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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余流及其对物质的输运作用

朱首贤 “ 丁平兴 史峰岩 朱建荣

(华东师范大学河 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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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分析了杭州湾
、

长江 口 冬季余流和物质输运作用 的观测特征
,

提出了几

个值得继续研 究的问题 然后
,

利用杭州湾
、

长江 口 三维联合模型
,

综合考虑径流
、

风

应力
、

密度流
、

中国东部海域背景环流和 M Z ,

气
,

K , ,

0 1 四个分潮 的综合作用
,

模拟出

了冬季的余流结构及其对物质的输运作用
.

在此基础上
,

针对所总结的几个问题
,

进

一步作数值模拟
,

讨论余流和物质输运作用形成 的机制
.

关键词 杭州湾和长江 口 冬季 余流 物质输运 三维模拟

中图分类号
: P71 3

1 引言

一般认为
,

在科氏力和沿岸流作用下
,

冬季长江径流入海后
,

余流沿岸向南流动
,

由杭州湾

湾 口北部进入杭州湾
,

从湾 口南部流出而继续向南扩展 {‘一 ”l. ‘)
.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对观测资料

作深入分析
,

给出其余流和物质输运更全面的特征 [“
,

5
,

“
,

川
.

本文第一部分〔’“] 己经建立 了杭

州湾
、

长江口三维联合模型
,

这一部分对这些观测特征作简要分析
,

总结出几个值得继续研究

的间题
.

然后 围绕这几个问题
,

综合考虑径流
、

风
、

温盐的斜压效应
、

中国东部海域背景环流和

峡
,

岛
,

K , ,

O , 四个分潮
,

作模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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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冬季余流和物质输运观测特征的分析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2
.

1 E u ler
余流

引用文献【1 11 整理的资料
,

如图 1 所示
.

可以看出
,

长江 口外远岸段和杭州湾南部
,

E ul er

余流流 向基本偏南
.

同时
,

长江 口外还存在向北分支
,

这种特征在文献〔12
,

13 ] 整理的观测资

料中也有明显体现
.

浦永修[6] 把这种沿岸北上的流称为
“

吕四扩散流
”

.

杭州湾北部 E ul e r
余

流有很强 的偏向东北成分
,

与从长江 口到杭州湾的物质输运方向接近相反
.

这一点在文献

〔1 4] 中也有明显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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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湾和长江 口冬季观测的 E ul e r

余流 (引自文献仁1 1〕)

2
.

2 物质输运

引用王康缮等 [2] 和浦泳修等〔“〕整理的盐度观测资料
,

由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
,

长江 口出来

的低盐水基本上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向杭州湾和浙闽沿岸扩展
,

这种物质输运特征在廖先贵

等川和何青[“〕整理的重金属分布场中也有明确体现
.

另外
,

杭州湾有两个明显的锋面
,

分别为

长江冲淡水次级锋和钱塘江冲淡水锋面 ( 又称金 山舌形锋 )
.

毛汉礼等〔
‘, ]早就指出杭州湾顶

附近
,

北部盐度低于南部
.

长江 口附近
,

除了向南的物质输运外
,

图 3 还表 明存在向北的输运
,

与浦泳修提出的
“

吕四扩散流
”

对应
.

2
.

3 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于上述特征
,

很多学者基于观测资料作了深入的结构和动力机制分析 t‘一 9
,

“ 一 ‘SL ‘)
.

数

值模拟是研究余流和物质输运的一个重要手段
.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
,

过去涉及该海域的

数值模拟
,

有的分辨率太低
,

有的仅计算杭州湾或长江 口局部海域
,

不易综合考虑各种动力因

子全面模拟上述特征及分析其动力机制
.

本文把杭州湾
、

长江 口作为整体
,

围绕下述几个问题

作进一步的模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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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表层

杭州湾冬季盐度分布(引自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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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考虑影响杭州湾
、

长江 口冬季余流

和物质输运的主要动力因子
,

模拟其余流及其物

质输运作用
.

(2 )就 以下几个问题讨论其动力机制
.

一
、

冬季各种动力在总的余流和物质输运中各起什么

样的作用 ? 二
、

冬季长江 口外向北的
“

吕四扩散

流
”

和物质输运
,

到底是什么动力造成的 ? 三
、

在

冬季
,

什么动力造成杭州湾北岸 E u le r
余流和物

质输运方向接近相反 ? 四
、

在冬季
,

金 山舌形锋

和杭州湾顶附近南高北低的盐度分布是什么动力

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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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 口 2 月份表层的平均盐度

(引自文献【6〕)

3 冬季整体余流及其物质输运作用的研究方案

和本文第一部分「‘0 ]一样
,

重点计算范围包括杭州湾
、

长江口
,

垂直方向均匀分为 8 层
.

