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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陆架区内潮观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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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潮是近海陆架区内最常见的海洋内波，一般是由正压潮经过特殊地形或海况激发产生，

内潮由此具有天文潮周期且出现频率相对稳定。频繁出现的内潮对人类海上活动的影响有弊也有

利，它可引发强烈的海水混合或产生上升流，使深层营养盐提升从而形成丰富的渔场；而大振幅内

潮或由其演变出的强孤立内波会干扰海洋工程作业，对建成的石油钻井平台和海底油气管道构成

严重的威胁；内潮导致的水体扰动还会对海上舰船的行驶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对近海陆架区内潮

的观测研究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对内潮的一些相关特点做了简要介绍，主要论述了国际上近海陆

架区内潮观测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近几年来观测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着重分析了南海北部海

区内潮研究现状，讨论了目前南海内潮观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今后开展进一步观测

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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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潮是一种具有天文潮周期的海洋内波［1］。
1970 年， Petterson 发现卡特加特（ Kattegat ）海峡的水

体内部运动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潮周期［2］，此后的几

十年，内潮现象在世界各地不断被发现和观测。今

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它是全球潮能量耗散的重要过

程［3］，也是影响海水混合过程的重要因素［4 ～7 ］。

密度层结的天文潮流流经剧烈变化的海底地形

时受地形的强迫作用就会激发出内潮，所以大陆架

坡折区是生成内潮的主要区域［8］，其传播方向决定

于地形因素和海水层化状况。强烈的内潮可以造成

海水等温线数十米的升降，并携带能量以波束的形

式向深海及浅海区传播，经过反射、散射或演变为孤

立内波，在能量耗散的过程中对海洋内部混合产生

重要影响［9 ～11 ］。

掌握内潮现象活动情况对海洋科技和海洋工程

发展十分重要。多发的内潮现象会对海洋工程及设

施产生严重威胁，经常有干扰工程作业施工、破坏油

气管道的事件发生，如在安德曼海，一个石油钻井机

曾被经过的潮生孤立内波扭转了 90°并被推移超过
30   m ［12］。不过内潮现象也不是只会造成危害，大振

幅的潮生内波在传播到浅海区后将产生海水混合或

者形成上升流区，提升底层高营养盐到表层［13］，提高

表层海水的初级生产力，改变局部海洋的生态环境，

上升流显著的地方可形成产量丰富的渔场。所以内

潮的研究在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人类在

近海陆架区的许多活动都要重视内潮的影响。

理论分析表明，所有分潮周期的内潮都会存在，

但强度各有不同。在实际观测中也发现，半日和全

日周期的内潮分量在总能量中占主导地位［14］，主要

是 M
2、S2、O 1、M 1及 K

1分内潮。不同的海区由于自

身特点所产生内潮的能量分布也不尽相同，但能谱

中的峰值点绝大部分都是 M 2或 K 1，其他周期的能

量分量相对都要小很多［2］。

本文将综述近海陆架区内潮的观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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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简述南海区的内潮研究现状。文章报道的具体研

究内容见各章节的阐述。

1　内潮的观测方法进展
1.1　理论基础

内潮产生的机制目前来说还不是十分明确［15］，

不过大量的观测发现，内潮通常会产生于倾斜的海

底地形，如海山、海岭、海沟及陆架边缘区［16，17］。在

密度层结的海水中，正压潮经过这些剧烈变化的地

形时就会产生斜压内潮，部分正压能量转化为斜压

能量并以波束或射线的形式沿着某些特征轨道传

播。内潮流和能量主要是斜压流与能量，所以在研

究时常用潮流的斜压部分来表征内潮［18］；内潮波的

传播轨道与水平面所成的斜率 α则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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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为内波频率；N 为局地  Brunt- V
�
 is
�
 l
�频率；f

