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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在钱塘江上兴建工程，都必须和涌潮打交道。
我到钱塘江以后，陆续参加了一些海塘维护以及工程建设前期研究，得到不少关于涌潮的知识，激发
了对这种特殊现象的研究兴趣，也开始对涌潮的形成条件、形态、涌潮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做了一些分
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和景观，保护涌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促使我们思考涌潮到
底有什么“用途”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一类问题。
十多年来，逐渐认识到涌潮研究就是在改善生存发展环境、学术兴趣以及保护环境景观三种需求推动
下发展的。
其中，如何改善沿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始终是涌潮研究的主题。
　　几年前，几位师友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涌潮的书，设想了写法和内容。
后来受到更多同行的鼓舞和支持。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更为此提供良好的条件。
孰不知，支持实际上是一种压力。
这本小书就是靠这些支持“压”出来的。
　　这本书从水力学和潮汐学角度，分析了钱塘江涌潮的特性及其相应的水力学机理。
大致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1章，从形态、形成原因以及局部流动与整体流动的关系几个
方面，分析涌潮的特点；讨论涌潮研究的意义和主要方法。
　　第二部分，从第2章到第5章，介绍钱塘江涌潮的基本情况。
第2章探讨钱塘江涌潮产生的大致年代，再从起潮点、观潮点、上溯距离的变动，分析钱塘江涌潮的
近代演变过程；第3章介绍与涌潮相关的钱塘江河口概况；第4章根据近年的观测资料，分析钱塘江涌
潮在溯源传播过程中变化的特点；第5章讨论涌潮强度变化规律及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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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塘江涌潮是局势壮观的奇景，但同时它也是洪水猛兽，给沿江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
如何改善沿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始终是涌潮研究的主题。
    本书从水力学和潮汐学角度，分析了钱塘江涌潮的特性及其相应的水力学机理。
大致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1章，从形态、形成原因以及局部流动与整体流动的关系几个方面
，分析涌潮的特点；讨论涌潮研究的意义和主要方法。
第二部分，从第2章到第5章，介绍钱塘江涌潮的基本情况。
第三部分分几个专题。
第6章讨论涌潮各种尺度的模型；第7章到第11章，核心是浅水波。
特征以及间断三个概念；第12章则利用高阶的浅水流动方程，讨论涌波的局部形态。
第四部分，即第13章和14章，讨论钱塘江涌潮数值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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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述　　1.1　什么是涌潮　　1.1.2　与整体流动的关系　　涌波是一种局部现象。
处在不同整体流动中的涌波，有着不同的特性和演变规律。
涌潮是潮波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这是与其他涌波基本的区别。
　　首先，形成原因不同。
除了定常流动中的水跃以外，形成涌波的原因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初始时刻涌波就已经存在，如溃
坝波；第二类是边界条件造成的，例如闸门突然开启产生涌波；第三类则是在初始、边界并没有突然
变化的情况下，在域中“无中生有”地形成的。
就成因而言，涌潮属于第三类。
一些水电站、水泵站下游河道中，有时也会发现这类涌波（cunge，1976）。
对于前两类涌波，所需要研究的是其传播、变化规律；对于第三类，则还需要研究成因问题。
　　涌潮是潮波的一部分。
涌波前、后，或是涨潮波，或是落潮波，在与前、后潮波的相互作用中，涌潮完成了从形成到消逝整
个过程的演变。
　　在潮波作用下，涌潮存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因为浅水效应，潮波产生变形，涨潮波面逐渐变陡，终在某个时刻，于最陡处形成涌波。
形成之初，涌波前、后均为涨潮波。
这种态势下，涌波迅速增强，继而成为涨潮波的前锋。
之后，涌波后的涨潮波仍在促进涌潮的发展；而波前的落潮波逐渐削弱涌潮，一直到波后也转化为落
潮波，涌潮随即衰竭，直至消逝。
　　因所处的整体流动不同，涌波有不同的性状。
大坝一旦溃决，下游河道即形成向下推进的涌波，上游河道形成溯源传播的膨胀波。
如果忽略大坝残留、摩阻、河道宽窄深浅变化等效应，则其流动可以用黎曼（Riemann）问题描述，
其传播、演变过程见图1-2。
在向下游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涌波后方，水位并不上涨，流速亦为常值，是为“常态区”。
膨胀波的上溯反映了水库泄空过程。
该波传到水库的库尾之后，产生反射波。
此后，黎曼解不再适用。
反射波向下游传播的速度比涌波大，终会赶上涌波。
标志着水库泄空影响已经波及涌波，使其强度下降。
膨胀波抵达库尾的时间A、库尾反射波追赶上涌波的时间地点B成了这种流动的两个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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