另

外
,

我们把 中国东部海域也作为嵌套计算范围
,

通过计算中国东部海域冬季
“

边界力
” 、

温盐和

风作用下的环流来提供以杭州湾
、

长江 口为整体的计算域的开边界余水位
.

对于中国东部海域冬季环流的模拟
,

给出 6 个开边界的流量
,

即台湾海峡 1
.

0 x 10 “m 3 /s
,

台湾以东黑潮入 口 2 2
.

0 x 10 6 m 3 / s 、

大隅
一 吐噶喇海峡 2 1

.

0 x 10 6 m 3 / s 、

对 马海峡 1
.

5 x 10 6

m 3 / S 、

朝鲜海峡 o
.

r5 2 9 只 lo 6 m 3 / S 、

长江 口 o
.

o l2 9 x lo 6 m 3 / s ,

其余侧边界或者是岸边界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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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于流量不大而取为封闭 ;风场取自 CO AI〕S 资料 ;温度和盐度参照《渤海
、

黄海
、

东海海洋

图集》[
‘“〕

、

胡方西提供的盐度大面图〔
‘7〕和王康缮等提供的杭州湾盐度锋面图[2] 给出

.

对于冬季杭州湾
、

长江 口为整体的海域的余流及其物质作用模拟
,

我 们采用 以下方案
.

4

东
、

南
、

北开边界水位由 夸=

艺H ‘c os (饥: 一 g 、) + 夸。给出
,

H ‘,

g 、分别为 M Z ,

凡
,

K l ,

O ,
的振幅

忿 = l

和迟角
,

芬。为中国东部海域背景环流计算结果 ;河流上界给定流量
,

长江取 12 900 m 3 /s
,

钱塘

江取 2 50 m ”/ S ;温度
、

盐度的资料来源和计算中国东部海域环流一样
,

风应力取冬季典型值西

北北方向 0
.

I N /扩
.

从静止开始积分 s d
,

流场稳定
.

继续积分 30 d
,

用最小二乘法作潮流调

和分析
,

其常数项即为 E ul e r
余流

.

用质点跟踪法求 Lag ra ng
e
余流时

,

4 个分潮周期的最小公

倍数大
,

为了充分滤掉周期性潮流
,

我们作过一个月的质点轨迹跟踪
,

滤掉周期性摆动
,

给出部

分点的轨迹示意图
,

反映 La gr an g e
余流及其物质输运作用

.

我们对两个 M:
分潮周期的模拟

流场作时间平均
,

其平均值和 30 d 模拟结果求出的 E ul e r
余流基本一致 ;作两个 M :

分潮周期

的质点跟踪
,

其轨迹和 30 d 的轨迹反映的物质输运趋势也基本相同
.

因此
,

作两个 M :
分潮周

期的质点跟踪
,

周期性潮流基本被滤掉
,

求出的流可以近似作为 L ag ra ng
e
余流

,

而这种方法给

出的模拟结果讨论更方便
.

由于不能给出完全合理的开边界条件
,

开边界附近模拟的余流误差大
,

不具代表性
.

因

此
,

后面的模拟结果
,

我们主要分析远离开边界的区域
.

4 冬季整体余流和物质输运作用的模拟结果分析

模拟的 E ul e r
余流基本体现了观测的 E ul e r

余流特征
.

深度平均 E ul e r
余流

,

长江口存在

两个分支
,

北支和北港 口外流向偏北
,

直到 122
.

4o E 附近转向偏南方向
,

形成半环形涡旋
,

南港

口外偏南 ;杭州湾
,

模拟的余流在杭州湾北部流 向偏北
,

南部偏南
.

流速
,

长江 口 门附近
、

口外

和杭州湾一般 5 一 20
。m / 5

.

垂向各层余流有很大差别
.

长江 口
,

表层余流基本上都偏南
,

从第

二层开始
,

存在向南和向北的分支 ;杭州湾
,

表层和第二层余流基本上都偏南
,

从第三层开始
,

湾北部和中部有很强的偏北倾向
.

图 4 是模拟的深度平均
、

表层和底层余流
.

模拟的 La gr an g e
余流能反映物质输运观测特征

.

