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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科学开发和利用钦州湾的海洋资源，研究钦州湾潮流季节性变化特征。【方法】收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潮流实测资料，结合准调和分析方法，初步获得茅尾海以及钦州湾外湾潮流季节特征。【结果】茅尾海

夏季潮流显著强于冬季，潮汐河口夏季受径流影响强烈。外湾夏、秋季节潮流强于冬节，西水道潮流较强，中水

道次之，东水道相对较弱；三墩公路建设导致其东侧浅滩潮流明显增强。除夏季潮汐河口余流较大外，钦州湾余

流普遍不强。【结论】钦州湾属不规则全日潮海区，潮流运动形式为往复流，落潮流速一般大于涨潮流速，涨潮历

时长于落潮历时；龙门水道潮流动力最为强劲，其次为其它主流潮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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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研究意义】钦州湾由内湾（茅尾海）、外湾（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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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构成，其沿岸目前处于快速开发建设阶段，地形地
貌正发生显著改变，由此可能导致的海洋动力环境变
化不容忽视。【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已有不少学
者［１～６］采用实测资料分析或数值模拟等手段对钦州

湾的潮流特征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
的成果。【本研究切入点】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仅针对
某次实测资料进行分析计算，或选取资料较早，已不
能完全反映钦州湾近几年开发利用导致的海洋动力

环境变化。【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收集整理
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不同海域不同季节潮流观测
资料，结合准调和分析方法［７］，分析钦州湾潮流季节
变化特征，为准确把握钦州湾的潮流变化状况及其科
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钦州湾由内湾（茅尾海）、外湾（钦州湾）构成，两
湾之间由狭窄的龙门潮汐通道相连，南面与北部湾相
通，是一个典型的溺谷型海湾，潮汐属正规全日潮，潮
流属不规则全日潮流［８］。茅尾海位于钦州湾顶部，呈
袋状，口门宽约 ３．７ｋｍ，东、西、北三面为陆地所围
绕，东西走向 １５ｋｍ，南北走向 １７ｋｍ，总面积约

１３５ｋｍ２，其中 ０ｍ 等深线（理论基面）以上面积约

８０ｋｍ２，占茅尾海总面积 ５９．３％。湾内港汊众多，发
育有大片浅滩（图 １）。茅尾海顶部有钦江、茅岭江注
入，钦江年均径流量 １１．６９ 亿 ｍ３，茅岭江年均径流量

１５．９７ 亿 ｍ３。茅尾海水深适宜，滩涂广阔，分布有全
国最大的海岛红树林湿地，此外由于湾内有入海河流
注入，咸淡水交汇，海中浮游植物丰富，非常适宜大
蚝、青蟹等海产品繁殖生长，海水养殖业发达。

　　图 １　钦州湾水文测站分布及地形（实线为 ２００８ 年前岸
线，虚线为 ２０１２ 年现状岸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
ｒａｉｎ ｉｎ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ｓｏｌｉｄｅ ｌｉｎｅ，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０８；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ｉｎ ２０１２）

　　钦州湾外湾为重要的港口航运区，自青菜头向南
呈喇叭状展开，分布有潮间浅滩、潮沟、潮流深槽、潮
流沙脊、拦门沙等水下地貌，并有金鼓江、鹿耳环江、
大灶江等小溪注入。湾内的潮流深槽主要有东、中、
西三个水道，其中东水道自然水深 ５～ ２４ｍ，中水道
为 ５～８ｍ，西水道为 ５～ １５ｍ。近年来，东水道已扩
建浚深，其东侧大片滩涂已围垦成陆；２００９ 年底基本
建成的三墩公路，已将原鹿耳环江潮沟截断。

　　为分析钦州湾近年来不同季节潮流变化特征，本
文收集整理了广西科学院与其它相关科研院所［９～ １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在钦州湾不同季节进行水文观测的资
料，涉及的测站分布见图 １，图中各测站代码含义为：
首字母 ｍ 表示茅尾海，ｑ 表示钦州湾；ｃ、ｘ、ｑ、ｄ 分别
表示春、夏、秋、冬；数字前两位为年份，后两位为同步
测站的序号。为便于叙述，以下分茅尾海与钦州湾
（外湾）两个海域，对实测潮流资料进行计算分析。

