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１９８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６４０Ｘ．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８
齐庆辉， 朱志夏， 王志国， 等． “达维”台风作用下连云港海域台风浪数值模拟［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５）： ６０－６６． （ＱＩ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ＺＨＵ Ｚｈｉ⁃ｘｉａ，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ａｗｅｉ ｉｎ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ｓ
［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５）： ６０－６６．）

　
第 ５ 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水 利 水 运 工 程 学 报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５
Ｏｃｔ． 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２４
　 　 基金项目： 国家 ８６３ 计划资助项目《开敞海域淤泥质浅滩深水航道建设关键技术研究》（２０１２ＡＡ１１２５０９）；江苏交通运输

科研项目《江苏沿海建港条件及关键技术集成研究》（２０１１Ｙ０１）
　 　 作者简介： 齐庆辉（１９８５—）， 男， 河南新乡人， 工程师， 硕士， 主要从事波浪、潮流、泥沙及水环境模拟研究。

Ｅ⁃ｍａｉｌ：ｑｉｑｉｎｇｈｕｉ＠ 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 朱志夏（Ｅ⁃ｍａｉｌ： ｚｈｉｘｉａｚｈｕ＠ ｓｉｎａ． ｃｏｍ）

“达维”台风作用下连云港海域台风浪数值模拟

齐庆辉１， 朱志夏１， 王志国２， 熊　 伟１， 陈允才２， 庞　 亮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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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准确模拟“达维”台风过境期间连云港海域波浪场分布，采用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式模拟的海面 １０ ｍ
风速作为波浪模式 ＭＩＫＥ⁃ＳＷ 的驱动风场，再现 １２１０ 号“达维”台风登陆连云港海域波浪变化过程。 模拟计算

结果表明，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式成功复演了“达维”台风过境期间风动力变化过程，１２１０ 号“达维”台风与 １２０９
号“苏拉”台风形成明显的双台风效应；“达维”台风风暴潮期间，连云港海洋站最大风暴增水 １．７８ ｍ，连云港海

域风暴增水现象十分明显；利用三重网格嵌套技术，考虑实时风暴潮增水效应的台风浪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连

云港近海波浪成长过程，台风过境期间徐圩海洋站处 Ｈ１ ／ ３波高最大值为 ３．８６ ｍ，近岸海域波高等值线分布较为

密集，分布趋势与水下地形等深线基本一致，破波带以内水域衰减速度明显加快，与连云港海域属于淤泥质海

岸类型的性质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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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其中江苏省海岸线长达 １ ０００ ｋｍ，经常遭受不同程度台风及大浪

侵袭，风暴潮台风浪作用下泥沙淤积问题成为江苏沿海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关键问题。 连云港港 ３０ 万吨级航

道为国家级重点工程，海岸类型属于淤泥质海岸，泥沙颗粒较细，波浪掀沙作用明显，台风巨浪容易引起底部

泥沙启动，极端天气下泥沙骤淤问题成为 ３０ 万吨级航道工程建设的需要解决的重点技术问题。 杨静思等［１］

基于气象模型 ＷＲＦ 与第三代海浪模式 ＳＷＡＮ，模拟了“韦帕”台风过程中南黄海海域波浪场、潮流场变化特

征。 韩雪等［２］分析了 １２１０ 号“达维”台风的过程，利用 ＡＤＣＩＲＣ 模式对台风风暴潮预报增水过程进行模拟

研究。 杨洋等［３］利用第三代海浪模式 ＷＡＶＥＷＡＴＣＨ ＩＩＩ 建立西北太平洋海域风浪数学模型，对台风 ９７１１
（Ｗｉｎｎｉｅ）和台风 ０００８（Ｊｅｌａｗａｔ）进行数值模拟，模型验证良好，模型研究结果可用于船舶与海洋工程。 赵洪

波等［４］采用 ＭＩＫＥ２１－ＳＷ 建立了波浪数学模型， 对连云港海域的波浪场进行了计算， 分析了该海域的波浪

特征，为泥沙数学模型提供了波浪动力条件。 谭凤等［５］基于 ＷＲＦ 和 ＳＷＡＮ 数学模型，较好地模拟“韦帕”台
风过程中海浪的演化和传播过程，模型验证良好，为大风天三维泥沙数学模型提供准确的波浪动力条件。 杨

