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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钦州湾大规模填海工程导致的水动力环境变化。【方法】构建一个平面二维潮流数学模型，并

利用 ２００７ 年与 ２００９ 年实测水文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模型较好地模拟了钦州湾的潮流运动规律。进一步计算

分析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大规模填海建设前后水动力变化状况。【结果】结果显示：钦州湾东航道、金鼓江航

道浚深导致航道内流速减小，最大减小量约 ０．１４５ｍ／ｓ；三墩公路建设导致其西侧流速明显缩小，最大减小量约

０．２２４ｍ／ｓ，而其东侧流速显著增大，增量最大达 ０．３２２ｍ／ｓ。【结论】大规模填海工程导致钦州湾 ２０１２ 年水体体

积比 ２００８ 年缩小约 ２．２１％；钦州湾水交换能力变弱，海水半交换周期最大增加 ０．５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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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钦州湾位于广西北部湾沿岸湾顶的
中部，由内湾（茅尾海）、外湾（钦州湾）以及连接两湾
的潮汐通道构成，中间狭窄，两端宽阔，东、西、北三面
为低山丘陵所环绕，北面有钦江与茅岭江注入，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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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部湾相通，是一个半封闭的天然海湾。钦州湾口
门宽 ２９ｋｍ，纵深 ３９ｋｍ，海湾面积 ３８０ｋｍ２，其中滩涂
面积达 ２００ｋｍ２。

　　近年来，依湾而建的钦州港依托优越的港口资源
及区位条件，发展十分迅速，钦州保税港区、大榄坪工
业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相继建成或开工建设，一
大批以石化、能源、造纸、粮油加工、冶金等为首的重
大临海工业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因大量项目建设而
填海，截止 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已填海约 ２２ｋｍ２［１］，其岸线
已发生较大改变（见图 １（ａ））。根据钦州市城市总体
规划，２００８～ ２０２５ 年计划围填海面积约 ７９ｋｍ２。项
目建设大量利用岸线和围填海域，极大地改变了钦州
湾海域的自然属性。【前人研究进展】目前，针对钦州
湾水动力环境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发表，陈波［２］、邱
绍芳［３］等人利用实测潮流资料对钦州湾的潮流特征

进行了分析，鲍献文等［４］、蒋磊明等［５］对钦州湾的潮

流进行了数值模拟，游慕贤等［６］、孙永根等［７］对钦州

湾保税港区填海工程前后的潮流场、冲淤环境进行了
计算分析。【本研究切入点】但将钦州湾近 ５ 年左右
大规模围填海工程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研究其
对钦州湾水动力环境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未
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鉴于此，本文收集
整理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地形、岸线与水文资料，
并通过构建一个二维平面潮流数学模型，探讨钦州湾
整体围填海工程建设前后的水动力环境变化状况，获
得几点有意义的结果。

１　钦州湾平面二维潮流数学模型简介

　　为分析大型围填海工程建设对钦州湾潮流场的
影响，首先构建一个平面二维潮流数学模型，利用实
测资料验证后，再对潮流场进行分析计算。

１．１　控制方程组

　　平面二维潮流数学模型的控制方程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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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１）为连续方程，式（２）～式（３）为 ｘ、ｙ 方向上
的动量方程；ｄ ＝ｈ ＋η为总水深，η为潮位，ｈ 为水
深；ｔ 为时间；ｕ、ｖ 为垂线平均流速分别在 ｘ、ｙ 方向

上的分量；ｇ 为重力加速度；ρ为海水密度；柯氏力参
数 ｆ ＝２ωｓｉｎΦ，其中ω是地球自转角速度，Φ是当地
纬度；ＡＨ 为水流水平扩散系数，按 Ｓｍａｇｏｒｉｎｓｋｙ 方
法计算；τｓ

ｘ、τｓ
ｙ 是风应力分别在直角坐标系 ｘ、ｙ 方向

上的分量；τｂ
ｘ、τｂ

ｙ 是水流引起的床面切应力分别在ｘ、

ｙ 方向上的分量。

　　表面风应力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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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ζ是风应力经验系数；Ｗ 是风速；ψ是 ｘ 正方
向与风向的夹角。

　　底部切应力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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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ｚ 为谢才系数，Ｃｚ ＝ １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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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ｎ 为曼宁系