２　茅尾海海域潮流分析

　　茅尾海水深较浅，地形复杂，大片水域被围垦养
殖。近年来，鲜见有茅尾海海域的水文观测资料，目
前仅收集到二次周日同步实测数据。

２．１　冬季

　　站点 ｍｄ１００１～ｍｄ１００５ 观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下旬大潮期，此时为枯水期，低潮时大片浅滩出露，
除龙门水道附近的 ｍｄ１００４ 与 ｍｄ１００５ 调查数据完
整外，ｍｄ１００１～ ｍｄ１００３ 均在低潮时个别时刻缺测，
文中作了插值处理。统计发现，位于茅岭江河口附近

ｍｄ１００１ 站的涨潮最大流速为 ０．５７ｍ／ｓ，涨潮平均流
速 ０．３１ｍ／ｓ，落潮最大流速 ０．７９ｍ／ｓ，落潮平均流速

０．３９ｍ／ｓ。茅尾海中部潮沟内 ｍｄ１００２ 站的涨潮最
大流速为 ０．５９ｍ／ｓ，涨潮平均流速为 ０．３２ｍ／ｓ，落潮
最大流速 ０．９０ｍ／ｓ，落潮平均流速 ０．５２ｍ／ｓ；沙井岛
东侧 ｍｄ１００３ 站涨潮最大流速为 ０．６０ｍ／ｓ，涨潮平均
流速 ０．３８ｍ／ｓ，落潮最大流速 ０．７１ｍ／ｓ，落潮平均流
速 ０．４４ｍ／ｓ。ｍｄ１００４、ｍｄ１００５ 站分别位于龙门水道
北端东侧与中端西侧，ｍｄ１００４ 站涨、落潮最大流速
分别可达 １．０８ｍ／ｓ、１．４１ｍ／ｓ，ｍｄ１００５ 站涨、落潮最
大流速分别为 ０．７２ｍ／ｓ、１．０６ｍ／ｓ。

２．２　夏季

　　ｍｘ１２０１～ｍｘ１２０３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上旬大潮期观
测，此时茅尾海初步进入丰水期。ｍｘ１２０１ 站位于茅
岭江下游，受径流影响较大，涨潮最大流速 ０．４３ｍ／ｓ，
落潮最大流速 ０．５３ｍ／ｓ，涨、落潮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２５ｍ／ｓ、０．３１ｍ／ｓ。位于茅岭江河口潮汐通道的

ｍｘ１２０２ 站，涨潮最大流速 ０．７１ｍ／ｓ，落潮最大流速

２５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１．０７ｍ／ｓ，涨、落 潮 平 均 流 速 分 别 为 ０．４１ｍ／ｓ、

０７４ｍ／ｓ。茅尾海中部潮沟内 ｍｘ１２０３ 站，涨、落潮
最大流速分别为 ０．７７ｍ／ｓ、０．７２ｍ／ｓ，涨、落潮平均流
速分别为 ０．３９ｍ／ｓ、０．５０ｍ／ｓ。

２．３　冬季与夏季潮流特征比较分析

　　从图 ２（ａ）中可见，受地形影响，茅尾海潮流运动
形式为典型的往复流，潮流流向与潮沟、水道走向基
本平行，落潮流速一般大于涨潮流速。对于受径流影
响较大的潮汐河口测站（ｍｘ１２０１、ｍｘ１２０２），大潮期
间，落潮历时大于涨潮历时 １～ ３ｈ，而在其它区域则
反之，涨潮历时大于落潮历时 １～４ｈ。从潮流季节分
布上看，夏季为丰水期，雨量、径流量较为丰沛，同时
可能受到天文因素及实测期间天气状况影响，对于相
邻区域站点，如 ｍｄ１００１ 与 ｍｘ１２０２，夏季潮流流速显
著强于冬季。从空间分布上看，受径流影响的潮沟处
相较于浅滩或稍开阔潮沟区域的潮流动力强，如夏季
的 ｍｘ１２０２ 比 ｍｘ１２０１、ｍｘ１２０３ 同步时刻的流速大；
但当冬季时径流量小，此时处于中部潮沟 ｍｄ１００２ 的
流速大于受径流影响小的 ｍｄ１００１ 及 ｍｄ１００２ 处流
速。受独特的地理环境限制，龙门水道附近的潮流动
力最为强劲，其最大落潮流速超过 １．４０ｍ／ｓ，最大涨
潮流速亦达 ０．７２ｍ／ｓ。从余流分布上看，冬季，茅尾
海余流较小，ｍｄ１００５ 余流最大，但仅为 ０．０８２ｍ／ｓ，
流向为正南向，ｍｄ１００４ 余流与之相差不大，ｍｄ１００１
与 ｍｄ１００２ 余流均不超过 ０．０５ｍ／ｓ；夏季，位于茅岭
江河 口 区 附 近 的 ｍｘ１２０１、ｍｘ１２０２ 余 流 分 别 为

