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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河口环流及其对悬沙输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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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输沙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研究

·

对当前综合治理长江口‘良有参考价值
。

本刊应部分读者

些的要求
,

请作者撰写了中文稿
,

除增加了两幅图稿外
,

在内容方面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

以飨读

者
,

特此发表
。

提要 本文根据大量实测资料着重分析长江河口的混合类型
、

环流模式及其对悬沙输

移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长江 口的混合类型随洪枯季
、

大小潮而变
,

又因地点而异
,
北支以 c 型为

主
,

北港
、

北槽
、

南槽以 B 型为主
。
北港

、

北槽和南槽在径流
、

潮流
、

盐淡水异重流共同作用下
,

存在上层水流净向海
,

下层水流在滞流点下游净向陆的河口环流
。

悬沙输移模式和河口 环流

模式相似
。

最大浑浊带
、

浮泥
、

航道拦门沙的位置及变化规律与滞流点相一致
,

其形成和变化

与河口环流密切关联
。

关于长江河口 环流模式的特征
、

成因及其对通海航道淤积的作用
,

已愈益为人们所关

注
。

六十年代以来
,

围绕改善长江口通海航道的通航条件
,

有关生产和科研单位曾进行过

多次水文泥沙测验
,

并做了一些分析研究工作
。

本文试图根据大量实测资料
,

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
,

着重分析长江河口的混合类型
、

环流模式及其对悬沙输移的影响
。

盐淡水混合类型

由于径流
、

潮流
、

河宽和水深的变化
,

各个河 口都有 自己特有的盐
、

淡水混合类型
。

Pr itc ha rd
,

ca m er 。。
和 Pr itc ha rd 曾按河 口分层及其盐度分布特性对河 口进行了分类

,

把河

口区分为四种不同的混合类型
【3 ,’1 : A 型

—
高度分层型或称盐水楔型 ; B 型

—
部分混

合型 ; c 型
—

垂直均匀混合型 ; D 型
—

断面均匀混合型
。

每种混合类型具有各自不同

的密度分层和环流模式
。

*
本文承陈吉余教授

、

潘定安
、

徐海根同志提供宝贵意见
,
谨此致谢

。

收稿日期 : 1 9 8 3 年 5 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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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垂线流速分布图

(a ) 滞流点上游 ; ( b ) 滞流点附近 ; (O 滞流点下游
。

程
,

产生净向陆的上溯流
。

上溯流在上溯过程中有盐水不断掺混到上层水体
,

这样
,

在盐

水人侵区就构成了一个上层净向海下层净向陆的垂向环流
。

图 , 是根据 19 7 8 年 8 月纵向同步观侧资料计算得出的北港
、

北槽
、

南槽的环流图式
。

图中的净流程是通过对两个潮周期 (一个高高潮和一个低高潮)的平均取得的
。

从图中可

见
,

三条人海汉道均存在环流
,

然而由于混合程度的不同
,

其强度和结构均存在着差异
,

其

主要表现如下
。

1
.

在以下泄流为主转变到以上溯流为主的河段
,

其间有个净流速为零的
“

滞流点
” ,

此

点位于南槽最靠里
、

北港最靠外
、

北槽居中
。

这与三条汉道的径流分配显然是相适应的
。

2
.

从上层以下泄流为主转变到下层以上溯流为主
,

其间有个净流速为零的
“
零速度

面
” ,

此面离水面的深度是北港最大
、

南槽最小
、

北槽居中
。

这与三条汉道的潮汐作用强度

也是相适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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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优势流沿程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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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南槽 ; (b ) 北槽 ; (

e

) 北港
。

就是说
,

在长江口
,

由河口环流导致的滞流点的形成是径流
、

潮流和盐淡水异重流共同作

用的产物
,

其中径
、

潮流势力的相对平衡是基础
,

盐淡水异重流是在这基础上的迭加因素
。

环流对悬沙输移的影响

河口环流对悬沙输移影响的重要性已在世界上许多河口 被证实
。

这种影响在长江 口

突 出地表现为最大浑浊带
、

浮泥和航道拦门沙的形成与变化均与河口 环流密切关联
。

悬沙随径流进人潮流界后
,

虽有两向水流存在
,

但涨落潮流含沙量的垂线分布基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