数，取 ０．０２５。

图 １　水文观测点位置（ａ）与计算区域局部网格剖分（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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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固定边界按法向流速为零处理。模型开边
界包括外海边界和径流开边界，外海开边界由潮位控
制，径流开边界由流量控制。采用干湿判断法处理动
边界。

　　控制方程组的数值求解采用有限体积法，其基本
思想是将微分守恒律在某一个控制体上积分，得到守
恒律的积分形式，再对其离散求解。有限体积法吸
收、继承了有限差分与有限元法的众多优点，在控制
体内又严格满足物理守恒律，因而获得比较广泛的应
用，其数值求解过程可参考文献［７～１０］。

１．２　计算区域

　　模型计算区域以及水文观测点布置如图 １（ａ）所
示（虚线为 ２０１２ 年岸线），其中龙门、企沙为 ２ 个验潮
站，Ｆ０１～Ｆ０６ 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大、小潮 ６ 个潮流站［１ １］，Ｇ０１～Ｇ０４ 为广西科

学院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中潮 ４ 个潮流站。模型地形数据
采用海军航保部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２ 年版钦州湾海图以及

２０１２ 年局部调查数据。水深及潮位均统一至当地平
均海平面，坐标系统采用北京 ５４ 坐标系。钦州湾海
域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采用非结构三角形网格
可以较好地贴合自然岸线，计算区域网格剖分见图 １
（ｂ）。

　　模型外海开边界的潮位过程由北部湾大范围潮
波模型给出，并通过局部调整使其与验证资料一致。
模型北部顶端茅尾海的钦江以及茅岭江开边界由流

量控制，钦江流量取多年平均径流量 ３７ｍ３／ｓ，茅岭江

流量取 ５１ｍ３／ｓ［１２］。

１．３　模型验证

　　利用图 １（ａ）所示的潮位、潮流实测资料，对模型

进行验证。图 ２、图 ３ 给出了 ２ 个潮位站（龙门、企
沙）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ｄ实测水位过程与计算值的比较
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计算的潮位过程与实测资料
吻合较好，高低潮时间的相位差不超过 ０．５ ｈ，除龙
门潮位站中潮向小潮过渡阶段潮位有一定偏差外，其
余时段的潮位偏差较小。

　　选取 Ｆ０１、Ｆ０４、Ｆ０６、Ｇ０２、Ｇ０３ 共 ５ 个潮流站进
行流速验证，图 ４～图 １１ 分别给出了模型流速计算
结果与实测资料的比较情况。由图可见，小潮期间，
除 Ｆ０１、Ｆ０４ 站在涨、落急时刻附近流速与实测稍有
偏差外，其余时段各站点计算流速与实测资料基本吻
合，流向验证较好；大潮期间，Ｆ０１、Ｆ０４ 流速、流向验
证较好，Ｆ０６ 站落急时刻附近流速与实测流速有一定
偏差，但流向基本一致；中潮期间，除 Ｇ０３ 站涨急时
刻附近流速比实际偏

图 ２　龙门潮位过程验证
　　Ｆｉｇ．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ｍｅｎ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３　企沙潮位过程验证
　　Ｆｉｇ．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Ｑｉｓｈａ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４　Ｆ０１ 流速、流向验证（小潮）
Ｆｉｇ．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０１ （ｎｅａｐ）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５　Ｆ０４ 流速、流向验证（小潮）
　　 Ｆｉｇ．５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０４
（ｎｅａｐ）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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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外，其余时段各站点计算流速与实测资料基本吻合
较好。总体来看，计算结果与实际流速过程的形态基
本一致，这表明建立的二维潮流模型较好地再现了钦
州湾海域潮流传播过程。

图 ６　Ｆ０６ 流速、流向验证（小潮）

Ｆｉｇ．６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０６ （ｎｅａｐ）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７　Ｆ０１ 流速、流向验证（大潮）

　　 Ｆｉｇ．７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０１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２　大型围填海工程建设前后流场分布变化