０１１ｍ／ｓ、０．３０ｍ／ｓ（流向为东南向），处于开阔区域的

ｍｘ１２０３ 余流很小，这表明，由于夏季径流量显著增
强，河口区余流主要受径流支配。冬、夏二季各测站
余流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茅尾海冬、夏季余流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ｏｗｅｉ Ｓｅ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余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ｄ１００１ ｍｄ１００２ ｍｄ１００３ ｍｄ１００４ ｍｄ１００５ ｍｘ１２０１ ｍｘ１２０２ ｍｘ１２０３

流速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ｓ－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８ ０．０８２ ０．１１ ０．３０ ０．０２

流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

９４ １６７ １９３ １０８ １７６ １３３ １３５ １３０

　　此外，准调和分析结果显示，各测站潮流性质判
别系数介于 ２～４，表明茅尾海海域潮流属不规则全
日潮潮流，主要分潮（Ｋ１、Ｏ１、Ｍ２）椭圆旋转率均小于

０．１，从另一个方面反映茅尾海潮流的往复流性质。

　　图 ２　茅尾海冬、夏季潮流矢量（ａ）及余流（ｂ）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ｏｆ

Ｍａｏｗｅｉ Ｓｅ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３　钦州湾外湾海域潮流分析

　　钦州湾外湾为重要的港口航运区，近年来钦州湾
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多集中于此，针对不同工程项目，
不少科研院所对钦州湾的水文环境进行过多次观测，
以下选取部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３．１　春季

　　目前收集到的春季钦州湾潮流观测资料较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初在青菜头岛西南方、钦州港西航道附
近布设 １ 个潮流站 ｑｃ１１０１ 进行周日连续观测，此时
正值中潮向小潮过渡期，潮流已开始呈现半日潮特
征，一天之内有两次涨落，表层最大流速达 ０．７５ｍ／ｓ，
流向为 Ｎ 向，中、底层最大流速分别为 ０．７１ｍ／ｓ、

０４５ｍ／ｓ，流向与表层一致。最大落潮流速发生在表
层，约 ０．５４ｍ／ｓ，流向为 Ｓ向。

３．２　夏季

　　 ｑｘ０６０１、ｑｘ０６０２ 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下旬大潮期观
测。位于龙门水道附近的 ｑｘ０６０１，实测流速较大，最
大流速 １．１ｍ／ｓ，流向为东南偏东向，涨潮平均流速约
为 ０．５６ｍ／ｓ，落潮平均流速约 ０．５９ｍ／ｓ；钦州燃煤电
厂附近 ｑｘ０６０２ 最大流速 ０．９２ｍ／ｓ，流向为东南向，
涨、落 潮 平 均 流 速 分 别 为 ０．４１ｍ／ｓ、０．６６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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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ｘ０７０１、ｑｘ０７０２ 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下旬大潮期观测，两
个测站均位于金鼓江航道内，ｑｘ０７０１ 最大流速为

０５３ｍ／ｓ，流向为正北向，涨、落潮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３２ｍ／ｓ、０．２９ｍ／ｓ；ｑｘ０７０２ 最大流速为 ０．８２ｍ／ｓ，流
向亦为北向，涨、落潮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３８ｍ／ｓ、

０４０ｍ／ｓ。ｑｘ０７０３～ｑｘ０７０５ 观测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下旬大潮期，位于当时尚未建成的三墩公路东、西两
侧附近；ｑｘ０７０３ 位于鹿耳环江潮沟内，最大流速

０４８ｍ／ｓ，流向为西南向，涨、落潮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１５ｍ／ｓ、０．２３ｍ／ｓ；ｑｘ０７０４ 位于东航道东侧沙脊附
近，最大流速为 ０４８ｍ／ｓ，流向为正南向，涨、落潮平
均流速为 ０．２２ｍ／ｓ、０．２７ｍ／ｓ；ｑｘ０７０５ 的最大流速为

