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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岸波流边界层及泥沙输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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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ｇ

近海岸地区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最为重要的地带 ， 该地带的可持续发展
一

直是人们

关注的重要 问题 。 为 了保护生存环境 ， 需要建设海岸防护工程 ， 以防止海岸不被波流冲刷

而破坏 。 为 了发展经济 ， 需要建设港 口 、 码头 、 航道和桥梁等近岸工程 ， 以充分利用 、 开

发海洋资源 。 这些环境与工程问题都与近海岸波浪 、 潮汐 、 海流等水动力诱导的泥沙输运 、

海床演化密切相关 。 从水动力学学科角度看 ， 波流边界层及其与海床的相互作用也是科学

界长期 以来广泛关注的重要基础科学 问题 。

波浪是近海岸地区主要的水动力要素 。 人们对水波运动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 ， 在理想流

体 、 微幅波的假设下 ， 建立了线性波理论 ， 可以获得水波流场 、 压力场的解析解 。 随着波

幅的增大 ， 非线性效应逐渐凸显 出来 ， 人们相继发展 了Ｓｔｏｋｅｓ 波 、 孤立波和椭圆余弦波理

论等 。 这些理论都不涉及近床边界层 ， 因而可以忽略水体的黏性 。 然而 ， 当考虑泥沙输运

和海床演化时 ， 水波边界层流动是不可 回避的关键问题 ， 因为泥沙的起动取决于近床水流

施加于床面的切应力 ， 此时水体的黏性不可忽略 。 因此 ， 对于水波输沙 ， 厘清边界层 中 的

底部切应力至关重要 。

潮汐是近海岸地区另
一

重要的水动力要素 。 特别是在河 口 区 ， 潮汐与河 口径流相互叠

加 ， 形成河 口独特的水动力边界层 ， 由此引起的泥沙输运对河 口地貌演变 、 航道冲淤等有

决定性的影响 。 潮汐具有波 、 流双重属性 ， 从远大于潮周期的时间尺度上看 ， 它是潮波 ，

从小于潮周期的时间尺度上看 ， 它是潮流 ， 可看做海流的
一

种特例 （Ｚｈｏｕ 等 ； 周济福等 ） 。

海贿多种形式 。 在迎ｉ岸地区 ， 主魏沿岸流 、 离岸流 ， 它们对岸滩塑造有觀影响 。 风暴

潮流也是近海岸地区的海流特例 ， 虽然风暴潮是偶发的 ， 但对岸滩 的塑造和港口航道的演化具

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

一

次强风＾诱导的泥沙输运Ｅ可能游死航道 （Ｚｈｏｕ等 ； 周济福等） 。

本研宄主要阐述浅水波边界层 、 河 口边界层 、 风暴潮 以及它们诱导的泥沙输运过程的

研宂进展 。

基金项 目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２０ １ ７ＹＦＣ １ ４ ０４２００ ） 和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 １ １ ９７２３ ５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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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线性波边界层