　　图 １２（ａ）、图 １３（ａ）分别给出了以 ２００８ 年地形岸
线为基础的钦州湾局部涨、落急时刻流场。由图 １２
（ａ）、图 １３（ａ）可见，钦州湾潮流呈现典型往复流特
征：涨潮时刻，湾内潮流以北向为主，在深槽、航道则
基本顺着航道走向，涨潮流汇至青菜头以北的龙门水
道后，受地形影响，潮流主流方向转为西北向，进入茅

尾海后除局部因地形影响而发生偏转外，其余大部分
海域流向以北向为主。落潮流运动形态与涨潮流相
反，潮流从茅尾海沿着主流方向经龙门水道，再顺着

３ 条航道流出湾外。比较这 ２ 幅图还可看出，深槽、
航道附近的流速相对较大，落潮流速明显大于涨潮
流速。

图 ８　Ｆ０４ 流速、流向验证（大潮）

　　 Ｆｉｇ．８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０４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９　Ｆ０６ 流速、流向验证（大潮）

　　 Ｆｉｇ．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０６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１２（ｂ）、图 １３（ｂ）分别为钦州湾 ２０１２ 年地形岸
线的局部涨、落急流场，与图 １２（ａ）、图 １３（ａ）比较可
知，由于三墩公路以及其它填海项目的建设，三墩公
路两侧附近海域局部流场发生了明显改变：进出鹿耳
环江海域的潮流因三墩公路隔离作用流向发生转向，

０６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又因其束窄作用导致公路东侧流速增大。

　　为定量分析比较围填海工程建设前后的潮流场
变化情况，在钦州湾工程区域附近海域布设 １８ 个特
征点，其空间分布如图 １４ 所示。

　　下面从涨急、落急时刻特征点的流速、流向变化
方面，计算分析围填海工程建设对钦州湾潮流场造成
的影响。表 １ 为特征点在围填海工程建设前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涨急、落急时刻的流速变化情况，表

２ 为其流向改变情况。

图 １０　Ｇ０２ 流速、流向验证（中潮）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Ｇ０２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图 １１　Ｇ０３ 流速、流向验证（中潮）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Ｇ０３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实测；———：计算。◆：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涨急时刻，位于钦州湾东航道
内的 ２＃、４＃、１８＃特征点，东、西航道交汇处的 １＃
特征点以及金鼓江航道内的 ６＃、７＃特征点，由于航

道疏浚与扩建，水深增大，导致 ２０１２ 年流速小于

２００８ 年流速，其中 １＃、４＃特征点流速相对变化率超
过 １０％，其流速差值最大为 ０．０９３ｍ／ｓ；３＃特征点尽
管也位于航道内，但可能因为保税港区的建设，造成

２０１２ 年流速稍大于 ２００８ 年流速。１４＃、１６＃特征点
原位于潮沟附近，因已建成的保税港区以及三墩公路
阻挡作用，２０１２ 年流速明显小于 ２００８ 年流速，其流
速差值最大可达 ０．１４ｍ／ｓ，流速相对变化率超过

４５％。１５＃、１７＃特征点位于三墩公路东侧，由于地
形的束窄作用，流速较 ２００８ 年明显增大，流速差值最
大约 ０．１２ｍ／ｓ，流速相对变化率超过 ４０％。５＃特征
点位于三墩作业区码头东南侧，由于码头的阻挡作
用，导致流速比 ２００８ 年有一定减小。除此之外，分别
位于钦州湾中航道以及西航道内的 ８＃、１０＃、１２＃

图 １２　钦州湾 ２００８ 年（ａ）与 ２０１２ 年（ｂ）局部涨急流场

　　Ｆｉｇ．１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ａｔ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ａｎｄ ２０１２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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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３　钦州湾 ２００８ 年（ａ）与 ２０１２ 年（ｂ）局部落急流场
　　Ｆｉｇ．１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ａｔ ｅｂｂ ｉｎ ２００８ （ａ）
ａｎｄ ２０１２ （ｂ）

与 ９＃、１１＃、１３＃特征点离工程建设区域稍远，所处
地形改变不大，因而流速变化相对较小，相对变化率
均不超过 １０％。

　　图 １４　钦州湾海域特征点分布（背景为 ２０１２ 年水下地

形，单位 ｍ）

　　 Ｆｉｇ．１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２０１２）

　　从表 １ 还可看出，落急时刻各个特征点流速变化
情况与涨急时刻类似。１＃、２＃、４＃～７＃ 、１４＃以
及 １６＃特征点 ２０１２ 年流速小于 ２００８ 年流速，其中
以 １６＃特征点的流速改变量相对较大，达 ０．２２４ｍ／