０８２ｍ／ｓ，流向东南向。上述各测站均为大潮期间观
测，一天之内一次涨、落潮现象显著，规律明显。

３．３　秋季

　　ｑｑ０９０１～ｑｑ０９０４ 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上旬中潮期观
测，此时三墩公路已逐步建成，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上旬又
在相同站位进行了周日同步连续观测。以下分析基
于 ２００９ 年实测资料。ｑｑ０９０１ 位于钦州湾东航道与
金鼓江交汇处附近，流态较为复杂，表层最大流速为

０．５６ｍ／ｓ，底层最大流速为 ０．４８ｍ／ｓ，流向均为西北
向；ｑｑ０９０２ 位于钦州湾东航道内，流态规律明显，表
层最大流速达 ０．８８ｍ／ｓ，底层最大流速为 ０．６８ｍ／ｓ，
流向均为东南向；ｑｑ０９０３ 位于三墩公路与大环村之
间，表层最大流速达 ０．８０ｍ／ｓ，底层最大流速为 ０．
７６ｍ／ｓ，流向均为西北偏北向；ｑｑ０９０４ 位于钦州湾口，
表层最大流速 ０．５４ｍ／ｓ，流向东南向，底层最大流速
为 ０．４６ｍ／ｓ，流向西北向。

３．４　冬季

　　ｑｄ０７０１～ｑｄ０７０６ 观测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下旬
大潮期，根据实测资料分析，实测流速最大出现在龙
门水道 ｑｄ０７０１ 站，最大流速为 １．１５ｍ／ｓ，流向为东南
向，最大涨潮流速 ０．７９ｍ／ｓ，涨、落潮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４４ｍ／ｓ、０．７９ｍ／ｓ。东航道中部 ｑｄ０７０２ 最大落潮流
速为 ０．７５ｍ／ｓ，涨、落潮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３１ｍ／ｓ、

０５１ｍ／ｓ。ｑｄ０７０３ 最大落潮流速 ０．６２ｍ／ｓ，涨、落潮
平均流速分别为 ０．３３ｍ／ｓ、０．５１ｍ／ｓ。西航道南部

ｑｄ０７０４ 最大落潮流速为 ０．８４ｍ／ｓ，最大涨潮流速

０６４ｍ／ｓ，涨、落 潮 平 均 流 速 分 别 为 ０．４１ｍ／ｓ、

０６０ｍ／ｓ。中航道南部 ｑｄ０７０５ 最大落潮流速为

０８１ｍ／ｓ，最大涨潮流速为 ０．６５ｍ／ｓ，涨、落潮平均流
速分别为 ０４０ｍ／ｓ、０．５３ｍ／ｓ。东航道南部转向处

ｑｄ０７０６ 最大落潮流速为 ０．５２ｍ／ｓ，最大涨潮流速为

０．４０ｍ／ｓ，涨、落 潮 平 均 流 速 分 别 为 ０．２５ｍ／ｓ、

０３９ｍ／ｓ。

３．５　外湾不同季节潮流特征比较分析

　　图 ３（ａ）中易见，钦州湾的潮流运动形式与茅尾
海基本一致，均属往复流性质，潮流流向基本顺着深
槽、航道走向，落潮流速一般大于涨潮流速，但在夏季
的金鼓江海域（ｑｘ０７０１、ｑｘ０７０２），观测到涨潮流速稍
大于落潮流速。大潮期间，各季节涨潮历时一般大于
落潮历时。从潮流季节分布看，夏、秋二季潮流强于
冬季，如相邻测站 ｑｑ０９０２ 与 ｑｄ０７０２ 均位于东航道中
部，秋季 ｑｑ０９０２ 中潮期最大流速已达 ０．８８ｍ／ｓ，而冬
季 ｑｄ０７０２ 大潮期最大流速仅为 ０．７５ｍ／ｓ；春季与其
它季节相邻站点观测资料较少，尚无法进一步比较分
析。从空间分布看，位于潮汐通道、潮沟处潮流显著
强于其它区域的潮流，龙门水道的潮流动力最强，对
于枯 水 期 的 冬 季，最 大 流 速 亦 可 达 １．１５ｍ／ｓ
（ｑｄ０７０１）；其次为西、中、东航道以及金鼓江航道，对
于冬季大潮期间而言，西航道最大流速 ０．８４ｍ／ｓ
（ｑｄ０７０４）大于中航道 ０．８１ｍ／ｓ（ｑｄ０７０５），这两处流速
明显大于东航道（ｑｄ０７０６）最大流速 ０．５２ｍ／ｓ，这与前
人的观测分析结果一致［２，４］；此外，夏季金鼓江海域
最大流速可达 ０．８２ｍ／ｓ（ｑｘ０７０２）。一般近岸及浅滩
处潮流动力相对较弱，但对于三墩公路两侧浅滩而
言，工程建设对该海域潮流影响较大：２００７ 年，三墩
公路 尚 未 建 设，夏 季 大 潮 期 鹿 耳 环 江 潮 沟 内
（ｑｘ０７０３）以及东航道东侧沙脊处（ｑｘ０７０４）最大流速
仅为 ０．４８ｍ／ｓ；２００９ 年底，三墩公路基本建成后，位
于原浅滩处的 ｑｑ０９０３，秋季中潮期的最大流速可达

