{

888 “ }}} , o }}} , , }}} 1222

厦厦 门门 2 666 2222 1888 1444 1777 1888 1666 2444 3888 4777 4 111 3 000

长长 涂涂 一 777 一 1000 一 1000 一 666 222 1000 l111 1 777 2 666 2222 l000 222

坡坡度值
x 10

,,
4
。

2333 4
。

1000 3
。

5999 2
。

5 666 1
。

9 222 1
。

0 333 0
。

6 444 0
。

9000 } ,
·

5444

⋯
3

·

, 111 13
·

”777
{
”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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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将图 2 与表 3 相对照
,

不难发现洪水期 图 2 中拟合曲线的排列次序同表 3 中的

海面坡度值相一致
,

即较大的海面坡度对应于较小的转向流量
.

这一关系不难从准地转运

动的位涡方程

旦夕旦
_ 二
叮、 d 伽

福 一一 一 , 不 一 一

—
Q l a l Q l

( 2 )

得到合理的物理解释
.

式中 如为相对涡度
,

% 为海面坡度
,

%为海底坡度
,

F 为无维参数
.

公式 ( 2 ) 的推导见文献 〔2 9〕
.

由式 ( 2 ) 不难得到

d 俞 _ / 而
。

.

而
。 、 / 沙伽 初B

丁户一一 = 户 气 “

—
十 刀下扮~ , 一 气 “下了一

, 十 夕下了-
U l \ 口

,

丫 口夕 / 、 口满 叹F

( 3 )

如果暂时不考虑海底地形对冲淡水涡度的影响那么可以看出
,

涡度的实质微商分别同冲淡

水的流速 和海面坡度成正比
.

冲淡水逆坡南下
,

涡度增大
,

顺坡而下涡度减小
.

由于长江

冲淡水的入海流速与径流量成比例 增长
,

因此冲淡水的入海径流量越 大
,

对涡度的改变

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

这就是在图 2 中实测的冲淡水转角随大通站径流量的增加而增大的原

因所在
.

但是流速还必须通过海面坡度起作用
.

如果海面坡度为零或向南倾斜
,

那么冲淡

水将不会出现气旋式的转向
.

由于海面坡度受气象 条件干扰很大
,

这就不难理解
,

有时即

使径流量很大
,

但 冲淡水舌轴并没有转成东北方向
.

另外
,

洪水期 5
、

6 两月的海面坡度

忘 较大
,

较小的径流量就能使冲淡水明显转向
,

7 月海面坡度最小
,

这时使冲淡水转向的最

小流量理应变得较大
.

因此
,

表 1
、

2 所揭示的统计特征以及图 2 所示的拟合曲线的排列

次序
,

均与表 3 中给出的多年平均的海面坡度值相适应
.

方国洪等人 〔3()j 指出
,

自南向北下倾的海面坡度
,

是台湾暖流北 上的主要动力因素
,

即台湾暖流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面坡度的大小
.

因此在讨论冲淡水转 向原因时
,

究竟是台湾暖流起主要作用
,

还是径流量起主要作用可以用式 ( 3 ) 把互相排斥的两种观

点较好地统一起来
.

式 ( 3 ) 表明
,

海面坡度 (从而台湾暖流) 和径流量对冲淡水转向问

题有同等重要的贡献
.

(三 ) 海面风应力及其涡度

我国沿海为季风气候
,

长江 口海区 5 月至 8 月底盛行偏南风
,

其他各月盛行偏北风
.

夏季的偏南风比较有利于长江冲淡水向东北方向扩展
.

但是
,

从动力学观点来看
,

如果不

考虑地形影响
,

那么均 匀的海面风应力作用
,

将不会引起流场涡度的改变
.

我们曾经考查

过 19 7 5一 19 8 2年间 5 一 10 月大陈站风速同长江冲淡水转向角度之间的关系
,

结 果未能得到

较为满意的相关结果
.

迄今也未见过从实测资料中得出风应力的变化对冲淡水转向角有明

显影响的报道
.

就图 3 所示的三次观测而言
,

调查前研究海区均受过强台风或热带风暴的

影响
,

其中 19 81 年 9 月和 19 83 年 8 月长江 口海区出现过 7 级 以上偏北大风
,

这似乎表明了

风对长江 冲淡水路径的影响
,

但是 19 86年 7月调查前
,

由于热带风暴与温带气旋的共 同作用
,

长江口海区出现 6 级 以上偏南风
,

这时冲淡水并没有转成东北方向
,

而是如图 3 ( c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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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略偏南方向扩
一

张
.

因此风应力的直接作用
,

对长江冲淡水的转向现象来说是 一个比较

难 于分析清楚的问题
.

我们进而考查长江 口 海区风应力的涡度变化对冲淡水转向现象的影

响
.