深度平均 Lag ran g e
余流

,

长江 口 门附近

和 口外有两支
,

一支由北支
、

北港出来
,

流向偏北
,

一支由南港出来
,

流向偏南 ;杭州湾东北部和

中
、

东部余流都偏 向南
,

湾顶存在顺时针涡旋
,

金山附近是涡旋和向南余流的交界处
,

这种余流

使长江冲淡水进入杭州湾后
,

在金山以东进入湾中
,

湾顶附近余流南进北出
,

在金 山附近转向

湾中
,

有利于形成金山盐度舌形锋和湾顶附近南高北低的盐度分布
.

垂向各层 L ag
r
an g e

余流

存在差别
.

长江 口
,

表层和第二层 La g r
an g e

余流基本偏南
,

从第三层开始
,

Lag r
an g e

余流分偏

向南和偏向北两支向外扩展 ; 杭州湾
,

上部偏南余流比下部强
.

图 5 是模拟的深度平均
、

表层

和底层 Lag r
an g e

余流
.

对模拟结果综合分析
,

有一点值得重视
,

在杭州湾北部
,

模拟的 E ul e r
余流和 Lag r

an g e
余

流方向基本相反
,

可以体现观测的 E ul e r
余流和物质输运方向接近相反的特征

.

需要指出的是
,

冬季偏北风对长江 口外向北余流有抑制作用
,

底层风生流指向偏东方向
,

对密

度流产生的向口内入侵也有抑制作用
,

本文采用的风应力典型值比平均风速对应的风应力要大一

些
,

我们也采用平均风速作过对比模拟
,

发现口外向北扩散分支和向口 内入侵的现象更明显
.



6 期 朱首贤等
:

杭州湾
、

长江 口余流及其物质输运作用的模拟研究 fl

1 19 2
.

12 1
0 12 3

.

E 119 2
. 12 3

.

E

10 Cm /s

3 0 Cm /s

5 冬季余流及期物质输运作用的机制模拟

5
.

1 径流对冬季余流和物质输运的贡献

在河流上界给定流量
,

其他动力因子都不考虑
.

首先以中国东部海域为计算域计算径流

所产生的流
,

提供杭州湾
、

长江 口为整体的小区域的开边界条件
.

然后在杭州湾
、

长江 口 为整

体的海域采用高分辨率曲线网格
,

进一步模拟径流产生的余流
.

垂向各层流的趋势基本一致
.

下层一般 比上层小 20 % 一 70 %
.

从图 6 深度平均流模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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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看出
,

长江径流小股从北港和北支出来向北扩展
,

可以一直影响到 31
.

85
’

N
,

绝大部分

在科氏力作用下向南偏转
,

从杭州湾湾 口北部进入杭州湾
,

从湾 口南部流 出杭州湾
.

长江 口 门

附近流速为 2 一 12 Cm / s ,

口外 3 1
.

8o N 以北和 122
.

4o E 以东已降到 2 。m / s 以下
,

杭州湾在长江

径流主体影响到的地方为 2 一 6 。m / s ,

12 1
.

S
O

E 以西和 12 1
.

9o E 以东也降到 2 。m / s 以下
.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
,

在径流作用下
,

长江 口除科氏力作用下存在向东南的余流和物质输

运分支外
,

也存在很弱的向北余流和物质输运分支 ;杭 州湾
、

长江径流 自身的扩散不会破坏金

山盐度舌形锋
.

1 19
一

2
.

12 1
。

协协协
1 19 2

.

12 3
.

E

图 5 模拟的冬季 l月g r

an g e

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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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风生流对冬季余流和物质输运的贡献

我们首先在中国东部海域计算风生流
,

提供

杭州湾
、

长江 口 为整体的小区域的开边界条件
.

然后在杭州湾
、

长江 口为整体的海域采用高分辨

率曲线网格
,

进一步模拟风生流
.

风生流模拟所

采用的风场为 C()A D S 资料所提供的冬季平均

风场
,

在长江 口和杭州湾的风应力 比冬季典型风

应力要小
.

深度平均流
,

长江 口 门附近
、

口外和杭州湾

大部分海域盛行偏南向流 ;杭州湾顶附近具有补

偿流特征
,

在 1 21
.

Zo E 附近流 向偏北
,

与其东侧

偏南向流组成顺时针涡旋
,

与其西侧偏南向流组

成逆时针涡旋
.

长江 口外和杭州湾东部流速一

般为 10 一 20
c m / 5

.

流的垂向变化明显
.

