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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象山港流域由象山港狭湾（后文中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简称象山港）、牛鼻山水道和佛渡水道三
大部分组成，流域面积1455km2。
从卫星遥感地图数据可知，象山港狭湾地处29度23’一29度49’N，121度25’一122度00’E之间，
从122度00’E向西计算（M-mapGSHHS数据库，http：／／www.ngdc.noaa.gov／mgg／shorelines／data
／gshhs／），它是一个纵长约为62.8km、面积563km2的半封闭海湾，其中水域面积391.8km2，滩涂面
积171.2km2，平均水深10m，港口宽度9.5km。
坐落在港口的六横岛把象山港狭湾以外的区域分成了东南侧的牛鼻山水道和西北侧的佛渡水道。
象山港水产养殖条件良好，是浙江省最大的水产增养殖基地。
20余年来，港内工农业、养殖业发展迅猛。
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工农业污水以及养殖业产生的污染物大量滞留港内，导致整个港的水质处
于严重的富营养化状态，赤潮频发。
本底表层沉积物中氮、磷含量较高，已对底栖生物产生生态毒性。
水产养殖是致使港内氮、磷元素超标的主要原因，也是控制营养盐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化的主要因素。
象山港不仅是重要的水产增养殖基地，而且也是周边地区的通航渠道。
因此，象山港的水动力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已引起了政府部门和海洋从业者们的广泛重视。
本书仅就象山港狭湾内的输沙和营养盐环流问题展开讨论。
由于该两问题均与水动力密切相关，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对港内的盐度分布、水体混合、对流-扩散型水
交换模式、潮波响应和变形等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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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象山港营养盐和泥沙输运》仅就象山港狭湾内的输沙和营养盐环流问题展开讨论。
由于该两问题均与水动力密切相关，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对港内的盐度分布、水体混合、对流-扩散型水
交换模式、潮波响应和变形等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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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海水和淡水在河口地区交汇时发生的混合和环流过程的类型，称之为河口类型。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对河口的混合和环流做了一系列的实测资料分析和模型试验研究，在理
论上已取得显著进展，这对于河口的整治和疏浚有指导作用。
由于各个河口的动力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海水和淡水的混合和环流的情况便互有差异。
1952年，H.M.Stommel把海水和淡水的混合分成3种类型：弱混合、缓混合、强混合。
1955年D.W.Pritcharol又以盐度平流扩散方程为基础，将河口的混合和环流概括成高度成层型、部分混
合型和均匀混合型3种。
一、高度成层型高度成层型相当于弱混合型，一般发生在径流对潮流的比值较大、宽度对深度的比值
较小的河口。
当表层的淡水以一定的速度下泄时，对于下层的海水将产生切应力，在界面形成内波。
当切变足够强时，内波发生破裂，使底层的海水向上层掺混，但掺混量不多，故海水和淡水之间仍然
存在明显的界面。
由于海水在淡水下面呈楔形插入，此型又称海水楔型。
在楔端的上游，整个水体的水流净值指向下游；在楔端以下的海水入侵区，自水面至海水和淡水的界
面之间，水流净值指向下游，但在交界面以下，水流净值指向上游，从而形成一个微弱的垂向环流。
美国密西西比河口的西南水道属于此种类型。
二、部分混合型部分混合型相当于缓混合型。
潮汐作用加强时，河口水体的底摩擦加大，产生了湍流，促使底层的海水和上层的淡水混合，终于使
高度成层型中的楔型界面破坏，而形成了盐度逐渐变化的水带。
由于下层海水大量掺人上层，向海水流净值达到的量级可大于河水流量本身，形成了较强的垂向环流
。
设径流量为Q，则上层向海的水流净值可达10Q以上，底层水流在上溯过程中逐渐减小，上层水流在
下泄过程中不断增大。
例如美国的詹姆斯（James）河口，上层的下泄流量为径流量的20倍，下层作为补偿的上溯水量为径流
量的19倍。
中国的长江口和珠江口的伶仃洋，也属于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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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象山港营养盐和泥沙输运》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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