一

般来说
,

长汀
_

口 以北夏季多南至东南风
,

冬季 多北至西北风
;

长汪 口以 南夏季多南

至西南风
,

冬季多北至东北风
.

因此在长江 口海区风应力的涡度和季节变化是明显存在的
.

过慧华等人
2 ’曾以 ! 经纬度的网格计算过 19 5 9年渤

、

黄
、

东海的地转风应力及其涡度和散

度值
,

结果表明长江 口冬季为负涡度
.

夏季 多数为正 涡度
,

且冬季的涡度值高
一

f 夏季的 !

一 2 个量级 (表 4 )
.

另外
,

我们根据大陈和吕四站 19 75 一 19 82 年间各月风速统计资料
,

计

算了离海面 川 m 高处的风应力及其分量的径向切变值如表 5 所示
.

作为风应力涡度的
‘

表 4 19 5 , 年长江口 海区风应力 (d y n
一

c m ’ )及涡度值
卜1 份 1

一

2 3 、
’

:
引 ’

、 , { ! 1
-

一
”

.

:42
1 0

。

昭 日
.

0 3 门
.

()1 l洛
.

昭
一勺几

一

几子丁丽福获万币卞
‘

石汀一
。

几
:

一砚蔽布百几了
一

不获)一讯
一

、
i石下而

了

一 、,

川弓

} 此 .

日又 . 、只 (食
。

0 只

口
.

别

人 6 3

日 。
,

叫

, 烈 l卜、

川

3
. ”9

2 污

()
.

1犷

日
.

从飞

艺
. ‘j!、

� 4
‘

6 8 1
.

52
~

( j
.

3 1 1、
.

( )3
可l

,

‘, 1

部分
,

表 5 中的数值变 化趋势 同表 4 基本一致
.

冬
、

夏季风应力涡度的显著变化
,

显然

是洪枯两季改变长江冲淡水路径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5 大陈及 吕四站风应 力( d yn /咖

2 , 1 9 75 一 19 a2 )

一
人

陈

卜 日
. 1 19

, 一
l). 的 { f). 11

—
-

—
~ 十

~
一

-
- - -

一
—

一

一

_ 止
_

一二习
_

08
. 1 .

O6 )

) ·

5 9 } !)
·

46 ‘
一 ‘}一

付
.

14 ”
,

{6

”
。

:订
一
比

。

川

(1
。

09 刹
_ ‘以

一
一 宁~

—

“ .

沙1

, . 。 妇

‘百.

2 6

l!
。 ‘二

} 县。 飞6
书一

—
一一呀一一一一 斗一一

一一- ~ 一一一布~

一

一
一

一
一

19 讯 听 {}
.

加
一

。
.

! 9
「

( )
.

26
,

2 甘
。

一

—
-

.

3 n

娜
. 1 匕

‘l。

灿

日
.

盯
;

( 1 。 t18

日
。

.

1 9

( 1
。

2之

川一�一喊�l).11

一—
- -

一

~
-

一
一十一

一

一
-

一
十
—一升一 -

一
-

一
生城 ‘、

.

3 4 (〕
.

21 1、
.

( ) 1 ‘1
.

18

一

一
-

一

一一
一

·卜,

2只

—
一 卞

井二
‘

公 川
‘ ’

心
.

比 渤
. ‘几罗

.

执 洲
」 ‘

饰
.

一
”

「 ‘’ 、
一

丫
’

一
Ij.

竹
.

叽 月

( 四 ) 夏季长江口区的层化特征

长江径流入海的主要叉道 (北港
、

南槽
、

北槽 ) 均为部分混合型河 口 三8 .

即长江径

流入海口 处
,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层化现象
.

长江河 口的层化状态因时
、

因地不同
,

通常与

径流量
、

大小潮 以及涨
、

落潮相有关
.

反映洪水期长江河 口层化现象的最明显例子如文献

盯2 8二中的图 2
.

我们在长江 口 海区的调查中也得到过类似的盐度分布
.

此外长江 口 的层

化现象还表现在各水道的实测流速剖面图中 傀8 二
.

即在北港
、

北槽
、

南槽中
,

从海面至海

底
,

径流并不是一致地外泻入海
,

相反在其 卜层
,

均观测到外海水倒流入河 口的现象
.

由上可知
,

由于洪水期长江 口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层化现象
,

因此在构造 长江冲淡水转

2 ) 过慧华等
,

渤
、

黄
、

东海灾害性天气 下及月平均风场
、

风应力及涡度
、

散度场特征的初步分析 手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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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问题的数学模型中过于依赖于地形对冲淡水转向问题的影响是不切实际的
.

综上所述
,

根据实测资料的分析
,

径流量
、

海面坡度和风应力的涡度变化是影响长江

急 冲淡水能否转向的关键因子
.

海面坡度的存在
,

本质上反应了台湾暖 流对长江冲淡水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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