当波幅相较于波长为小量时 ， 控制水流运动的方程和 自 由面边界条件均可线性化 ， 从

而可以解析求解 ， 这就是线性波理论 。 在近岸浅水情形 ， 底床附近的垂向速度为零 ， 水质

点做近似于往复振荡的水平运动 ， 此即水波边界层的外流速度 。

根据 Ｊｅｎｓｅｎ 等的流态划分准则 ， 可 以将水波边界层划分为四种不同的阶段 ： 当 Ｓ １ ００

时为层流阶段 ， １ ００＜ 及＆ ＜５ ５ ０ 时为扰动层流阶段 ， ５ ５ ０３ ５ ００ 时为间歇湍流阶段 ，

＞ ３ ５００ 时为充分发展的湍流阶段 。 这里 ，

＝
［／ｊ／

ｖ
／

，为速度峰值 ， ５
＝

７＾７石为

Ｓｔｏｋｅｓ 厚度 ， ＿水的运动黏性系数 ， ｃｏ 为水波圆频率 。

对于光滑床面的层流边界层 ， 底床切应力为 ７
。 （〇 

＝
／

？［＾７＾ ＜：０８（？＊ ＋

＾
）

， 其中 ， 户为水

的密度 。 可见 ， 在光滑层流边界层中 ， 底床切应力的相位比外流速度超前 ７０／４ 。 对于揣流边

界层 ， 底床切应力 与外流速度 的相位差受雷诺数和床面粗糙度 的影 响 ， 趋 向于减小

（Ｎｉｅｌｓｅｎ ） 。 可以采用静止水体中振荡平板边界层模拟浅水波诱导的底边界层 ， 从而便于利

用揣流模拟方法 ， 获得从层流到湍流任何阶段的浅水波底边界层的详细信息 ， 包括湍流信

息 （ Ｌ ｉ 等 ） 。

３ 非线性波边界层

在近岸地区 ， 受波床相互作用 的影响 ， 水波往往呈现出较强的非线性 ， 具有
一

定的前

倾度和非对称度 ， 其流动信息难以用简单的线性波理论进行描述 ， 尤其是其底部边界层 内

的流动更加复杂 。 深入研究非线性波的流场特征 、 近底边界层的流动行为 ， 特别是底部切

应力 的变化规律 ， 对于近岸泥沙输运研宄是至关重要的 。 实际的近岸非线性波非常复杂 ，

但可以对两类典型的近岸非线性波进行研宄 ， 分别是椭圆余弦波 （椭余波 ） 和前倾波 。

３ ． １ 椭余波边界层

椭余波边界层外流速度过程可用椭圆余弦函数表示 ， 基于椭余函数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 级数展

开 ， Ｔａｎａｋａ等得到 了椭余波层流边界层的速度和切应力的理论解 。 Ｇｒａｎｔ 和 Ｍａｄｓｅｎ 采用线

性分布的湍流涡黏模型 ， 发展了线性湍流边界层模型 。 Ｌａｒｓｏｎ 基于此模型 ， 通过拉普拉斯

变换给出 了积分形式的水波湍流边界层的理论解 ， 并对简谐波和椭余波的速度和切应力进

行分析 ， 但因结果为积分形式 ， 系数较难确定 。

３ ．２ 前倾波边界层

前倾波边界层的外流速度过程可表示为 （Ａｂｒｅｕ 等 ） ：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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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

ｔ
）

＝
Ｕ

ｃ
ｙｆｌ ｉ^

ｓ ｉｎ ｃｏ ｔ

－

ｒ ｃ ｏ ｓ ｃｏ ｔ

式中 ， ｒ 为描述速度前倾程度的参数 。 为 了便于求解边界层 ， 可将式 （ １ ） 表示为 ：

（ １ ）

（ ２ ）

其中 ， 疋 ＝ Ｖｌ
－

ｒ

２

艺 ａ
＊

，

．

， 系数 满足下如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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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值适用于任意前倾波 （Ｘｉｅ 等 ） 。

由此 ， 可 以求得前倾波层流边界层的解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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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ｔ 为切应力 ， ／为无量纲的切应力 。 无量纲底部切应力 ：

＜ （０ 

＝

ｐＵｃ
４ｍｖ

ｓ ｉｎ ｆ＋ （ ６ ）

它与 自 由外流速度之间 的相位差 ， 随着前倾度的增加 ， 从线性波的 ４５
°

明显减小 ， 且 由于

加速度非对称性的影响 ， 波峰处的相位差大于波谷 。 尽管此解析解为层流解 ， 但与大涡模

拟结果对比表明 ， 此层流解可以扩展应用于部分间歇湍流阶段 （Ｘ ｉｅ 等 ） 。

当流动处于湍流阶段时 ，

一

般不能得到边界层的解析解 。 但如果采用线性涡黏模型 ，

则可通过分离变量和变量变换以及修正的 Ｂｅｓｓｅ ｌ 方程 ， 获得前倾波揣流边界层的解析解 （谢

益芹 ） ：

小 ，
ｚ

） 

＝

｜＞Ａ ｓｉｎ
（

／ｗ奴
）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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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为摩擦速度 ， ｋ 为卡 门常数 ， ＆ 为底部粗糖度的特征高度 。 此解析解与 Ｊｏｎｓｓｏｎ 和

