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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海滨波浪观测资料质量因素的

初 步 分 析

沈佩 玉
(国家海洋局北海海洋信息中心 青岛 2 6 6 0 3 3 )

摘 要 通过调访与大量的资料统计结果对影响波浪观测资料质量的诸因素进行 了初步分析
,

并对如何

提高资料质量提出改进意见
。

关钮词 波浪 观测资料 质量

波浪观测是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资料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它的使用价值
。

目前评价资料质量的标准主要从它的代表性
、

精确性
、

均一性和 比较性来衡量
〔‘, 。

以下通过调

访与大量的资料统计对影响上述 4 性的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

以利于资料利用和正确评价
,

同

时为提高观测资料质量
,

建立相关对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

1 影响波浪观测资料质量的因素

1
.

1 测点观测环境与条件的影响

波浪进人近岸随着水深的变浅
、

海底的摩擦作用
、

地形影响等往往发生极大的变化
,

因

此其资料能否客观地反映出周围广大海域的波浪特征就与测点的观测环境和条件密切相关
。

由于测波点多设于沿岸
,

所测到的波浪除因海域风区长度不同各向波高差异较大
,

且具有向

岸浪大
、

离岸浪小的趋势外
,

波浪还会因地理
、

水文环境不同发生变化
:

遇有岛屿
、

礁石
、

海

呷等常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折射与绕射
; 暗礁处形成破碎 ; 水深过浅波浪易形成浅水波

;
进入

强流带时波浪的传播方向及其它特征也会有所改变等等
。

以上均对资料的代表性产生影响
。

现

以成山头波浪测点为例
,

分析地形与海流对波浪的影响
。

成山头波浪测点位于山东半岛东端高角的南坡处
,

测点附近海岸是悬崖峭壁
,

呈 N E ~

sw 走向
,

距岸 4 0 0 m 附近海流湍急
,

最大流速可达 2
.

lm /s 以上
,

因此难以设置浮筒测波
,

故

1 9 8。年前波浪观测为 目测
。

1 9 8 0 年后测点南移
,

改为测波仪测波
,

测波仪的海拔高度为

30
.

4 m ; 浮筒在其 E SE 向的强流带边缘
,

其水深 13 m
,

与测波仪水平距离较近
,

仅有 3 0 0m

(《海滨观测规范》规定测波仪与浮标间的水平距离一般为测波仪实际高度的 20 倍左右 )
。

由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04 一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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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上述地形屏障作用
,

加之浮筒距岸较近
,

使来自W SW ~ N ~ E N E 向的浪难以测出
,

表

1 列出成山头各向风
、

风浪
、

涌浪年频率
。

由表 1 可见
:

尽管各向风频率都大于 1 %
,

其中 N W

一 N 向 (顺时针
,

下同) 风出现频率均在 10 %以上
,

但来自W SW ~ E 向的风浪和涌浪频率却

都小于 0
.

5% (N 向风浪频率为 1 %除外 )
。

同时该站全年
“C ”

(静浪与测不出海浪时记
“ C ”

)

向的风浪与涌浪频率分别高达 86 %和 95 %
,

而风
“
C

”

向频率仅 3 %
。

仅 3%
。

受地形与海流的影响波高也明显偏小
,

表 2 例出同期鲁南各站平均波高
,

可以看出全年

各个月份平均波高皆为成山头最小
,

最大的 7 月只有 。
.

3m
,

而众所周知成山头附近海域浪大

是较闻名的
,

故似乎名不符实
。

表 1 成山头风
、

风浪
、

涌浪各向年频率 (1 98 0 一 1 9 8 6 )

方向IN N N E N E E N E E E SE SE SSE 5 SSW S W W SW

风 ! 10 4 2 4 4 10 8

W W N W N W

5 6 1 4

风浪

涌制 0 0 0 0 0 0 0 0 0 0

N N W C

1 1 3

0 8 6

0 9 5

表 2 . 南各站平均波高 (m ) (1 9 8 3 年 )

次次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 222

小小麦岛岛 0
,

3 0
.

5 0
.

5 0
.

8 0 7 0
.

8 0
.

7 0
.

7 0
.

7 0
.

6 0
.

4 0
.

444

千千里岩岩 0
.

7 0
.

8 0
.

7 0
.

9 0
.

7 0
.

8 1
.

0 0
.

8 0
.

8 0 8 1
.

0 1
.

000

石石 岛岛 0
.

1 0
.

2 0
.

3 0
.

7 一 0
.

6 0
.

