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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至今，国内尚无警戒潮位核定标准的版本或技术规定。随着减灾活动的深入，我国沿海警戒潮位核

定正陆续展开。本标准的宗旨在于：确立警戒潮位核定原则，统一警戒潮位核定的程序、方法及技术要

求，以建立统一的警戒潮位核定系统，适应国际技术交流的需要。
本标准总结并借鉴了近几年国内四十多个港口、岸段开展警戒潮位核定的经验，参考了有关资料及

相关学科的要求和技术规定制定的。
本标准从 ２０００年 ２月 １日起实施，从实施之日起，警戒潮位核定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本标准附录 Ａ、附录 Ｂ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春霖、颜国泰、翁光明、黄德银、吴木椷、胡德宝。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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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警戒潮位核定的原则，规定了警戒潮位核定的程序、方法及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大陆、岛屿的海岸及入海河口岸段警戒潮位的核定。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ＧＢ１２８９８—１９９１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ＧＢ燉Ｔ１４９１４—１９９４ 海滨观测规范

 总则

．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警戒潮位 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ｉｄａｌｌｅｖｅｌ
一种潮位值，当潮位达到这一既定值时，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险情，须进入戒备状态，预防潮灾的发

生。
． 目的

统一警戒潮位核定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将警戒潮位核定工作纳入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轨道。
． 基本原则

．． 尊重自然因子致灾客观规律

警戒潮位核定应以潮汐等海洋水文气象资料为基础，以风暴潮为主的潮灾发生规律、特点为依据，
尊重自然因子致灾客观规律。
．． 从实际防御能力出发

警戒潮位核定应从海岸工程的现状以及整体实际防御能力出发。
．．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警戒潮位核定应着重考虑重要岸段，兼顾一般岸段；对特别重要岸段，可以制定有别于其他岸段的

警戒潮位。在警戒潮位核定过程中，既要考虑开发地域的规划和发展，也要考虑未开发地域的规划和发

展，要有一定的预见性等。
． 基本要求

．． 验潮资料

警戒潮位核定的岸段，应有可供分析的验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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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验潮资料的应按 ＧＢ燉Ｔ１４９１４—１９９４的 ８３和 ９２中的要求设立潮汐观测点进行观测，其观

测资料最短序列应为完整的一个月，并应与潮汐性质相似的长期验潮站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 统一基准面

警戒潮位核定引用的潮汐资料、地面、地物等高程及警戒潮位等应换算到统一的基准面，并应标明

所用的基准面与《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的关系。
．． 引用资料

警戒潮位核定引用的文字资料、数据资料应注明来源、出处；引用的极值应审查考证。
．． 警戒潮位的重新核定

警戒潮位与防潮减灾不相适应的，应重新核定。
． 一般规定

．． 岸段划分

岸段划分主要从警戒防护区内的人口、经济、技术密集度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经综合

分析后确定。
ａ）重要岸段：人口、经济、技术较为密集且对当地社会、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岸段；
ｂ）特别重要岸段：人口、经济、技术密集且对当地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岸段；
ｃ）一般岸段：上述之外的其他岸段。

．． 岸段高程

．．． 重要岸段高程不明的，应按 ＧＢ１２８９８—１９９１的 ６中四等水准测量的规定，进行四等水准高

程测量，以获取岸段高程资料。
．．． 一般岸段高程不明的，可与邻近验潮站进行海水面同步比测获取岸段高程资料。
．．． 核定所用潮汐资料的验潮站水准点设置和水准测量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４９１４—１９９４的 ８４中有

关规定的技术要求。
．． 警戒潮位的单位

警戒潮位的单位为厘米（ｃｍ），取整数。

 资料的收集、整理

． 资料的涵义

警戒潮位核定的资料，包括直接用于警戒潮位核定进行分析、计算和阐明警戒潮位核定背景所需的

资料及为确立警戒潮位核定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等所需的素材。
． 基本项目和内容

警戒潮位核定所需的资料较为广泛，资料收集的内容力求全面、详尽。其收集的基本资料项目、内容

见表 １。
． 要求

．． 制定计划

资料收集前应制定计划，拟出提纲，建议制成表格，明确资料收集的具体项目及详细内容。
．． 资料抄录

资料收集时字迹要求端正、清楚，数字必须准确。抄录的资料，抄录、校对者必须签名。抄录经过整

理加工的成果半成果资料时，应分析其可靠性。
．． 调访

调访时应做好现场笔录，调访材料应注明调访的年、月、日及被访者姓名、单位。被访者、记录者均应

签名。
．． 资料序列

引用潮汐资料其要求是自建站到核定工作的前一年，其他资料的时间序列也要求尽可能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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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本资料一览表