ｓ，相对变化率超过 ５０％；同时 ４＃、１４＃特征点的流
速相对变化率均超过 ２０％。５＃特征点的流速变化
值也较大，达到 ０．２ｍ／ｓ，相对变化率超过 ６０％。１５
＃、１７＃特征点因三墩公路的束窄作用，２０１２ 年流速
较 ２００８ 年明显增大，相对变化率均超过 ５０％，以 １７
＃特 征 点 流 速 改 变 量 最 为 显 著，流 速 增 大 了

０３２２ｍ／ｓ，是未建三墩公路前的 ２ 倍之多。除此之

表 １　钦州湾围填海建设工程前后特征点流速变化情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编号
Ｎｏ．

涨急 Ｆｌｏｏｄ 落急 Ｅｂｂ

２００８
（ｍ·ｓ－１）

２０１２
（ｍ·ｓ－１）

差值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ｓ－１）

相对变化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２００８

（ｍ·ｓ－１）
２０１２

（ｍ·ｓ－１）
差值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ｓ－１）

相对变化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１＃ ０．６７７ ０．５８４ －０．０９３ １３．８ ０．８４５ ０．７００ －０．１４５ １７．１
２＃ ０．４６９ ０．４４８ －０．０２２ ４．６ ０．６３４ ０．５８２ －０．０５２ ８．２
３＃ ０．３５１ ０．３９９ ０．０４８ １３．７ ０．６２７ ０．６４０ ０．０１３ ２．１
４＃ ０．３１９ ０．２２９ －０．０９０ ２８．３ ０．５０８ ０．３８９ －０．１１９ ２３．４
５＃ ０．２３６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７ ４１．０ ０．３２８ ０．１２６ －０．２０２ ６１．５
６＃ ０．３１０ ０．２８８ －０．０２２ ７．１ ０．４６３ ０．４５１ －０．０１２ ２．６
７＃ ０．３７１ ０．３５５ －０．０１６ ４．２ ０．４８４ ０．４５３ －０．０３１ ６．４
８＃ ０．４４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１５ ３．３ ０．６１９ ０．６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２
９＃ ０．４６４ ０．４４１ －０．０２３ ５．０ ０．６８８ ０．６３６ －０．０５２ ７．６
１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７６ －０．００４ ０．９ ０．５７２ ０．５７９ ０．００６ １．１
１１＃ ０．３８３ ０．３７７ －０．００６ １．６ ０．５９６ ０．５６０ －０．０３６ ６．１
１２＃ ０．３３２ ０．３６５ ０．０３３ ９．９ ０．５３７ ０．５４８ ０．０１１ ２．０
１３＃ ０．３３９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２ ０．５ ０．５５５ ０．５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９
１４＃ ０．２５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９ ５４．５ ０．３３７ ０．２５０ －０．０８７ ２５．７
１５＃ ０．１７１ ０．２５３ ０．０８２ ４７．９ ０．２６４ ０．３９８ ０．１３３ ５０．４
１６＃ ０．２５３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１ ４７．９ ０．４１０ ０．１８６ －０．２２４ ５４．６
１７＃ ０．２６９ ０．３８７ ０．１１９ ４４．２ ０．２８０ ０．６０３ ０．３２２ １１５．０
１８＃ ０．２８４ ０．２７７ －０．００８ ２．８ ０．４４５ ０．４７１ ０．０２６ ５．８

２６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表 ２　钦州湾围填海建设工程前后特征点流向变化情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编号
Ｎｏ．

涨急 Ｆｌｏｏｄ 落急 Ｅｂｂ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

差值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相对变化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