8 0 6 0
.

6 0 3 0
.

8 0
.

222

成成山头头 0
.

0 0
.

1 0
.

1 0
.

3 一 0
.

2 0
.

3 0
,

2 0
.

2 0
。

0 0
.

G O
,

000

表 3 与表 4 还列出一 日 4 次定时观测的海浪各要素值
,

如表 3 所示
: 1 9 8 2 年 7 月 1 日 4

次定时观测风向为 S
,

风速 4 一 gm / s ,

风浪向于 08
、

14 时为
“

C,
,

向
,

波高与周期分别为 0
.

o m

和 0
.

05
,

而与其相差 3h 的 n 时和 17 时
,

观测到的波向均为 S S E
,

波高分别为 0
.

6 m 和 0
.

sm
,

周期分别为 3
.

4 5 和 3
.

9 5 。

从表 4 以涌浪为主的 4 次定时观测记录 中也可以看出此类现象
。

以

上现象可以说明
:

由于成山头的潮流是属半日潮
、

往复流性质
,

当波浪进入强流带后
,

波浪

特征明显改变
,

遇顺流与逆流时波高与周期完全不同
,

也呈现出半 日周期的变化趋势
。

1
.

2 测点变迁与观测环境条件的改变

为优化观测条件
、

增强资料代表性或其它某种原因测点需搬迁
,

随之观测环境与条件也

相应有所改变
,

致使资料的均一性受到一定影响
。

例如石臼所海洋站位于山东省 日照市东南

方的石 臼咀上
,

该站三面环海北接陆地
,

海岸呈 N E ~ SW 走向
,

沿岸无陡峭岩石
。

1 9 80 年前

波浪测点位于石臼镇东南方里栏岛 (现已填平建港 ) 的外侧
,

光学测波仪的海拔高度为 n m ;

视野范围 14 00 (E ~ S一 S E ) ;
测波浮筒距测波仪水平距离为 3 4 o m

,

该处水深仅有 3
.

sm
,

由

于水深较浅
,

浮筒处于破碎波带内
,

因此受地形影响波浪代表性欠佳
。

为避免上述不利因素

影响
,

于 1 9 8 1 年测波点外移
,

新测点测波仪海拔高度为 26
.

7 m
,

测波浮筒位于测点 S E 一 E S E

方
,

其水深为 1 1
.

sm
,

距岸水平距离 1 1 0 o m
,

视野范围 1 8。
“ 。

由于测点环境与观测条件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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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成山头海流对波浪 (风浪 ) 的影响 (1 98 2 一 07 一。l)

访访笑
、、 0 888 1 lll l 444 1 777

风风 向 (
。

))) SSS SSS SSS SSS

风风 速 (m / s ))) 444 999 999 999

海海况 (级 ))) 111 333 333 444

波波 型型 FFF FFF FFF FFF

波波 向向 CCC SSEEE CCC SSEEE

波波高 (m ))) 0
.

000 0
.

666 0
.

000 0
.

888

最最大波高 (m ))) 0
。

000 0
.

777 0
.

000 0
.

999

周周期 (s ))) 0
.

000 3
.

444 0 000 3
。

999

表 4 成 山头海流对涌浪为主风浪的形响 (1 9 8 4一 08 一 2 8)

令令斗之之
0 888 1 111 l444 l 777

海海况 (级 ))) /// /// /// ///

波波 型型 U / FFF U / FFF U / FFF U / FFF

波波 向向 SE / CCC C / CCC SE / CCC C / CCC

波波高 (m ))) 1
.

333 0
.

000 0
.

888 0
.

000

最最大波高 (m ))) 1
.

444 0
。

000 0
。

999 0
.

000

周周期 (s ))) 5
.

444 0
.

000 5
.

222 0
.

000

变
,

原测点与现测点的波浪待征则出现明显差异
,

影响到资料的均一性
。

从石臼所厕点迁站前后统计的各向波高和波浪出现频率 (表 5) 可以看出
:

由于迁站后的

测点避免了原测点观测环境与条件的不足
,

故现测点的波高除 SW 向外
,

各向均 比原测点偏

大 0
.

1 ~ 0
.

Zm 或相等
;
某些方向波浪出现频率也有所变化

,

尤其是来自E 向的浪
,

现测点出

现频率高达 26 %
,

而原测点仅有 19 %
。

从同步观测的波高与周期来看
,

现测点也比原测点的

数据偏大 (见表 6)
。

08 ~ 18 时平均波高与最大波高分别偏大 0
.