为惯性频率。所以在地形斜率等于或大于（即更陡

峭）α时才会有内潮产生。

研究表明还有一种机制也可以产生内潮，即当

正压潮经过涡旋场时也会激发出内潮［15］。不过此

现象的研究和观测较少，从现有的资料和记录来看，

绝大部分被观测到的内潮现象都是由前一种机制所

引起的。

根据海水层结条件下的频散关系，对于某一确

定频率的波，其对应的波数不是唯一的，而是构成一

个离散的序列，即形成模态结构。内潮的高模态成

分能量较小，在其产生处马上就耗散掉造成局地海

水混合，而低模态波将携带大部分能量传播至很远，

达到几百甚至数千公里［1 9，20］。波束经过海面反射、

海底反射及散射，会逐渐演变成一系列高频内波、孤

立内波及高模态波，从而造成能量的衰减与海水的

混合［4，19，21］。

大陆架坡折处地形变化剧烈，是生成内潮的主要

区域［14，18］，人们对内潮的观测也主要集中在此区域。

所产生的波束按特征轨道一些进入大洋，一些向上进

入大陆架，对浅海海水垂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1.2　现场观测

对内潮的观测主要从水体温度和海流两个方面

进行，以斜压潮流表征的内潮会造成海水等温线的

显著升降，所以通过对各水层等温线和海流斜压分

量的量值变化可以考察内潮的相关特质。早期常用

的观测方法是利用  Nanson 瓶测量海面以下水体的

温度和盐度变化［2］。深度温度仪出现之后，大面观

测站大量建立，不过其观测深度一般只能达到海面

以下数百米［22］。20 世纪 70 年代初，定点测量仪器

得到普及，海流计、热敏电阻温度计等得以用于内潮

的观测［2］。80 年代初出现了精度和稳定性都更好

的测量仪器，如  CTD 和  XBT ，以及其他类型的仪器

如  Aanderaa 海流计等产品，大大提高了观测精度和

准确度［23］。近几年常用的仪器一般是温度链、海流

计、 CTD 与  ADCP 等。

内潮的针对性观测多采用定点测量，内潮波产

生后会向深海和陆架方向传播，在其传播路径上布

点观测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在已知有内潮现象

存在的海区，观测点通常取在靠近内潮可能产生地

点的附近，因为“新生”的内潮波能量较大且对水体

作用明显，有利于观测研究，另外对此处的多点观测

有助于确定内潮波的产生地点。观测站的位置确定

通常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即沿陆架坡折线方向和垂

直于陆架坡折线方向，在每个方向上布一列或几列

站点，利用各点测得的流场和温度场变化来考察内

潮通过时的传播状态，如波长、振幅、波速及能量等

情况。另外，选点还要考虑观测海区的地形、海况以

及观测的预期目标，实际测量时的布点密度还会受

到试验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每一站点处用测温和测

流仪器获取该定点以下各水层温度及海流数据。仪

器设置视情况而定，以  ADCP 和温度链为例，若水深

在数百米内则深度间隔通常设定在 1 ～10   m ，温度

链测量间隔取 5 ～10   m ，时间间隔  ADCP 为 1 ～30 

 m in ，温度链为 1 ～30   m in ，观测点海水深度过浅或过

深则相应调整采样间隔。

观测要选择在风力较小、海水层化情况较好的

时间进行。风力太大会影响海水内部结构稳定性，

也会使水体扰动从而影响观测准确度［24］；而随季节

变化的海水层化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所生成内潮的强

度，强内潮更利于观测和数据处理［25］。另外，观测

时间长度至少要 7 天左右，即包括一次大潮—小潮

变化［10］，或者取一个月［4］，长期观测可达半年以

上［26］。

在内潮现象显著的海区，其现场观测试验也较

多，如新西兰陆架边缘［13］、加利福尼亚陆架区［25］、

澳大利亚西北陆架区以及夏威夷群岛附近［1 7，27］等

地。这些地区内潮活动频繁，海流场受内潮影响较

大，所以对这些海域内潮现象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实测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澳大利亚海洋学家
 Holloway 对澳大利亚西北陆架区内潮现象的一系列

研究。1995 年， Holloway 等［28］对澳大利亚西北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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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内潮现象进行了一次为期 2 个月的观测，此次