长江 口

门附近
、

口外和杭州湾东部
,

从表层到底层流向

逐渐 由偏南转向偏东方向
.

从表层到底层
,

流速

迅速减小
,

底层流速一般比表层小 70 % 一90 %
.

1 19 2
0

12 1
.

12 2
.

12 3
o

E

1 19
.

2
.

图 6 模拟的冬季径流作用下的深度平均流

我们给出模拟的表层和底层风生流图 7
.

12 2
.

1 2 3
.

E

图 7 冬季风应力作用流的模拟结果

从模拟结果可 以看出
,

冬季风生流不利于长江 口 出来的物质向北和向东输送
,

而有利于向

杭州湾输运
.

在杭州湾内
,

风生流使长江 口出来的物质在金山以东就转 向湾外
,

有利于形成金

山盐度舌形锋
.

5
.

3 温盐斜压效应对余流和物质输运的贡献

首先在中国东部海域计算冬季温盐产生的流
,

提供杭州湾
、

长江口为整体的小区域的开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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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然后在杭州湾
、

长江口为整体的海域采用高分辨率曲线网格
.

进一步模拟温盐产生的密度流
.

/

首先分析深度平均流
.

长江 口附近规律性不强
,

口外流向偏北 ;杭州湾密度流由湾 口南部

流入湾内
,

并由湾口北部流出
.

流速一般在 2 一 15 C m / s 之间
.

垂向各层密度流差别很大
.

长

江 口 门附近和 口外
,

从第一层到第三层
,

密度流基本上都指 向口外
,

从第五层开始
,

以指向口内

方向为主
.

杭州湾
,

上部流向规律性差一些
,

从第三层开始
,

基本上由湾 口南部流向湾内
,

由湾

口北部流出
.

杭州湾冬季的盐度场大面图
,

我们主要参考了胡方西等提供的盐度大面图〔
‘7 ]和

王康缮等提供的杭州湾盐度锋面图 12 1而给出
,

其中表层盐度场如图 sa
所示

,

与实际盐度场可

能有一些差别
,

会影响模拟结果
.

公公
:

、

’

从
’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
‘

井一一一拼一

图 8 冬季盐度场和模拟的密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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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密度流在余流和物质输运作用 中的贡献
,

有 3 个特征值得注意
,

一是长江 口 门附近
,

上部密度流向外
,

下部密度流 向内
,

有利于形成盐水楔 ;二是有利于长江 口 外向北余流和物质

输运分支的形成 ;三是在杭州湾有利于外海高盐水从底部爬进湾 内
.

5
.

4 M Z ,

5 2 ,

K l ,

0 1 四分潮对余流和物质输运的贡献

从模拟结果来看
,

除了底层
,

潮致余流垂向变化不明显
,

E ul e r
余流一般为 5 一 20

。m /s
,

La
-

gr a n g e
余流一般要小一半左右

.

图 g a
是根据 30 d 模拟结果求出的深度平均 E ul e r

余流
.

图 9b

闷/ 入 呀一、了
’

口两
3。

’

⋯~ 鸭蒸〔 b 表层质点跟踪轨迹 厂 女、一一
⋯⋯⋯

图 9 4 个分潮潮致余流及质点跟踪轨迹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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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层从小潮期间开始跟踪 30 d 的质点轨迹
,

跟踪的起始潮时所对应的位相与该点的调和常

数 g 一致
,

我们已经滤掉了周期性摆动
.

图 g c
是两个 M :

分潮周期的质点轨迹给出的深度平

均 L ag ra n g e
余流

.

可以看 出
,

长江 口外 E ul e r
余流和 La g ra ng

e
余流 (或跟踪的质点轨迹 )顺时针涡旋

,

有利于

形成 向北的余流和物质输运分支
.

南汇边滩附近的 La ng ra ng
e
余流 (或跟踪的质点轨迹 )逆时

针涡旋
,

有利于长江 口出来的物质沿杭州湾北岸向湾中输运
,

在金山附近转向湾中
,

而杭州湾

顶附近 E ul e :
余流和 Lag

r
an g e

余流 (或跟踪的质点轨迹 )顺时针涡旋
,

有利于钱塘江和金山以

西沿岸排出的物质沿北岸向湾中输送
,

也在金山附近转向湾中
,

这两个涡旋和王康缮等分析的

1 19 2
.

12 1
. 1 2 2

.