差值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相对变化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１＃ ３３０．６ ３２６．１ －４．５ １．４ １４９．８ １４５．８ －４．０ ２．７
２＃ ３２５．３ ３２５．１ －０．２ ０．１ １４３．１ １４３．５ ０．３ ０．２
３＃ ３２６．１ ３２１．８ －４．３ １．３ １４８．１ １３７．７ －１０．４ ７．０
４＃ ３５３．８ ３５３．０ －０．８ ０．２ １６８．０ １７５．７ ７．７ ４．６
５＃ ３４１．４ ３２８．４ －１３．０ ３．８ １６２．９ １８１．２ １８．４ １１．３
６＃ ３５８．６ ３５２．０ －６．６ １．８ １８１．４ １８９．６ ８．２ ４．５
７＃ ３５７．２ ３５７．０ －０．２ ０．１ １８３．５ １８６．３ ２．８ １．５
８＃ ３２７．０ ３２８．６ １．７ ０．５ １４５．８ １４６．３ ０．５ ０．４
９＃ ６．８ ６．８ ０．０ ０．１ １８８．３ １８８．８ ０．５ ０．２
１０＃ ３４３．７ ３４４．４ ０．８ ０．２ １６０．８ １６１．２ ０．４ ０．３
１１＃ ０．９ １．６ ０．７ ８１．７ １７７．４ １７９．０ １．５ ０．９
１２＃ ３５６．１ ３５９．０ ２．９ ０．８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２ ４．１ ２．４
１３＃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１７２．０ １７０．６ －１．４ ０．８
１４＃ ３３３．４ ３３７．０ ３．６ １．１ １６３．４ ２１２．６ ４９．２ ３０．１
１５＃ ３５３．５ ３４７．３ －６．２ １．８ ２０５．４ １７１．３ －３４．１ １６．６
１６＃ ３３０．０ ３５２．４ ２２．５ ６．８ １４７．５ １５９．７ １２．３ ８．３
１７＃ ３１２．６ ３２７．９ １５．３ ４．９ １４０．４ １５８．５ １８．１ １２．９
１８＃ ２．１ ４．０ １．９ ９１．４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８ ８．８ ４．９

外，其余远离围填海工程建设区域的特征点流速变化
不大。

　　从流向的变化情况（表 ２）看，因围填海工程建
设，部分特征点工程前后的流向也发生了改变。涨急
时刻，除 ５＃、１６＃、１７＃特征点的 ２０１２ 年流向较

２００８ 年偏转角度大于 １０°小于 ３０°外，其余特征点流
向变化均小于 １０°，流态改变较小。落急时刻，５＃、

１４＃～１７＃特征点流向变化偏转角度超过 １０°，其中
又以三墩公路两侧附近特征点 １４＃～１７＃特征点流
向变化较大，最大偏转角度达 ４９．２°（南偏西）；除此
之外，其余特征点的偏转角度不超过 １０°，流向与

２００８ 年基本保持一致。

３　大型填海工程对钦州湾水体交换能力的
影响

　　近岸海域水交换问题是海洋环境科学研究的一

个基本命题，在当前海洋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的背景
下，摸清当地海域的海水交换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目
前，水交换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有箱式模型、质点跟踪
模型、随机游动模型、对流扩散模型以及滞留时间模
型等，各种研究方法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获得了不少
成果。

　　表征水体交换能力的常用指标是水体的半交换
周期，即研究区域内水体交换一半时所需的时间。计

算钦州湾海水半交换周期时，采用匡国瑞［１３，１４］介绍

的海水交换率法，并由港湾零维水质模型的解析解，
得到海水半交换周期计算公式如下

　　 Ｔ １／２ ＝０．６９３Ｖ／（γＱＥ）， （４）
式中，Ｔ １／２ 为半交换周期，Ｖ 为港湾水体体积，γ为
湾内水对湾外海水的交换率，ＱＥ 为落潮时流出港湾

的水量。

　　由于基于水质模型给出的海水交换率γ计算方
法较为复杂，因此采用曾刚［１５］提出的一种简化方法，
即海水平均交换率法，计算公式为

　　γ＝ＱＪ／Ｖ，
式中，ＱＪ 表示一个潮周期内通过某个断面的净通量。

　　首先，计算钦州湾围填海工程建设前后湾内水体
体积的变化情况，采用的断面如图 １（ａ）所示，计算涉
及的岸线、水深数据与潮流模型所用数据一致。以当
地平均海平面为基准，２００８ 年钦州湾的水体体积约
为 １．５８８２８９×１０９ ｍ３；２０１２ 年，由于金鼓江两岸、保
税港区以及三墩公路等围填海工程建设，钦州湾的水
体体积缩减至 １．５５３１２７×１０９ ｍ３，较 ２００８ 年减小约