观测的方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试验从 65   m 深的

陆架到750   m 的陆坡区，沿西北—东南的直线方向，

共布设了 13 个点的纵向  CTD 观测阵列，先利用船

载  CTD 和  ADCP 顺次在各点做 13 个小时即半日潮

周期的短时测量，同时又在其中 4 个定点做了超过

一个月的长时间定点观测。试验使用的仪器包括
 CTD 、海流计、 ADCP 、温度链、潮位计。观测时间为
1995 年 1 ～3 月，此时间段正是该海域内潮的活

跃期。

该试验需注意的有 2 个方面：一是测量点位置

和观测时间的确定；再就是观测采用了短时和长期

两种测量手段。澳大利亚西北陆架区是内潮现象显

著的海区，此前  Holloway 已经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工

作，分别从现场观测和数值模拟的角度考察了该海

区内潮的特性［23，2 9 ～32 ］。此次观测的主要目的就是

进一步掌握该海区内潮的特性，以及它在能量传输

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确

定了观测时间和观测点布局。观测另一个突出的特

点是结合了两种观测数据，分别为13 小时船载  CTD 

和  ADCP 数据和一个月的定点测量数据，在资料分

析时分别进行处理并将结果对照比较。短期观测空

间密度大，长期观测时间跨度长，这种处理使观测更

为全面，且两种数据相互印证补充也增强了观测结

果的可信度。
 Holloway 对取得的数据进行了处理，计算得到

观测海区 3 个主要内潮成分 M
2、S2、K 1 在各观测点

的椭圆参量、振幅、传播方向和能量情况。 Holloway 

的工作为在该海区内潮现象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

了资料，也为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
1.3　卫星观测

目前由于测量仪器的发展，内潮的现场观测已

经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和准确度，能够较好的描述

观测对象的主要性质特征，并进一步定量分析其对

海水内部结构及能量输运过程的影响。但是海上现

场观测仍有许多局限性，如受气候影响较大，观测费

用昂贵等，而且它只能进行短期局部海域的观测和

研究，对大范围和长时间内的变化敏感度低，无法描

述广阔海域内潮现象的整体性规律。作为现场观测

的补充，分析卫星遥感资料是研究内潮新的辅助方

法，它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场观测的上述不足，特

别是在估算全球性等大尺度范围内内潮能量分配方

面，卫星遥感有其突出的优势［3，33，34］。卫星遥感是

通过探测内潮对海洋某些方面的影响来发现和研究

内潮的，目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首先，内潮会引起海面高度的波状起伏，洋面这

种高度变化可以被卫星探测到。从高度计得到的海

面高度变化可以用来估计内潮振幅幅度，相位大小，

甚至可以通过相位和波振面的变化来确定内潮的产

生源地［1］。水下内部振动与其引起海表面振动幅

度之比约为103
，即 10   m 振幅的内潮波能引起相应

海面高度几厘米的变化，当内潮能量较高时，它所引

起的海面高度变化是可以被某些卫星高度计探测到

的。1992 年发射升空的卫星  Topex / Poseidon 携带

的高度计，其方均根精度4 ～5  cm ，当内潮现象显著

且稳定时，可以通过多次重复测量以排除干扰信号。

目前利用高度计观测除了受测量精度限制以外，卫

星的运行轨迹相距较远，也对精确揭示内潮的空间

特征有一定影响，因此卫星高度计研究内潮尚有其

局限性。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深海内潮的研究，

在深海区，潮汐信号弱，内潮突出出来被观测到，而

能量方面的估算在研究中占较大比重。

利用高度计观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卫星在

同一地区的采样频率过低， Topex / Poseidon 的重复

观测周期是9.9 天，即每隔 9.9 天才能对同一地区

进行重复观测。根据计算，分离出 M
2内潮波至少需

要 3 年时间的观测，而分离出 K 1内潮波则至少需要
9 年。好在  Topex / Poseidon 卫星自 1992 年发射至今

已经有十几年，足以利用其高度计的数据分析几个

主要频率的内潮波，如 M
2、K 1，而其他如 S

2、O 2等虽

然观测时间已经足够长，但由于振幅较小以高度计

的现有分辨率还不能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分析。

人们已经利用  Topex / Poseidon 的高度计资料研

究了几个海区的内潮现象及其能量输运情况，如夏

威夷海岭附近海域［1，35］、北太平洋中部［3 6］、太平洋

西北边缘区［33］，以及产生于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海

域的内潮［37］。2001 年发射升空的 J ason 卫星将是
 Topex / Poseidon 的替代品，它携带的高度计所获取

的资料应该能使我们对内潮的观测更为精确。

另一种可利用的遥感数据是雷达遥感图像，用

卫星或航天飞机携带的合成孔径雷达（ SAR ）探测并

分析水下内波。 SAR 是高分辨率相干成像雷达，主

动发射微波信号并接收反射信号，对于海上观测，雷

达成像主要取决于目标的表面粗糙度。内波会影响

海表面流场，从而调制风场下的海面短波，由此而改

变的海面粗糙度会反映到雷达图像中，我们也就能

从  SAR 图像提取内波参数［38，3 9］。但目前  SAR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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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到的内波大多是大振幅孤立内波［40 ～42 ］，这些孤

