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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工 程 中的 海 浪 后 报

田 光耀 陈 跃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大连 1 1 6 0 18)

【提要】本文提供的海浪后报方法
,

不仅将W il so n

方法的数学模型编制成计算 机 源 程 序 (本文

略 )
,

避免了查复杂的诺模图
,

而且对其进行了改进
,

从而大大提高了工效和计算结果的精度
。

通过

实例计算
,

结果说明本文提供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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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目前
,

国内外 已有关于海浪要素计算方

法达数十种
,

在这些方法中有些是纯经验的
,

有些是理论的研究结果
,

还有一些则是理论

与经验相结合的方法
。

海洋工程中的设计波浪要素
,

通常应根

据长期的实测海浪资料进行推算而求得
。

但

是
,

在缺乏实测海浪资料的地区
,

可利用历

史气象资料
,

通过风场推求海浪要素
,

即海

浪后报
。

当然
,

可以利用短期 实 测 海 浪资

料
,

验证选取推算方法的可行性以便确定海

洋工程地区所需要的设计波浪要素
。

利用气象资料推算波浪要素时
,

一是依

据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分析并确定预报区的

风速
、

风区和风时
,

即所谓的风场要素
; 二是

正确地建立风要素与波浪要素之间的关系
。

我们仅对深水海浪要素推算 进 行 了 探

讨
,

分析了W i ls o n
方法

,

并提出了 改 进的

算法
。

1 海浪后报

在海浪后报的诸多方法中
,

W i l s o n 方法

是世界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
,

其预报精度

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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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风时与风区的关系
,

用 B r o t s c h n -

e i d e r ( 1 9 7 0年 ) 的计算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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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K = 6
。

5 8 8 2 A = 0
。

0 1 6 1 B = 0
。

3 6 9 2

C == 2
。

2 0 2 4 D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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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风时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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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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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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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波高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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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例

利用平潭一 个 月 的实际观测资 料
,

以

W i ls o n
方法推算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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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观测波周期
, H O

— 观测波高
,

T

— 预算波周期 , H— 预报波高
,

N— 观测点序号
。

3 对W IIs o n公式的改进

对W il s o n公式 中两式各加一个 修 正系

数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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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个以上的观测数据
,

以最小二乘法

求得
x 、

,最或然值
,

即可达到改进 目的
,

使

得推算结果精度更高
。

我们仍 以平潭一个月观测资料为例
,

利

用上式推算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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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特性的判别方法

陈 国 良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勘察研究院 上海 2 0 0 0 6 3)

【提要】本文论述了对建筑物的垂直位移量和位移的不均匀特性
,

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

按照 t分布

理论来判别沉降特性
,

以确保工程安全
、

及时提供预报数据
、

指导工程施工有着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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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对建筑物实施沉降观测
,

目的是为了了

解建筑物的阶段垂直位移量及位移的不均匀

的沉降特性
,

但阶段垂直位移量之间的差异

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判断为不均匀沉降? 这

就要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

按照 t 分 布理论
,

对成对的观测数据 (随机样本 ) 进行检验
,

通过两个样本平均值之差是否显著
,

从而判

断两个样本的总体是否有相同的平均值
。

通过对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特性的判别
,

及时提供预报数据
,

对确保工程安全
,

指导

工程施工及建筑物的纠偏等有着积极意义
。

1 基本原理

设成对观测数据 (这里为沉降差异 ) 为

d . ,

其总体均值 为
。 ,

如 成对数据无差异的

话
,

则平均值 d应是平均值
。 = O的无偏估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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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d是每对数据之差 d
。

的平均值
,

S d是

样本标准差
。

它们的数字表达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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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是对子数

。

当 t> t
。

( V )
,

则假设 H
: “ 二 O段否定

,

接受 H : ,

即有显著差异
,

在这里 表 明建筑

物差异沉降显著
。

这一推断的概率为 1 一 ao

当 t < t
。

( V )
,

则假设不被否定
,

d和 u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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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符号意 义 与以前

相同
。

3 讨论

( 1) 对海洋工程 中设计波浪要 素 的推

算方法W i ls o n 公式编制成计算机源程序
,

避

免了查那些复杂的诺模图
,
大大提高了工效

。

( 2) 以平潭资料分别采用 l( )
、

(2 )

与 ( 3) 式计算的结果 比较
,

( 3 ) 式的精度

优于 l( )
、

( 2) 式计算结果说明本文提供

的方法是可行的
,

而且在小型 P C一 1 5 0 0计

算机上即可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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