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 年元月在盛行西北偏北风的情况下，对位于太湖北部的梅梁湾进行了面上湖流调查，发现梅梁

湾湾口的湖流较为稳定，以向南流为主，且流速相对较大，最大达 $ %& ’ (，梅梁湾西岸有稳定的向北流，而从五里

湖口至拖山附近的梅梁湾东线湖水由北向南流动，且在中部附近分为两支，一支向西，再流向北以补偿西岸的向北

流，另一支扩散至整个梅梁湾南部，向南流经湾口进入太湖) 在梅梁湾东北部，发现有弱辐合中心，该范围内 *+,)-

和 ./、.0 的含量明显高于周围水域) 从所有点的垂直运动判断，梅梁湾水流以弱上升运动为主，大小为 ! %& ’ ( 以

下) 从水量平衡分析，以梅梁湾流入太湖为主要特征，水量补给主要来自于北部的五里湖和直湖港及武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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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湖泊中，在水动力如波动和底层湖流作用下，底泥的悬浮作用会明显造成水体中总磷6./7、总氮6.07及
悬浮物6887浓度的迅速升高，这时内源营养盐的释放量远高于外源输入量 93:，当底泥悬浮进入水体以后，其迁移

与输送主要决定于湖流特征) 因此，弄清太湖在不同季节中的湖流特征至关重要)
对太湖湖流特征的实地调查始于 3;<" 年 = 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 9!:多家单位对太湖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得到了太湖夏季偏南风作用下的盛行流场4 3;;= 年和 3;;$ 年秦伯强等9#:分别对太湖梅

梁湾口和整个梅梁湾进行了水动力及其他相关因子的综合调查，获得了夏季梅梁湾内的盛行流场) 本文基于

!""# 年 3 月对太湖梅梁湾的湖流调查，分析了该地区冬季在西北偏北风（太湖冬季典型风场为西北风 91:）影响

下的流场特征)

3 观测方法与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在梅梁湾共设置点位 31 个（图 3）) 流速测量采用适合于浅水的声学多普勒剖面仪（>?/），频率

为 #)" @AB，剖面时间间隔为 <" (，垂直方向以 !C %& 分辨率共分成 3" 层，流速仪固定在采样快艇上，同步测量

了各点的透明度、风向风速、水深和表层水温，并采集了表层水样，分析了 ./、.0、88 和 *+,D-) 观测期间所测

各项指标列于表 3，可以看出，主要风向为西北偏北，风速介于 !D# 级之间，水深除湾口的 3D# 号点及 31 号点

稍大以外，其他各点间水深相差无几，透明度较大的区域位于梅梁湾西岸，如 14C4<4$ 号点透明度均在 =" %& 以

上，同时上述点的营养盐浓度也相对较低，31 号点的透明度最小，悬浮物浓度最大，远高于其他各点的悬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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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号

风速（& ’ (）

风向（Q）

水深（&）

水温（R）

透明度（%&）

表 3 !""# 年 3 月 3; 日太湖梅梁湾各观测点风向风速、水深、水温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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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个观测点在梅梁湾的位置

$%&’! ()* !# +,,-%.& /%0* 1,230%,./
30 4*%1%3.& 536

浓 度 ，而 根 据 湖 流 观 测 结 果 ，该 点 的 垂 直 运 动 较 强 ，又 临 近 边

界，故较强的上升流将底层水体中的各种物质带至表层，导致

了较低的透明度和较高的悬浮物浓度’
从流矢量判断7图 89，各点在时 间 序 列 中 水 平 流 的 流 速 流

向变化较大，显示出紊乱特征，但从南北分量来看，又存在一定

规律，如位于湾口的 !:8:; 号点，其观测时间内均为向南流，而

位于西岸的 " 号点，在水下 !’" + 深度以上的各层均向北流，

且 !; 号点的向南流也较明显’ 从 !# 个观测点在水面下 "< 2+
（图 ;=，代表上层）、!;> 2+（图 ;5，代表中层）、8!< 2+（图 ;?，

代表底层）和深度平均（图 ;@）的流矢量分布可以看出，垂直方

向上流向并没有太大差别，与深度平均流向基本相同’ 各点流

矢量与风向之间的夹角较小（表 !），因 此 可 知 ，冬 季 在 梅 梁 湾

内受西北风影响时，在整个水体的不同深度上，会产生流向基

本相同且与风向平行的风生流 ’ =@A 观测到的垂直湖流数据

显示，大部分点不同深度上均为垂直向上流，流速较大的为 8:
;:B:!; 和 !# 号 点 ，最 大 速 度 达 8 2+ C /，在 西 岸 的 >:" 和 !8 号