立内波经常由内潮演变而成，虽然从它们的性质的

确可以得到内潮传播方向等方面的信息，但要了解

内潮产生和传播的过程，特别是得到内潮各分量的

特征， SAR 就无能为力了。所以  SAR 图像对于分析

内潮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它可以快速在大尺度范

围内探测内波的踪迹，进而推测与之相关内潮的信

息，有其观测的及时性和全局性，是局部现场观测很

好的参考和补充。

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观测方法是利用水色遥感

图像证实内潮的存在。 Da  Silva 等［43］首先提出这种

方法并论证了它的可行性。夏季海洋中，表层叶绿

素浓度会降低而导致在次表层处浓度出现最大值，

其深度通常接近温跃层。此时当有内潮通过时，内

潮波峰就会提升海水水体，升高叶绿素浓度最大值

所在的水层，反映到水色图像上就是图像的深色区

域，于是遥感水色图像就可以反映出内潮的运动情

况。他们还利用多孔径雷达探测到了观测区域孤立

内波的存在，因为孤立内波通常是由内潮的非线性

作用产生的，这样，通过对此类水色遥感图像的分析

也可以找到内潮存在的证据。

综上所述，虽然从遥感图像得到的内潮信息比

海上直接测量相对要少，但在数据质量较高的情况

下，通过数据分析也可以得到所观测内潮的波长、频

率、产生地点、传播速度及路径，并计算特定波段的

能量输运情况。更重要的是，在确定内潮产生、传播

及破碎过程方面，以及在观测及时性和全局性等方

面，遥感观测都要比直接观测有更好的效果，更直观

也更清晰，是海上观测的极好补充。

2　内潮观测数据分析方法

内潮现场观测数据通常是海流以及温度时间序

列，可以利用多种常用的海洋数据处理方法对资料

进行分析［44］。首先要选取有效数据，筛选掉无效数

据，如仪器故障等原因引起的缺测、失真等。可以利

用不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如通过带通滤波器

滤波［14］，或利用调和分析得到有效的斜压潮成分，

并得出各深度层的斜压潮流椭圆要素［45］。调和分

析可利用计算机程序实现，如目前常用的 T ＿
 Tide ［46］。也可以利用功率谱分析识别各周期的振

动，得到内潮波的主要分波成分［10］。另外，利用流

速与温度的变化还可得到内潮携带能量的情况［17］。

遥感高度计数据的处理也是通过对观测海域海

面高度变化的时间序列进行滤波和调和分析，分离

出内潮波主要成分加以分析，得到振幅、波长和能量

等相关信息［37，47］。

3　南海北部海区内潮观测研究现状

南海北部陆架是易产生内潮的海区。吕宋海峡

连接南海北部与西太平洋，横跨海峡的巨大海岭海

区也极有可能生成内潮。另外，南海北部的陆坡和

陆架海域受黑潮入侵和季风的影响，流态格局多变，

众多的涡旋也可能激发内潮。而且数值模拟及观测

也证实南海北部有明显的周日及半日潮［48］。由此

可知，南海北部区的内潮现象应十分显著，而现场观

测对南海孤立内波的研究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大

量资料显示，南海是孤立内波活动频繁的地区，而根

据分析在这一地区孤立内波多是由于内潮的非线性

相互作用而演变产生的［49］。有研究表明吕宋海峡

是内潮的多发海区，生成的内潮向西传播至北部陆

架，并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的孤立波，而在陆架区也会

有内潮产生［34］。

国内外对南海区内潮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项

目也相对较少，其原因主要是现场观测资料积累不

够丰富。在缺少相关现场资料的情况下，最早是利

用数值模拟来研究南海北部内潮［50］，通过非线性数

学模型计算，对南海东北部内潮主要成分及分布做

相关预测。首次利用实测数据研究南海内潮现象是

对南海北部一观测点的资料分析［51］，利用调和分

析、功率谱分析等方法对该点温盐、海流及潮位资料

进行处理。研究结果证实该海区有内潮存在并给出

了其主要成分及传播方向。此后一段时间的研究由

于资料积累缺乏而进展缓慢，对南海内潮现象的研

究无法做到详尽和准确［52］，而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南

海内潮现象的特性则需要更详尽或更有针对性的观

测数据。

随着国家对海洋科学发展的关注程度不断提

高，海上试验及观测日益受到重视，对南海区海洋观

测的力度可望逐渐增强。近十多年来，大型海上综合

科学调查逐渐涉足南海大部分地区，如南海东北部调

查、南沙群岛及邻近海域综合考察、南海季风试验、亚

洲海洋国际声学试验等。这些海上科学考察为南海

海洋研究积累了许多观测资料，也使我们希望有条件

对南海区内潮相关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998 年进行的南海季风试验（ SCSM  EX ）是一大

型的国际合作试验，许多国家与地区参与了  SCS-

 MEX 外场观测试验和以后的研究活动，它也是第一