Ｓｕｎｔｏｙｏ 实验数据的对比 ， 吻合 良好 。

３ ． ３ 湍流阶段底部切应力的参数化模型

上述解析理论对于描述实际情形的浅水波边界层必然受到局限 。 本小节着眼于泥沙输

运 ， 侧重于湍流边界层底部切应力的讨论 。 为了便于应用 ， 基于对充分发展湍流状态的边

界层流动进行精细的大涡模拟 ， 获得了底部切应力的详细信息 ， 特别是其与外流速度的相

位差 ， 并用 以建立 了底部切应力的参数化模型 。 在湍流情形 ， 有必要区分波峰和波谷阶段

的相位差 （分别用 略 、 钤表示 ） ， 摩擦速度可分段表示为 ：

ｃｏｓ＾ （

ｒ
） 

＋ 

Ｓｍ＾ ，
＂

（

，
）

＞ ０

ＣＯ〇ｔ

． １， 、 《 （
１ ０

）

ｃｏｓ＾ （

＾
） 

＋

ＳＵ１ ＾ ，
Ｕ

（

ｔ

）

＜ ０

ＣＯ祝
」

由此提出 了分段底部切应力模型 （／ｗ为摩擦系数 ） 。 经与 Ｊｏｎｓｓｏｎ 和 Ｓｕｎｔｏｙｏ 实验数据的对

比证 明 ， 此分段参数化模型具有更好的精度 。

４ 潮汐河 口边界层

在河 口地区 ， 潮汐使得水流作往复运动 ， 因而流速随时间周期变化 ， 其周期与潮汐相

同 。 在落急时刻 ， 流速达最大值 ， 涨急时刻 ， 流速达最小值 （ 负 向最大 ） 。 由于潮汐的周期

很长 （通常 １ ２ 或 ２４ 小时 ） ， 在涨落急时刻附近 ， 水流的运动特征与 明渠单向水流极为相似 ，

其速度剖面基本符合对数律 。 在涨落憩时刻附近 ， 则 因水流转向 ， 往往呈现出上下水流反

向运动的特点 ， 可 以用振荡边界层理论描述速度剖面 。 径流的作用使河 口水流在往复运动

的 同时 ， 存在着向海的净通量 。

当不考虑径流与潮流的非线性作用时 ， 可采用波流分解方法 ， 将径流和潮流分量分开

考虑 （ Ｌｉ 等 ， Ｚｈｏｕ 等 ， 周济福等 ） 。 基于对数律 ， 径流分量的速度剖面为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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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荡边界层理论 ， 可得到潮流分量的速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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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Ｚ 为水深 ， ｇ 为重力加速度 ， 《 为糙率系数 ， Ｋ 为卡门常数 ，
《
ｆ 为水面速度的径流分

量 ， Ｊ 为潮流速度分量的振幅 ， ；
？ 为
一

常数 ， 相位碑据径流与潮流速度线性分解律确定 。

５ 波流输沙

在近海岸地区 ， 由于波床相互作用显著 ， 水波往往具有很强的非线性 ， 因此 ， 分析非

线性波输沙规律有重要意义 。

本研宄对非线性波输沙过程进行了解析理论研宂 （ Ｘ ｉ ｅ 等 ） 。 针对非线性波输沙模型方

程 ， 提出 了
一

个新的变量变换 ， 因而可推导 出常扩散系数和线性扩散系数及采用参考浓度

和 ｐ ｉ ｃｋｕｐ 函数确定底部边界条件的四种组合情形的理论解 。 通过与不同情形的实验数据 比

较发现 ， 四种情形的理论解均能够很好描述近底附近周期平均泥沙浓度的垂向分布 ； 随着

离底床距离的增加 ， 相 比常扩散系数 ， 基于线性扩散系数的泥沙浓度理论解在振幅和相位

上更符合实验数据 ； 相 比参考浓度 ， 采用 ｐ ｉ ｃｋｕｐ 函数确定底部边界条件时 ， 泥沙浓度周期

变化的相位特征更符合实验结果 。

同时 ， 将数值波浪水槽与泥沙模型耦合 ， 建立了非线性波悬沙输运模型 ， 对非线性波

输沙过程进行模拟 ， 并将修正的底部切应力模型应用到悬沙输运模型 中 ， 建立了基于切应

力修正的悬沙输运模型 （谢益芹等 ） 。 通过与实验比较证明 ， 此模型能够很好预测泥沙浓度

的分布 ， 且节省 了大量计算时间和计算资源 。 基于此模型 ， 研宄 了非线性波诱导的泥沙浓

度和挟沙力随波参数的变化规律 ， 发现波高相 同时 ， 不同高度处周期平均浓度随波高的增

加而明显增加 ， 随周期的增加亦增加 ， 但增幅逐渐减小 ； 挟沙力随波高和周期的增加而增

加 ， 但其增幅随周期增大而逐渐减小 ；

一

个波周期 内不 同阶段水体挟带的泥沙量随波高和

周期的变化趋势与挟沙力相似 ， 波峰阶段明显高于波谷阶段 ， 且随水波非线性的增加 ， 差

异更显著 。

６ 风暴潮输沙

我国东南沿海经常遭受台风袭击 ， 台风风暴潮及其诱导的泥沙运动值得特别关注 。 风

暴潮诱起的泥沙运动可以给河 口及海岸工程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 如 ： 我国长江 口 的南槽航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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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 １ ９８３ 年的
一