氾等［６］建立了“韦帕”台风时期连云港波浪数学模型，研究了波能功率沿程损耗的变化过程，推求出波能功

率沿程损耗与悬沙垂向悬浮功率之间的转化因子为 ０．３。 熊伟等［７］ 利用 ＷＲＦ 大气模式和三维海洋数值模

型 ＦＶＣＯＭ，研究“达维”台风过程中连云港海域风暴增水情况。 张金善等［８－９］研究了长江河口动力与风暴潮

相互作用机理，预测了长江口风暴潮作用下的水位升高情况。 朱志夏等［１０－１３］ 在连云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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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建立“韦帕”、“达维”台风期间连云港海域风暴潮、台风浪数学模型，研究 ０７１３ 号台风、１２１０ 号台风

期间连云港海域波浪成长过程，为泥沙数学模型提供了准确的波浪动力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大风天作用下连云港海域台风浪数值模拟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号超级台

风“达维”８ 月 ２ 日 ２１：３０ 在江苏盐城响水县陈家港镇（北纬 ３４．５°，东经 １１９．９°）登陆。 台风“达维”对连云港

海域有较大影响，徐圩海洋站实测最大风速 ４０．５１ ｍ ／ ｓ，平均风速 ３１．８５ ｍ ／ ｓ，发生在 ８ 月 ２ 日 ２２：００；最大波

高为 ５．９０ ｍ，最大 Ｈ１ ／ １０为 ４．３７ ｍ，最大有效波高 Ｈ１ ／ ３为 ３．３９ ｍ，发生在 ８ 月 ２ 日 ２１：００。 本文基于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模式模拟“达维”台风移动、风速变化过程，采用 ＭＩＫＥ⁃ＳＷ 模式建立考虑“达维”风暴潮增水效应的台风浪模

型，研究台风过境期间海浪成长过程及工程海域波浪场分布情况，为大风天骤淤泥沙模型提供准确的波浪动

力场。

１　 数学模型基本理论介绍

１．１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型

在最大风速半径以内，即 ０ ≤ ｒ ＜ Ｒ 时， 台风中心气压和台风风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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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大风速半径以外的区域，即 Ｒ ≤ ｒ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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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ｒ 为计算点到台风中的距离； Ｒ 为最大风速半径； ｗｘ ， ｗｙ 为台风风速在 ｘ，ｙ 方向上的分量； ｖｃｘ ， ｖｃｙ 分
别为台风中心移动速度在 ｘ，ｙ 方向上的分量； ｗ ｍ为最大风速； Ｐ０ 为台风中心气压。
１．２　 波浪数学模型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著名的 ＭＩＫＥ⁃ＳＷ 波浪数值模式，基于波作用守恒方程，采用波作用密度谱 Ｎ（σ，θ）
来描述波浪成长过程。 公式中自变量为相对波频 σ 和波向 θ。 波作用密度与波能谱密度 Ｅ（σ，θ） 的关系可

以表述为： Ｎ（σ，θ） ＝ Ｅ（σ，θ） ／ σ。
在笛卡尔坐标系下，Ｍｉｋｅ２１ ＳＷ 的控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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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波群速度 ｖ ＝ （ｃσ，ｃθ，ｃｘ，ｃｙ） ， ｃｘ ， ｃｙ 分别表示波作用在地理空间 ｘ，ｙ( ) 中传播时的变化， ｃσ 表示由于

水深和水流变化造成的相对频率的变化， ｃθ 表示水深和水流引起的折射。 Ｓ 表示能量平衡方程中以谱密度

表示的源函数；ｄ 为水深； Ｕ为流速， Ｕ ＝ （Ｕｘ，Ｕｙ） ； ｋ ＝ ｋｘ，ｋｙ( ) 为波数；ｓ 为沿 θ 方向空间坐标；ｍ 为垂直于 ｓ
的坐标。

２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型

２．１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型建立

采用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式模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天气状态，再现“达维”台风移动影响过程，海域表面风场变

化及过境过程。 计算采用三重网格嵌套技术，为波浪场数值模拟运算提供精确的驱动风场。 Ｄ０１，Ｄ０２，Ｄ０３
共 ３ 个风场计算范围见图 １。
２．２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式验证

图 ２ 为“达维”台风风场图，可以看出 １２１０ 号“达维”台风与其他台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它与

