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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的非线性内波(内孤立波)与

内潮活动是南海北部上层海洋动力的

重要特征 , 特别是在南海东北部东沙

群岛邻近海域 , 内孤立波与内潮活动

非常活跃 , 大量的内孤立波与内潮能

量在此耗散掉, 产生很强的湍流混合. 

然而 , 目前国内外对南海北部海域湍

流耗散与混合的直接观测研究还非常

有限 , 且主要局限于对吕宋海峡邻近

海域深层混合或南海个别区域混合特

征的单次观测研究. 基于 2009 和 2010

年夏季风期间于南海北部陆架陆坡

区、中央海盆区以及吕宋海峡邻近海

域所获得的流速微尺度剪切与温盐深

剖面观测资料 , 本研究给出了南海北

部海域跃层上部平均湍动能耗散率的

地理分布特征及其与内波场的联系.  

观测结果显示, 在南海北部陆架

区 , 跃层上部平均的湍动能耗散率

<p>=(3~6)×108 W kg1, 而在陆架坡

折区<p>可达 1.2×107 W kg1; 在南

海北部中央海盆区 , 湍流耗散比陆架

坡折区要小 1 个量级(图 1(a)). 观测结

果同时揭示了<p>在纬向上的显著差

异: 在 20°N 及其以北, <p>的平均值

为 6.9×108 W kg1, 而在 20°N 以南, 

仅为 3.4×108 W kg1. 

研究表明, 上述纬向差异与产生

于吕宋海峡的内波向西北方向的传播

密切相关 . 通过比较各个观测站位处

<p>与内波有效重力位能 PIW发现, 二

者具有非常显著的线性关系(图 1(b)). 

由该线性关系可知, PIW 的耗散时间约

为 6 h. 上述关系表明, 可通过由温盐

深剖面资料计算内波有效重力位能的

方法来估计平均湍动能耗散率 . 这大

大简化了获取研究海域湍流耗散与混

合特征的难度 ,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与实际应用价值. 

 
 

 

图 1  南海北部海域跃层上部平均湍动能耗散率<p>与内波有效重力位能 PIW 
(a) 空心圆圈的面积表示<p> 的大小, 横线的长度表示 PIW的大小, 左上角给出了相应的图例. (b) 小菱形为原始数据, 大圆点为区间平均数据, 

实线为线性回归所得理论直线, 左上角给出了其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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