次风暴潮过程中被泥沙全线淤死 ， 其后航运不得不改走北槽 （周济福等 ） 。

风暴潮输沙主要通过数值模拟手段进行研宄 。

一

方面 ， 风暴潮流可以用水平二维水动

力学模型来模拟 ， 模型应能考虑台风要素 （如 ： 台风路径、 移动速度 、 气压降等 ） 的影响 ；

另
一

方面 ， 泥沙输运亦可基于水平二维水动力模型建立水平二维泥沙输运模型 ， 模型需要

考虑湍流猝发和絮凝对泥沙起动和沉降的影响 ， 并能模拟地形的冲游变化 。 Ｚｈｏｕ 等针对不

同 台风要素和地形 （海深 、 坡度等 ） 情况 ， 研宄 了风暴潮流场的特性以及泥沙迁移的规律 。

结果表明 ： 台风引起的水流速度随气压的降低而增大 ， 流速过程滞后于风速 ， 水深越大滞

后时间越长 ， 并从动量传递的角度进行 了定量的解释 ； 由于水流运动的剧烈变化 ， 海床上

泥沙的起动上扬过程比水体中悬沙的沉降过程快得多 ， 所以泥沙浓度 （含沙量 ） 的变化要

滞后于流场 ； 台风路径和移动方向对港湾地形演化有显著的影响 ， 台风的移动方向决定港

湾 内地形是冲还是淤 ， 而台风的强度和 台风路径与港湾的相对位置决定了冲淤的幅度 。 对

于我国东部沿海港湾 ， 沿海岸线北移的 台风
一

般要引 起港湾的冲刷 ， 而西行台风则会导致

港湾的淤积 ， 淤积和冲刷
一

般发生在沿岸附近区域 ， 而 由于台风眼附近风速很小 ， 在台风

中心经过的部位 ， 地形变化不大 。

７ 结束语

波流边界层及其与海床的相互作用是水动力学界广泛关注的前沿科学 问题 ， 也是近海

岸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工程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 波浪 、 潮汐 、 海流 （特别是风暴潮流 ）

是近海岸地区主要的水动力要素 ， 应采用理论分析 、 数值模拟 、 物理实验等多种途径 ， 分

别研宄这些水动力条件下的边界层流动及其引起的泥沙输运规律 。 考虑水波非定常过程的

挟沙力 以及波、 潮 、 流两两或三者非线性叠加的边界层特性和输沙规律的研究值得进
一

步

深入 。

参考文献

１ＡｂｒｅｕＴ
，Ｓ ｉ ｌｖａＰＡ

，ＳａｎｃｈｏＦ，ｅｔａｌ ．Ａｎａ ｌｙｔ ｉｃａｌａ
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ｆｏｒａｓｙｍｍｅ ｔｒｉｃｗａｖｅｓ ．Ｃｏａｓ 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
ｇ ， 

２０ １ ０
， 
５７

（
７
）

： ６５ ６
－

６６７ ．

２ＧｒａｎｔＷＤ
，ＭａｄｓｅｎＯＳ ，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ａｖｅ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 ｔｈａｒｏｕｇ

ｈｂｏｔｔ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ａ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１ ９７９
，
８４

（
Ｃ４

）
：１ ７９７

－

１ ８０８ ．

３Ｊｅｎｓｅｎ ＢＬ
，
Ｓ ｉｉｍｅｒ ＢＭ

， 
Ｆｒｅｄｓａｅ Ｊ ．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ｏｓｃｉ ｌ ｌａｔｏ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ｈｉ

ｇｈ Ｒｅｙｎｏ ｌｄ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 ９ ８９

，
２０６ ： ２６５

－

２９７ ．

４ ＪｏｎｓｓｏｎＩＧ
，Ｃａｒｌ ｓｅｎＮ Ａ ．Ｅｘ

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ａｎｏｓｃ ｉｌｌａｔｏｒｙ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
ｅｒ ． Ｊｏｉｉｍ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 ｌ ｉ 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１ ９７６ ，
１ ４

（
１
）

： ４５ －６０ ．

－

３０ 
－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１ ７

１ ８

第十六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议暨第三十二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论文集

Ｌａｒｓｏｎ Ｍ ．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Ｆｏｒｍ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ｕ ｌ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ｓ ． ２ ５ 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ａｓｔａ 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
ｇ ， １ ９９７ ：３２４４ －