Zm 和 0
.

4 m ;
周期偏大 0

.

65
。

由此可见对测点变迁或环境条件改变站的资料
,

必须经序列的均一性检查后
,

方可确定不同

时段的资料是否可连续使用
。

1
.

3 《规范》变动的影响

自 1 9 6 0 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
,

我国的 《海滨观测规范》已有修

改变动
,

个别项目的观测方法也随之改变
,

因而造成波浪资料序列的非均一性
。

L 3. 1 测量手段的改变

1 9 6 3 年前我国大部分台站波浪观测尚采用目测
,

以后逐渐改为光学测波仪观测
,

因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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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石日所迁站前后各向波高 H l门。与波浪出现颇率的比较

方方 向向 NNN N N EEE N EEE E N EEE EEE E SEEE SEEE SSEEE SSS SSWWW S WWW W SWWW WWW W N WWW N WWW N N WWW

原原测点点 H z / 10 (m ))) 0 666 0 777 0
.

777 0
.

777 0
.

777 0
.

666 0
.

666 0
.

555 0 555 0
.

555 0
。

666 0
.

555 0
.

222 0
,

333 0
.

333 0
.

555

现现测 点点 H z zl o
(m ))) 0

.

777 0
.

888 0
。

777 0
.

777 0
.

888 0
.

777 0
.

777 0
.

555 0 555 0
.

555 0
.

555 0 555 0 444 0
.

444 0
.

555 0
.

555

原原测 点点 P (% ))) 555 555 555 777 1 999 l111 1 555 888 l000 333 222 111 lll 111 000 333

现现测点点 P (% ))) 999 444 333 222 2 666 l555 l 444 999 999 444 222 lll lll 000 111 222

*

现测点
: 19 8 0 ~ 1 9 8 6 年 原测点

: 1 97 0 ~ 1 9 7 9 年

衰 6 迁站前后两侧点同步观测波高 (m ) 与周期 (s ) 的比较
‘

(19 81
一

09
一 0 1)

时时 间间 测 点点 0 8 0 9 10 1 1 12 1 3 14 1 5 1 6 1 7 ] 888 平 均均

平平平 原测点点 3
.

2 2
.

3 2 2 2
.

2 2
.

2 2
.

2 2
.

1 2
.

2 1
.

8 2
.

1 2
.

666 2
.

333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波波波 现测点点 2

.

8 2
.

8 2
.

7 2
.

4 2
.

1 2
.

4 2
.

0 2
.

5 2 6 2
.

6 2
.

666 2
.

555

高高高高高高

最最最 原测点点 3
.

9 2
,

8 2
.

4 2 7 2
.

6 2
.

5 2
,

8 2
.

5 2
.

5 2
.

5 :玉
.

000 2
.

777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波波波 现测点点 3

.

2 3
.

4 3
.

0 3
.

0 3
。

1 2
.

9 2 5 3
.

0 3
.

4 3
.

2 ;乙
.

999 3
.

111

高高高高高高

周周周 原测点点 6
。

3 7
.

1 6
.

6 6
.

9 7
.

7 6
.

0 6
.

4 6
.

6 6
.

2 6
.

6 6
.

777 6
.

666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现现现测点点 6

.

5 7
.

3 7
.

2 6
.

9 7
.

7 7
.

2 7
.

7 6
.

3 7
.

3 7
.

4 7
.

111 7
.

222

石 臼港建设指挥部
,

山东省重点建设项 目领 导小组办公室
,

石臼港海区勘测科研资料汇编
,

1 98 6

测与器测之间资料的均一性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1
.

3
.

2 波高与周期观测方法的不同

表 7 列出不同时期波高与周期的观测方法
,

例如平均波高的观测
,

1 9 6。一 1 9 6 2 年期间 08
、

1 4 为 3 0 个波的波高平均值
; 1 9 6 3 ~ 1 9 6 4 年为 20 个大波的平均值

,

而 1 9 6 5 年后为 10 个大波

的平均值
。

周期观测在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 (详见表 7 )
。

1
.

3
.

3 不同时期波向为
‘

℃
”

时的物理意义不一

表 8 列出不同时期波向为
“
C

”

时及其它有关符号的规定
。

由于不同时期执行不同规范
,

造成各个时期波浪要素的物理意义
、

观测方法
、

技术标准

不相一致
,

加之对历史资料缺乏用同一标准进行订正
,

这不但给统计与使用资料带来一定困

难
,

更重要的是使波浪资料的均一性
、

可比性受到较大影响
。

1
.