０．８０ｍ／ｓ，２０１０ 年同期大潮时的观测结果显示，该处
最大流速达 ０．９８ｍ／ｓ，这表明，由于三墩公路的束窄
作用，其东侧海域潮流动力显著增强。数值模拟结果
也表明，三墩公路建成后，其东侧海域潮流增量相当
可观。

　　利用表 ２～表 ３ 的结果，结合图 ３（ｂ）可以发现，
诸站余流均不大。春季，以 ｑｃ１１０１ 为例，其表层余流

０．０７１ｍ／ｓ，流 向 为 北 向，中、底 层 余 流 分 别 为

００７９ｍ／ｓ、０．０５４ｍ／ｓ，流向与表层一致。夏季，龙门
水道余流约为 ０．０６ｍ／ｓ，但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

ｑｘ０６０１ 与 ｑｘ０６０２ 相距不远，余流流向却相反；金鼓
江航道内 ｑｘ０７０１、ｑｘ０７０２ 余流最大也仅 ０．０７４ｍ／ｓ，
指向西北偏北向，这或许是导致观测期间该海域涨潮
流速大于落潮流速的原因；ｑｘ０７０３～ｑｘ０７０５ 多位于
浅滩，余流很小，ｑｘ０７０３ 与 ｑｘ０７０４ 指向西北，ｑｘ０７０５
指向西南。秋季，三墩作业区南部开阔处 ｑｑ０９０４ 余
流达 ０．１１４ｍ／ｓ，指向为西南向，这大概与秋季开始盛

４５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图 ３　钦州湾不同季节潮流矢量（ａ）及余流分布（ｂ）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

行东北风有 关；其 余各站余流均很 小，不 超 过

００５ｍ／ｓ。冬季，龙门水道处 ｑｄ０７０１ 余流最大，为

００８４ｍ／ｓ，指 向 东 南 偏 南 向，其 余 诸 站 均 小 于

００５ｍ／ｓ。总体而言，钦州湾余流不大，结合 ｍｄ１００４
与 ｍｄ１００５ 测站资料分析，龙门水道处余流最大，其
次为各航道、潮沟，近岸及浅滩处余流最小，余流流向
因季节、天气、地形等因素影响而不尽相同。

表 ２　钦州湾春、夏季余流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余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ｑｃ１１０１ ｑｘ０６０１ ｑｘ０６０２ ｑｘ０７０１ ｑｘ０７０２ ｑｘ０７０３ ｑｘ０７０４ ｑｘ０７０５

流速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ｓ－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４

流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

３５５ ３４３ １３２ ３４１ ３３７ ２８８ ３４３ ２０６

４　结论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钦州湾实测潮流资料，
计算分析了茅尾海、钦州湾外湾不同季节潮流特征，
结果显示：该海区属不规则全日潮流，大潮期间一天
之内一次涨、落现象明显；潮流运动形式为典型往复
流，涨、落潮流向基本与潮汐通道、潮沟走向平行；落
潮流速一般大于涨潮流速，涨潮历时大于落潮历时；
龙门水道潮流动力最为强劲，其次为其它深槽与潮汐
通道。茅尾海夏季潮汐河口主要受径流控制，其潮流
动力显著大于其它海域，夏初余流最大可达 ０．３０ｍ／

ｓ，有利于河口区物质交换；冬季枯水期，河口主要受
潮汐、地形影响，动力条件弱于夏季。钦州湾外湾夏、
秋二季一般潮流动力大于冬季节；冬季，对于纬度相
近测站，西水道处流速大于中水道，东水道流速相对
最小；由于三墩公路的建设，改变了东、西两侧的原始
潮流系统，东侧潮滩流速显著增强。钦州湾围填海建
设对潮流动力系统的影响仍需大量观测资料的支持。

表 ３　钦州湾秋季和冬季余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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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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