３２５ ６ ．１ ０ ． １ ０６ １ ／９７８０７ ８４４０２４２９ ．２５ １ ．

Ｌｉ Ｊ Ｃ
，
Ｌ ｉｕ

ＱＱ ，Ｚｈｏｕ ＪＦ．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ｐｐ ｌ 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 ｓ ．

２００３
，
３９ ： ２ １ ７

－

３０６ ．

Ｌ ｉ Ｙ Ｊ
，
Ｃｈｅｎ Ｊ Ｂ

， 
Ｚｈｏｕ Ｊ Ｆ

，
ＺｈａｎｇＱ ． 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

ｓ 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
ｙ

ｌａｙｅｒ
ｆｌｏｗｕｎｄｅｒ ｃｎｏ ｉｄａ ｌｗａｖｅｓ ．

Ａｃｔａ Ｍｅｃｈ ．Ｓ ｉｎ ． ２０ １ ６
，
３ ２

（
１
）

： ２２－

３ ７ ．

Ｎｉｅ ｌｓｅｎ Ｐ．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ｏｔｔｏ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

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
ｐ
ｏｒ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Ｗｏｒｌｄ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１ ９９２
，

４ ．

Ｓｕｎｔｏｙｏ ， 
Ｔａｎａｋａ Ｈ

，
Ｓａｎａ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
ｅｒｓｏｖｅｒ ａｒｏｕ

ｇ
ｈｂｅｄｕｎｄｅｒ ｓａｗ－

ｔｏｏｔｈ

ｗａｖｅｓ ａｕｄ ｉ ｔｓ ａｐ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ｄ 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Ｃｏａｓｔａ 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０８

，
５ ５

（
１ ２

）
： １ １ ０２

－

１ １ １ ２ ．

ＴａｎａｋａＨ
，ＳｕｍｅｒＢＭ

，Ｌｏｄａｈｌ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 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ｎｏｉｄａｌ ｗａ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 ． Ｃｏａｓｔ Ｅｎ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
ｇ 

Ｊｏｕｒｎａ ｌ
，

１ ９９ ８
，
４０ ： ８ １

－

９ ８ ．

ＸｉｅＹＱ ，ＺｈｏｕＪＦ，Ｗａｎ
ｇＸ ，ＤｕａｎＪ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ｔｈｅ ｌａｍｉｎａ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ｂｅｎｅａｔ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２ １

， １ ６５ ：１ ０３ ８５２ ．１ ０ ． １ ０ １ ６／
ｊ

． 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
ｇ

． ２０２ １ ． １ ０３ ８５２ ．

Ｘｉｅ Ｙ
Ｑ ， 

Ｚｈｏｕ Ｊ Ｆ
， Ｗａｎｇ 

Ｘ
， 
ｅｔ ａｌ ． Ａｎａｌ

ｊ
＾ｔｉｃａ ｌ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 ｉｎｅａｒ

ｄｉｆｆｉｉｓｉｖ 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Ａｐｐ 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 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２ １ ：ｏｎｌ ｉｎｅ ．ｈｔｔ

ｐ ｓ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 ０ ． １ ０ １ ６／

ｊ
． ｔａｍｌ ．２０２ １ ．

１ ００２３ ２ ．

Ｚｈｏｕ Ｊ Ｆ
， 
Ｌ ｉＪ Ｃ ．Ｍｏｄｅ ｌ ｉｎ

ｇ
ｓｔｏｒｍ－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 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
ｐ
ｏｒｔ  ｉｎ ａ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ｈａｒｂ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Ｐｏｒｔ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０５
，

１ ３ １
（
１
）

： ２５
－

３ ２ ．

ＺｈｏｕＪＦ
，ＬｉｕＱＱ ，Ｌ ｉＪＣ ．Ｍｉｘｉｎ

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 ．Ｓ 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Ａ
）

．１ ９９９
，

４２
（
１ ０

）
：

１ １ １ ０
－

１ １ ２０ ．

谢益芹 ，
周济福

，

王旭 ． 非线性波输沙过程与挟沙能力研宄 ． 泥沙研宂 ，
２０２ １

，

４６
（
３
）

： ２０－２７ ．

谢益芹 ． 近岸非线性波边界层及输沙过程研宄 ． 中 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２ １ ．

周济福 ， 梁兰 ，
李家春 ． 风暴潮流运动的数值模拟 ． 力学学报 ，

２００ １
， 
３ ３

（
６
）

： ７２９－

７４０ ．

周济福 ，
刘青泉 ，

李家春 ． 河 口混合过程研宄 ． 中 国科学 ，
Ａ 辑 ，

１ ９９９
， 
２９

（
９
）

：８３ ５
－

８４３ ．

－

３ 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