个由中国科学家主持的较大规模的大气和海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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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试验计划。试验旨在更好地了解南海季风的爆
发、维持与变化的物理过程，以改进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的季风预报。1998 年的 5 ～8 月间进行的外场观

测试验是  SCSM  EX 计划的核心部分，通过对大尺度
观测区（70  ～150° E ，10° S ～40° N ）和加强观测区

（ IOPs ）（95  ～130° E ，10° S ～30° N ）的观测，获得了南

海大量气象与海洋资料。特别是 5 月 5 ～25 日与 6

月 4 ～23 日的两次加强和加密观测（ IOPs ），利用最
先进的海洋观测平台和仪器，获取了大量南海大气、

海洋和海气相互作用等观测资料。这些海洋资料对

于进行南海内潮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图 1 是由南
海季风试验期间的  CTD 温度资料绘出的 20 天等温

线深度结构变化，从图像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有周日

性内潮波的存在，特别是在 300   m 以下深度这种水
体的日周期性振荡更为明显，而 400   m 深度以下甚

至可以看出受大小潮影响的振幅大小的变化。要进

一步考察南海北部地区的内潮现象，我们可以利用
 SCSM  EX 所得到的数据考察试验区域流场及温度场
状况［53 ～55 ］，进而研究该海区内潮相关情况。

更新的资料来源于2001 年的“亚洲海洋国际声

图 1　南海季风实验期间  CTD 观测的 20 天等温线深度时间序列（1998 年 5 月 5 ～26 日）
［55］

 Fig.1　 A 20- day  tim e series  of isotherm  depths  from   CTD  tem  perature  data from   M ay   5  to  M ay   26 ，1998 ，
 show ing  that large- am  plitude internalw aves  occurred  during  the m id- M ay ［55］

学试验”（ The   Asian   Seas   International   Acoustics   Ex-
 perim ent ， ASIAEX ）。试验分两部分，分别在中国东

海和南海进行观测，由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中

国、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合作完成，研究涉及了物理

海洋学、地球物理学和环境声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其中在南海区的观测为了解此海域正压潮及内潮的

活动规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4 5，5 6］。试验在南海北

部陆架区进行定点观测（117  ～117.7° E ，21.5  ～
22.2° N ），获取了从 4 月 21 日到 5 月 21 日的连续海

流及温盐数据，这些数据足以对该海区内潮现象进

行深入研究。 Duda 等［4 5］根据获取的资料，对南海北
部大陆坡的内潮和孤立内波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观测海域存在明显的周日性内潮及
相对较弱的半日内潮，且内潮在传播途中可逐渐破

碎并演变出很多非线性高频内波。由于海水层化状

况多变以及水平对流和多普勒效应的影响，使内潮
2 个主要周日分量：K 1、O 1 的相对振幅和相位都不
稳定，能量分布也不易计算。但从获得的数据可以

估算出周日内潮波的水平及垂直波长分别约为 110 

km 和 400   m ，水平相速约 1.2   m  / s 。 Duda 等
［45］

还对
内潮产生的地点做了估计，认为所观测到的周日内

潮应产生于观测海域某处，他们利用布置的压力计

描绘了此区域的海底地形，发现地形坡度符合周日
潮波生成条件且小于产生半日内潮需要的坡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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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内潮观测的结果相符合；而对于检测到的半日

内潮，则猜测可能是产生成于吕宋海峡，并向西传播

直至观测海区。另外，文章对非线性内波的许多性

质及其与内潮的关系有详细论述，这是目前为止已

知的最为详尽的南海区内潮观测研究工作，为今后

的继续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4　南海北部海区内潮研究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方法探讨