4 岸用光学测波仪的局限性

目前沿海海洋站观测波浪大多使用岸用光学测波仪
,

该仪器测波浮筒上无照明设备
,

夜

间不能观测
。

因此夜间出现的大浪就被漏掉
,

造成观测序列愈短
,

资料的代表性就愈差 ; 在

雾浓
、

大雨等能见度低下的情况下因看不到浮筒致使海浪缺测
; 风速大时

,

浮标往往被风吹

倾倒
,

致使观测的波高误差加大
; 在海况恶劣或海流过大时

,

受锚链的牵拉作用
,

浮筒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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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了 不同时期波高与周期的观测方法

年年 份份 观 测 方 法法

111 95 9 ~ 1 9 6 0 1))) 0 8
、

14 时观测 30 个波的波高和周期值
,

其它时间仅测 10 个波
,

如果 08
、

14 时观测的前 10 个个

波波波平均波高小于 0
.

sm 时
,

余下 20 个波不测
,

在测波高时同时测周期期

111 9 6 1一 1 9 6 4 2))) 在观测程序规定时间内
,

观测 20 个大波
,

取其平均及对应周期期

111 96 5一 1 9 7 23 ))) 平均波高为 lo m in 内取 10 个大波的平均值
; 周期为每次连续观测 10 个波

,

观测 3 次 (每次间间

隔隔隔不超过 lm in) 取 30 个波的平均时间为平均周期期

1119 7 3 ~ 刁) 5 )
·

〔2]]] 波高为在观测周期 1 00 倍的时间内
,

测得 15 一 20 个大波波高
,

挑其中 10 个大的
,

取其平均为为

11111 / 1 0 波高
,

最大的一个为 1 / 1 0 。波高
,

周期观测同 1 9 65一 1 9 7 2 年年

l) 中央气象局
,

海滨水文观测暂行规范
.

1 9 59

3) 中央气象局
,

海滨水文观测暂行方法
.

19 65

5 ) 国家海洋局
,

海滨观测规范
.

1 9 7 9

2) 中央气象局
,

海滨水文观测的几项变动
.

1 9 6 1

4 ) 国家海洋局
、

海滨水文观测规范
.

1 9 7 3

表 8 不同时期波向
“
C

”

及其它有关符号的规定

年年 限限 内 容容

111 9 6 3 ~ 19 6 444 波向不明时记
“

C,
,,

无无无浪或测不 出波高
、

周期时
,

有关栏
“

空白
””

111 9 6 5 ~ 19 7 222 波向不明
,

或遇有激浪时记
“ , ””

无无无浪时记
“
C
””

1119 7 3 ~ 19 7 888 无浪或波 向不明时记
“
C
””

111 9 7 9 ~~~ 无浪或有浪测不 出波高
、

周期时
,

波 向记
“
C
” ,

如能测出波高
、

周期
,

而测不 出波向时
,

波向向

记记记
“ X ””

不灵等
,

均影响到资料的精确程度
。

1
.

5 其它

除上述因素外
,

还有其它因素会对测波资料造成一定影响
。

诸如
:

由于水产养殖业的发

展
,

在岸边测波点附近海域进行季节性养殖
,

加之船只活动频繁
,

这不仅对波浪的正常传播

带来影响
,

而且船只活动还时有将测波浮标撞歪或使浮筒移位等
,

均会影响波浪的正常观测
;

在测波仪出现故障时以 目测代替器测
,

其观测误差也是显而易见的
。

此外观测人员素质
、

技

术水平
、

责任心等造成的偶然性误差也不可忽视
。

2 建 议

我国岸滨波浪观测已有 30 余年历史
,

积累了宝贵的较长序列的资料
,

这些资料在国民经

济建设中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

随着科学的发展
,

对波浪观测资料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

因

此有必要对影响各海洋站波浪观测资料质量的诸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与研究
,

并做出正确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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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针对 以上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

以利于观测质量的再提高和资料的使用价值
。

a) 进一步改进测点的观测环境条件
,

并在精度允许范围内
,

因地适宜地选择测波仪器
,

以

增强资料的代表性
。

b) 对迁站和环境条件改变的测站及不同时期使用不同规范所获取的资料进行序列的均

一性检验
,

对存在非均一性的观测资料则视情况加以订正或分段进行统计
。

。) 改进仪器
,

力争采用可全天候测波的仪器
。

d) 加强管理
、

提高观测人员的素质
,

以适应高科技仪器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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