12 3
o

E

图 1 0 径流
、

风
、

温盐的斜压效应综合

作用的深度平均流

金山舌形锋盐度 [2] 有较好的对应
,

也能从一定程

度上解释杭州湾湾顶 附近北部盐度低于南部 的

观测特征
.

另外
,

杭州湾北部模拟 的潮致 E ul er

余流和 Lag ra ng
e
余流方向接近相反

,

能对 E ul er

余流和物质输运方向接近相反的观测特征给出

动力解释
.

5
.

5 径流
、

风
、

温盐的斜压效应综合作用对余流

和物质输运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体现 4 个分潮对余流和物质输

运的贡献
,

我们去掉 4 个分潮的作用
,

采用前面

模拟整体余流的方案
,

模拟径流
、

风
、

温盐的斜压

效应综合作用对余流的贡献
.

从深度平均流图

1 0 可以看出
,

长江 口外和杭州湾盛行偏南 向流
,

长江冲淡水主体在金山以东转向湾外
,

杭州湾顶

附近有一个顺时针和一个逆时针涡旋
.

图 4
、

图

5 和图 1 0 综合比较
,

可以进一步看 出潮致余流

对冬季长江口 外向北余流和物质输运
、

金 山舌形

锋以及杭州湾北部 E ul e r
余流和物质输运方向接近相反等特征中的重要作用

.

6 关于冬季余流及其物质输运作用的综合讨论

综合本文的模拟结果及其与观测事实的对照分析
,

我们可以对前面几个 问题作出初步的

分析和讨论
.

6
.

1 本文考虑冬季径流
、

风
、

温盐的斜压效应
、

中国东部海域背景环流和 MZ ,

凡
,

K l ,

0 1 四个

分潮的综合作用
,

从模拟结果来看
,

基本与观测到的余流及其物质输运特征一致
.

前面所分析

的几个特征
,

如长江口外余流和物质输运的向北分支
、

杭州湾北部 E ul e r
余流与物质输运方向

接近相反
、

金山盐度舌形锋对应的物质输运作用
,

在模拟结果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

这说明本

文的模拟结果基本上是合理的
,

同时也说明这些观测特征极有可能是经常存在的
.

6
.

2 根据模拟结果也可以对前面提出的关于余流和物质输运动力机制的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

(1) 径流
、

风生流
、

密度流
、

潮致余流对杭州湾
、

长江 口 的余流和物质输运作用都有一定的

作用
,

但对于不同的海域和观测特征
,

其作用大小并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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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长江 口外向北的
“

吕四扩散流
”

和物质输运
,

径流
、

密度流和潮致余流都有利于其

形成与维持
,

冬季北风驱动的风生流则起相反作用
.

(3) 关于杭州湾北部 E ul e r
余流和物质输运方向接近相反的观测特征

,

也能分析出其动力

机制
.

冬季各种因子综合作用下
,

在杭州湾北部
,

深度平均 E ul e r
余流偏 向东北

,

深度平均 L a -

gr an g e
余流偏向西南

,

两者方向接近相反
,

这种特征主要是潮致余流造成的
.

(4) 从模拟结果也可以看出金山舌形锋和杭州湾顶 附近南高北低盐度分布的形成机制
.

如前所分析
,

潮致 Lag ra ng
e
余流在杭州湾顶 附近有一顺时针涡旋

,

在南汇边滩外有一逆时针

涡旋
,

这两个涡旋有利于形成盐度舌形锋
.

同时北风作用下的风生流在金山西侧形成一个顺

时针涡旋
,

既有利于金山以西低盐水 由金山附近流入湾中
,

又阻挡由长江 口来的物质继续进入

金山以西
,

对舌形锋的形成也有一定作用
.

径流作用下的余流对金山舌形锋的形成虽然没有

直接作用
,

但是
,

单纯径流作用下
,

长江冲淡水只扩展到金山以东
,

不会破坏舌形锋的形状
.

杭

州湾顶附近盐度南高北低
,

湾顶附近顺时针潮致余流涡旋是一个重要原因 ;密度流由杭州湾南

部进入杭州湾
,

对南岸高盐度的形成有一定作用 ; 北风作用下的风生流
,

在 12 1
.

2o E 东侧的顺

时针涡旋有利形成南高北低盐度
,

但其西侧的逆时针涡旋又不利于形成这种盐度分布
,

其综合

作用可能并不强
.

杭州湾
、

长江 口的余流和物质输运作用很复杂
,

又受观测资料限制
,

因此本文的模拟和 结

论还是很初步的
,

还需进一步的模拟和观测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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