南面的 １２０９ 号“苏拉”台风形成了“双台风效应”。 随着 ２ 个台风中心距离的接近，双台风效应愈发明显，且
两个台风差不多同时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这种情况在台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图 １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式计算范围

Ｆｉｇ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ｄｅｌ

　 　
图 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００ 台风风场

Ｆｉｇ ２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２０：００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２

由于 １２１０ 号“达维”双台风效应的影响，国际上现有模型对准确模拟双台风效应都具有尚未克服的困

难。 本文基于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参数模式建立“达维”台风浪数学模型。 台风期间徐圩海洋站进行了风速、风向定

点观测，利用这一宝贵数据资料对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台风模拟结果进行验证，由图 ３ 可知，验证曲线吻合较好，台
风最大值及出现时刻与实测数据基本相符，研究表明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模式能够较好地复演“达维”台风风速

增长消弱过程，为进一步准确模拟台风浪过程提供了准确的风动力条件。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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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徐圩海洋站“达维”台风期间风速和风向验证

Ｆｉｇ 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ｕｗｅｉ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图 ４　 连云港海域波浪数学模型计算范围

Ｆｉｇ ４ Ｗａｖ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ｓ

３　 ＭＩＫＥ⁃ＳＷ 模型建立及验证

３．１　 ＭＩＫＥ⁃ＳＷ 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国际上著名的 ＭＩＫＥ⁃ＳＷ 波浪数学模型，考
虑台风浪期间实时潮位过程，建立连云港海域台风浪数

学模型。 波浪模型与大气模型一致，采用三重嵌套网格

技术，其中大范围、中范围波浪模型研究范围与 Ｄ０１，Ｄ０２
完全一致，小范围波浪数学模型研究范围（如图 ４）为：北
起日照 ３５．５°Ｎ 附近，南至废黄河口 ３４．３°Ｎ 附近，西起自

由岸线，东至 １２０．３°Ｅ，模型东西宽约 １３０ ｋｍ，南北长约

１２６ ｋｍ。 依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海州湾及连云港航道水深

图等确定水下地形，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在工程区附近进

行局部加密，外海海域对网格进行适当放大以减小计算

工作量；网格空间步长最大为 ３ ０００ ｍ，最小为 ３０ ｍ。
“达维”风暴潮期间，连云港海域风暴增水现象十分

图 ５　 徐圩海洋站“达维”台风期间潮位验证

Ｆｉｇ ５ Ｔｉｄｅ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ｕｗｅｉ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明显，连云港海洋站最大风暴增水 １ ７８ ｍ。 因此，考虑

实时风潮潮位过程对本次台风浪数值模拟具有重要的

作用。 以往台风浪研究中，一般采用平均潮位的简化处

理方法，影响台风浪预报精度。 本文建立与波浪模型同

步的三重嵌套潮流数学模型，为波浪数学模型提供准确

的实时潮位过程，“达维”台风期间潮位验证如图 ５ 所

示，与实测数值拟合较好，为波浪场模拟提供了准确的

实时潮位场。
３．２　 ＭＩＫＥ⁃ＳＷ 模型验证及计算结果

“达维”台风期间，徐圩海洋站进行了波高、波向等

波浪要素测量，利用该实测数据资料对 ＭＩＫＥ⁃ＳＷ 台风

浪模型进行验证，并画出了连云港工程海域波高等值线分布图（图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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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徐圩海洋站实测波高分布

Ｆｉｇ 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ｕｗｅｉ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７　 “达维”台风期间徐圩海洋站风速验证

Ｆｉｇ ７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ｕｗｅｉ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图 ８　 “达维”台风期间连云港海域波浪场分布

Ｆｉｇ ８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图 ９　 “达维”台风期间连云港海域波浪场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 ９ Ｌｏｃａｌ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ｓ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从徐圩海洋站的波高验证情况看，台风过境期间波浪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数值模拟得到的波高

变化过程与实测资料较为吻合，可见该台风浪数学模型能够复演“达维”台风过境期间连云港海域的波浪分

布情况及演变过程，能够为后续泥沙回淤模型计算提供准确的波浪动力场。
台风过境时连云港徐圩海洋站处形成了很大风浪，７ 月 ３１ 日 １２：００ 至 ８ 月 ４ 日 ０：００，最大波高超过 ２ ｍ