基于上述理由，南海北部海区内潮现象正逐渐

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由其产生的孤立内波更引

发人们的兴趣。但目前为止数据大多来自于单站或

短期观测，观测点的分布区也较稀疏并缺乏针对性，

南海北部海域和陆架面积都十分广阔，较少的站点

观测数据难以揭示内潮的运动规律。由于缺少多观

测站、长时间现场观测资料的支持，致使对内潮的数

值模拟和深入分析难以深入进行。故目前对南海北

部陆架区内潮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尚不能详细掌

握该海区内潮特征及活动规律。如已有的相关研究

大多只局限于局部海域的观测分析，就南海内潮波

的总体特征、产生源地、传播及消减过程尚没有一致

的定论。因此，要深入掌握南海北部内潮的变化规

律，需要更长时间的多点现场观测资料支持作为

基础。

对南海海海域内孤立内波的研究可以辅助我们

研究内潮。多数孤立内波产生于由内潮波间的非线

性相互作用，由孤立内波的活动规律也可以推测内

潮的相关性质［5 7］。过去对南海孤立内波的研究也

相对较少，近几年来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对考察南

海内潮的发生地和演变过程有一定作用。

总体来说，由于缺少现场观测资料的支持，致使

对内潮的数值模拟和深入分析都难以深入进行，目

前对南海北部陆架区内潮的研究仍然十分欠缺。这

对中国海洋科技和海洋工程的发展，特别是对军事

海洋环境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上所述可见，对于南海内潮的研究，首先必须

有丰富的海流、温度等实测资料作为基础，才能对局

部海域内潮现象作充分分析，得到其特征参量和运

动规律；其次，为研究内潮产生的动力学机制和明确

其发生源地，则必须结合当地的海底地形、海域流场

等状况来进行研究。海上观测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基

础，对内潮的深入研究离不开海洋调查和长期观测

数据的积累，加强观测力度应该是解决目前存在问

题的必要途径。另外，通过国际合作也可以促进我

们的观测工作，南海水域面积广阔，海洋环境复杂，

海底地形变化剧烈，单凭一个国家的科研投入有时

很难使观测做到全面和深入，而通过国际合作则可

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对卫星遥感资料的

利用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遥感资料分析使全局

了解南海区内潮状况成为可能，也能为局部海域观

测研究提供参考和印证，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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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  in  th e   Observatio nal Stu die s  of  Inte  rnal 
 Tid e  over   Contin enta l  Shelf 

 GUO  Pu ， FANG  W en- dong ， YU  Hong- bin g 
（ LED ，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  y of  Sciences ， Guangzhou 510301 ， China ）

 Abstract ： Internaltide  is a kind  ofinternalwave  found  f  requently on  the  continentalshelf.  Itis ofte  n genera-
 ted  by  the  barotropic tide  crossing  specialto  pography  in specialocean  state.  Therefore ， the  internaltide  has  the  tid-
 alperiod.  Frequentinternaltide  can  be  of  adv  antage  or  disadvantage  to  the  hum an  activity  i  n the  ocean.  For  in-
 stance ， itcan  drive  strong  m ixing  oreven  generate upw  elling  bringing  nutri tion  up  from  deep  water s  o thata fishing 
 region  can  com  e into being.  On the  otherhand ， internaltide  with large  am  plitude  and  genera  ting  solitary waves will 
 disturb the  work ofoceanic engineering  and  be  dangerous to m arine  oilplatform  and  subm arin  e oilpipe.  The  turbu-
 lence  driven  by  internaltide  can  also  affectt  he  ship orsubm arine ， and  reduce  the  precision  oftorpedo.  So ， the  ob-
 servation  on  the  internal tide  near  the  contin  entalshelfhas  been  em  phasized  for long.  This  paper  willm 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som  e characteristics  ofi  nternaltide ， and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the  observation  i  n recentyears.
 As a stress ， the  presentsituation  of study  ofinternal tid  e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willbe  descri  bed ， ques-
 tions ofobservation  on  the  internaltide  in  th  e  South   China   Sea  discussed  som  e opinions abou  tdeveloping  the  study 
 and  observation  on  the  internal tide  putforwa  rd.

 Key  w ords ： Internaltide ； Observation ； Continental shelf ； Internalwave ；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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