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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响水海域海浪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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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河海大学自 2 0 10 年起在江苏响水

、

蝠蚜山和大丰分别陆续建立了野外观测基地
,

旨在全面系统地认识江苏近海动力

环境
,

为江苏近海发展提供必要的研究依据
。

基于响水站 2 01 1 年一整年 8 760 笔波浪浮标资料
,

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法
,

基于 N e

um an
n 谱型基本构成

,

给出了响水海域的海浪推荐谱
,

进而利用 2 01 2 年 1 月的波浪实测资料对该推荐谱进行了对比

验证
,

明确了该推荐谱的合理性和指导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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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谱是研究海浪预报
、

海岸泥沙运动及海上水工建筑物设计的重要依据
。

海浪谱的优点在于可以得

到海浪的内部结构
,

为后续的分析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
。

迄今为止
,

国内外已经提出了多种海浪谱
,

如 P
一

M

谱
、

JO N sW人P 谱
、

莆田谱 1[] 等
,

各种谱型都有其适用范围
。

对于某一特定海区海浪谱的获得通常是基于

大量的实测资料得到观测谱
,

进而参考经典谱型
,

给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海浪理论谱
。

有关江苏近海海浪谱

的研究成果不多
,

比较经典的是华东水利学院 (现河海大学 ) 葛明达 2[] 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杨正 己 3[] 基

于 1 9 7 9 年连云港海域半年的波浪实测资料
,

分别开展了波高统计分布和海浪谱研究
。

之后虽有学者基于

数值模拟等手段重新探讨过江苏近海的海浪特性
,

但因缺乏长期连续资料
,

尚无江苏近海连云港外其他海

域基于实测资料的海浪谱研究成果
。

自 2 009 年江苏沿海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起
,

有关江苏沿海发展的一

系列工程和科研问题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
。

为了给江苏沿海开发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
,

河海大学自 2 0 1 0

年起在江苏响水
、

砺蚜山和大丰分别陆续建立了野外观测基地
。

将基于响水基地连续 1年的波浪浮标实测

资料
,

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法 4[]
,

初步探讨该海域无因次海浪谱公式
。

波浪资料情况

使用的波浪资料为江苏近海响水地区的波浪浮标数据
,

测波点经纬度为 3 4
0
2 .6 2 N

,

1 2 0
“
0 .6 0

`
E

,

使用

的数据时间为 201 1年 1 月 1 日至 201 1 年 12 月 31 日
。

观测仪器采用 SB 3F
一

1 型波浪浮标
,

浮标位于水深

s m 左右的水域
,

每小时采集一次数据
,

每次时间为 1 024 5
,

约 17 分钟
,

采样频率为 4 H z ,

一次样本总

量 刀七 4 0 9 6
。

2 海浪谱分析的原理

假设存在一个基于时间序列的波面记录叮 (t)
,

根据 F o

iur er 级数
,

粉 (t) 可以写成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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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J

飞飞刀是由夕(t) 的傅里叶变换
。

注意到欧拉公式 ie
e一 co s 夕+i s in 夕

,

式 ( l) 可以改写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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