的时刻持续时间超过 １６ ｈ，其中 ８ 月 ２ 日２１：００左右，最大值达到 ６．１７ ｍ。 Ｈ１ ／ １０波高在 ２．０ ｍ 以上的波浪主

要发生在 ８ 月 ２ 日的 １７：００ 至 ８ 月 ３ 日的 ６：００ 之间，持续时间超过 １２ ｈ，最大为 ４．７９ ｍ。 Ｈ１ ／ ３波高最大值为

３．８６ ｍ，超过 ２．０ ｍ 的波浪主要发生在 ８ 月 ２ 日 １９：００ 至 ８ 月 ３ 日 ４：００ 之间，持续时间约 ９ ｈ。 “达维”台风

期间连云港海域波浪较为强烈，近岸海域波高等值线分布较为密集，与水下地形等深线分布基本一致，破波

带以内水域波浪衰减速度加快，这与该海域属于淤泥质海岸类型的性质相吻合。 台风浪可能会掀起开敞海

域浅滩上的泥沙，在风暴潮流输沙作用下可能造成航道回淤。 本次台风作用时间较短，台风浪掀沙作用引起

的泥沙淤积量不会很大。

４　 结　 语

本文采用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模式模拟海面 １０ ｍ 风速作为波浪模式 ＭＩＫＥ⁃ＳＷ 的驱动风场，模拟了 １２１０ 号“达
维”台风过境期间海浪生长与消减过程，为后续泥沙模型的应用提供准确的波浪场。

计算结果表明：
（１）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模式能够较好地模拟 １２１０ 号“达维”台风过程，可以为 ＭＩＫＥ⁃ＳＷ 模型提供准确的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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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５ 期 齐庆辉， 等： “达维”台风作用下连云港海域台风浪数值模拟

驱动风场。
（２）在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风场驱动下，ＭＩＫＥ⁃ＳＷ 台风浪模型能够较好反映台风过境期间海浪成长过程；波浪

计算结果与徐圩海洋观测站实测波浪数据吻合良好。 可以进一步为泥沙数学模型提供合理的波浪动力场。
（３）台风“达维”在江苏省陈家港镇沿海登陆风速为 ３５ ｍ ／ ｓ，是 １９４９ 年以来登陆我国长江以北地区最强

的台风，形成的最大波高值为 ６．１７ ｍ，Ｈ１ ／ ３波高最大值为 ３．８６ ｍ，台风浪作用明显。 近岸海域波高等值线分

布较为密集，与水下地形等深线分布基本一致，破波带以内水域波浪衰减速度加快，这与该海域属于淤泥质

海岸类型的性质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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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ｉ⁃ｘｉａ， ＱＩ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Ｗａｖ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ｌｏｐ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Ｌｔｄ．， ２０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娜， 杨华． 连云港港 ３０ 万吨级航道工程大风天波浪潮流泥沙三维数学模型研究报告［Ｒ］． 天津：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

运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Ｎａ， ＹＡＮＧ Ｈｕａ．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ｉｄ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ｐｏｒｔ ３００，０００ 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张玮， 钟春欣． 淤泥质海岸波生流及其对泥沙运动影响研究报告［Ｒ］． 南京： 河海大学，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 ＺＨ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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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ｕｎ⁃ｘｉｎ． Ｗａｖ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ｍｕｄｄｙ ｃｏａｓｔ［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ａｗｅｉ ｉｎ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ｓ

ＱＩ Ｑｉｎｇ⁃ｈｕｉ１， ＺＨＵ Ｚｈｉ⁃ｘｉａ１，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ｇｕｏ２， ＸＩＯＮＧ Ｗｅｉ１，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ｃａｉ２， Ｐ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２

（１．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Ｌｔｄ．，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Ｐｏｒｔ ３００，０００ ｔｏｎｓ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２２０４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０ 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ｍｏｄｅ ＭＩＫＥ⁃ＳＷ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１２１０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ａｗｅｉ．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ｏ．１２０９ Ｓｕｌａ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ｗｅｉ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１．７８ ｍ，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ｙ ｗａ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ｓ ｗｅｌ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ｒｉｐｌｅ ｎｅｓｔｅｄ ｇｒｉ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ｍｕｍ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ａｓ
３ ８６ 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ｓｏｂａｔｈ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ｑｕｉｃｋｅｎ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 ｚｏｎ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ｄｄｙ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ｅｌｅｓｎｉａｎｓｋｉ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ＫＥ⁃ＳＷ ｗａ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ａｗｅｉ；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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