及东北部的 D 和 !< 号点在水体上层存在下沉运动，但中下层

的 上 升 运 动 显 著 ’ 从 梅 梁 湾 中 部 以 北 ，存 在 西 岸 向 北 流 而 东

岸向南流的顺时针环流（图 ;?），其中东岸的向南流在行进至 !; 号点南部附近时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向南经

!# 和 ! 号点流入太湖，另一支向西再分叉，分成南北两股支流，向南流经 !8:> 和 # 号点进入太湖，向北支流

汇入 " 号点以补偿西岸的向北流，因此在 " 号点附近水体上层存在下沉流’ 从 D:!< 和 !! 号点流向判断，在该

范围内可能存在小尺度辐合区，一者受 B 号点附近入湖河道的影响，使 B 号点出现向东流，二者受北面五里湖

水流补给的影响，汇入该辐合带内，因辐合而导致水体上层的下沉运动’ 水样分析数据显示，上述 ; 点与其他

各点相比，总磷和总氮浓度和叶绿素 3 含量较高，其中 !! 号点的叶绿素 3 浓度远高于其他各点，也进一步证明

了该小尺度辐合区的存在’ 从所有点的垂直运动分析，基本以上升运动为主，而水体环流北部为弱顺时针环

流，南部以向南流为主，因此从总体判断，冬季受西北风影响时，在梅梁湾的水量交换主要以湾内向太湖输出

为主，而输出的水量依靠 B 号点附近的直湖港和武进港、五里湖及梅梁湾东部的梁溪河口的输入平衡’

图 8 各观测点的水平流 7相邻时间间隔为 !+%.: 从左至右依次为 !# 个观测点: 从上至下依次为水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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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与结论

关于太湖水动力特征的调查，一直为许多专家学者所重视，但也是研究中的难点，一是太湖面积较大，很

难以取得在同一时刻湖流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在不同时刻的面上调查，由于风向的随机特征，又难以反映整体

环流情况，特别是在浅水区域，整个水体中流向随风向而频繁改变# 但是，水动力特征又与营养盐的空间分布

特征相联系，梅梁湾夏季蓝藻水华频繁爆发而冬季却鲜为可见，除了与水温、光照强度和营养盐浓度等条件有

关外，还与夏季盛行风场有关，夏季在东南风影响下，以往的模拟结果 $%&’(和实际调查结果 $)(显示，梅梁湾的水量

交换以太湖流入梅梁湾为主，所产生的水位势能由风的动能所平衡# 因此，无论是基于理想模式的水动力模拟

结果，还是野外实际调查，二者之间相互补充，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太湖的水动力特性# 但是，在大多水动力

模式中，没有考虑出流入流的实际影响，即使虑及了该因素，因水动力方程是在诸多假设条件下，经过理想化

后得出，故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间仍存在一定差别，特别是关于小尺度的辐合辐散区，在模拟结果中更难以反

映出，所以此时对湖流、波浪及营养盐浓度的综合调查尤为重要#
冬季在西北偏北风影响下，环流形势为在梅梁湾北部存在一弱顺时针环流，且在东北区域小范围内存在

辐合区，表层有下沉运动，并伴有表层水体中营养盐浓度较高的现象# 在梅梁湾南部，整体由湾内流向太湖，且

该区域内上升运动较明显# 从整个梅梁湾的垂直运动判断，大部分地区以上升流为主，从水量交换分析，整个

图 * 各层观测点湖流矢量+,-.-/ 为表层下 01-!*%-"!1234 5 为垂直平均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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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潋葱等：太湖梅梁湾冬季湖流特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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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梁湾呈现水量输出的特征，而其补给来自于西北部及东部沿岸的入湖河道和北部的五里湖# 上述结果对了

解冬季梅梁湾营养盐在水动力作用下的输送情况、空间分布特征及水量交换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也为

对冬季梅梁湾环流的模拟提供了参照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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