３．５１６２２×１０７ ｍ３，减少量占钦州湾原水体总体积约

２．２１％。

　　其次，利用前述钦州湾平面二维潮流模型，分别
统计钦州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典型大潮、中潮以及小潮
一个潮周期内通过图 １（ａ）所示断面的涨潮通量 Ｑ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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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潮通量ＱＥ 以及净通量ＱＪ ，结果见表 ３。

　　从表 ４ 可以看出，２００８ 年钦州湾大潮的海水半
交换周期 Ｔ １／２ 为 ５．２３ｄ，２０１２ 年延长至 ５．７９ｄ，海水
交换一半所需时间增加了 ０．５６ｄ，这表明海水的交换
能力变弱了；２００８ 年中潮的 Ｔ １／２ 为 ６．３６ｄ，增长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９１ｄ，增加了 ０．５５ｄ；２００８ 年小潮的海水
半交换周期 Ｔ １／２ 为 １７．２９，小潮时钦州湾潮流为半日
潮，因此若以 ｄ 为单位表示，２００８ 年小潮 Ｔ １／２ 为

８６４ｄ，２０１２ 年时 Ｔ １／２ 增长至 １８．２９，即 ９．１５ｄ，增加
了 ０．５０ｄ。从上述计算结果可知，由于钦州湾大规模
围填海建设，钦州湾不同潮时的海水交换能力已开始
减弱，随着钦州湾入海污染物逐年增加，海水交换能
力变差将对钦州湾的水质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表 ３　典型潮周期内涨、落潮通量与净通量变化情况（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单位：×１０９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ｆｌｕｘ，ｅｂｂ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ｎｅｔ ｆｌｕｘ ａｔ ａ ｔｙｐｉ

ｃａｌ ｔｉｄ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ｕｎｉｔ：×１０９ｍ３）

年份
Ｙｅａｒ

大潮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中潮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小潮
Ｎｅａｐ

ＱＥ ＱＦ ＱＪ ＱＥ ＱＦ ＱＪ ＱＥ ＱＦ ＱＪ

２００８ １．７３２ １．５３９ ０．１９３ １．４７６ １．２９０ ０．１８６ ０．５８０ ０．４０６ ０．１７４
２０１２ １．６７５ １．５０３ ０．１７２ １．４２９ １．２６０ ０．１６９ ０．５５６ ０．４０１ ０．１６２

　　由式（４）计算钦州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不同潮时的
海水半交换周期 Ｔ １／２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不同潮时海水半交换周期变化情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ｈａｅ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ｄ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年份
Ｙｅａｒ

大潮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ｄ）

中潮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ｄ）

小潮
Ｎｅａｐ
（０．５ｄ）

２００８ ５．２３ ６．３６ １７．２９
２０１２ ５．７９ ６．９１ １８．２９

　　本次计算基于冬季一个月的潮流数值模拟结果，
钦州湾不同季节的潮差变化较大，其它季节的水动力
环境变化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４　结论

　　通过构建一个平面二维潮流模型，利用不同年份
的实测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进而计算分析钦州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因大规模围填海建设引起的水动力变
化情况，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１）钦州湾东航道以及金鼓江浚深使得航道内流
速有所减小，最大减小量约 ０．１４５ｍ／ｓ，短期内将可能
引起航道回淤。三墩公路的阻隔作用，导致位于三墩
公路西侧、原鹿耳环江出水潮沟附近的流速明显缩
小，减小量可达 ０．２２４ｍ／ｓ；而在三墩公路东侧，因地

形的束窄作用，导致麻蓝头岛以南至急水门附近海域
流速显著增大，最大增量约 ０．３２２ｍ／ｓ，该区域将逐渐
形成新的潮流通道。

　　（２）大规模填海工程建设导致钦州湾可容纳的水
体体积明显缩小，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水体体积较 ２００８ 年
减小约 ２．２１％。

　　（３）大规模填海工程建设导致钦州湾的水交换能
力变弱，海水半交换周期时间延长，最大延长时间达

０．５６ｄ，对水质恶化趋势的影响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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