类 别 要 素 资料名称及要求 备 注

自然因子

潮汐

潮高基准面及 其 与 国 家 高 程 基 准 的 关 系；潮 汐 类 型；一 年 以 上 每 天 整 点

潮高 及 高 低 潮、历 年 逐 月 平 均 海 平 面、平 均 潮 差、最 大 潮 差、最 高 潮 位 及

其出现时间等潮汐特征值。临时测站逐时潮高、每天高低潮

气旋、强冷空气
热带、温带气旋及强冷空气的活动时间、强度、路径、影响范围；热带气旋

登陆地点等

风暴潮 增水过程（时间、增水值），最大增水及出现时间；历史典型风暴潮个例

海浪 历年平均波高、最大波高及出现日期；各向平均波高、最大波高

其他

历 史上有关地震海啸的记载。（河口岸段）潮灾发生过程相应的降水量、
历 时，日 平 均 及 最 大 降 水 量；（河 口 岸 段）潮 灾 发 生 过 程 的 流 量、洪 水 总

量、洪峰流量、重现期

防御能力

海岸防护工程 建设时间、设计标准、高程、宽度、结构、施工情况及现状

地面、地物 名称、高程、分布 现状资料

现用警戒潮位 制定时间、方法、数值、使用情况

潮灾
历次 潮 灾 发 生 时 间、诱 发 因 子 及 强 度、受 灾 面 积 及 人 口、建 筑 物 损 坏、人

员伤亡及经济损失、出现险情的岸段等

社会经济
人口 密 度 及 其 分 布；重 要 企 事 业 单 位 分 布；社 会 发 展、经 济 状 况；发 展 规

划
近期情况

． 整理

．． 审查

收集的资料应逐一审查，发现疑误必须进行核实、鉴别。
．． 统一单位及统计方法

收集的资料应统一计量单位及统计方法。
．． 汇总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汇总，列出目次，妥善保存。

 资料的统计、分析

． 基本内容

．． 潮汐

．．． 实测潮汐资料的统计与分析

ａ）历年逐月、逐年平均海平面的统计及变化基本规律分析；
ｂ）历年逐月、逐年最高潮位及其出现时间的统计、分析；
ｃ）历年平均潮差、最大潮差的统计、分析；
ｄ）高潮位重现期的计算见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

．．． 潮汐特征计算与分析

ａ）采用完整的一年或多年资料进行调和常数和潮汐性质、特征值的计算；
ｂ）理论可能最高潮位值计算见附录 Ｂ（标准的附录）。

．． 增水

．．． 增水分离：采用实测潮位减去天文潮位获得。
．．． 典型风暴潮个例分析：分析其成因、规律、特点。
．．． 增水出现频率统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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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统计增水≥５０ｃｍ的次数，分析增水特点；
ｂ）统计≥５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１５０ｃｍ、≥２００ｃｍ各增水级出现的次数及年、月次数，分析各级增水

特点；增水幅度较小的岸段，增水级可适当加密。
．． 现用警戒潮位

ａ）超过现用警戒潮位的次数及年、月次数；
ｂ）超过现用警戒潮位的数值分布及最大值。

．． 潮灾

ａ）统计潮灾发生总次数、年均数、年最多次数、累年月最多次数；
ｂ）历次潮灾损失统计；
ｃ）分析潮灾成因规律、特点及易灾岸段。

．． 海岸防护工程

海岸防护工程中堤防的顶高、顶宽、结构、修建时间、设计防御标准及历次毁坏情况、沉降情况，结合

潮高、海浪及保护区内人口、经济变化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其实际防御能力。
．． 综合分析

对自然因子、防御能力、潮灾情况及社会经济等相互联系、作用、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 要求

．． 统计审核

资料统计的全过程（包括抄入、统计方法、计算过程及结果等）应经第二人审核，并签名。
．． 图表

．．． 结果显示表格的设计规则

ａ）宜为横长方形、封闭式；
ｂ）按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排表的序号；
ｃ）标题（含横行标题、纵行标题）应简明、切合内容；
ｄ）计量单位应标注在表的右上方或纵行标题下方或横行标题后；
ｅ）表内附注的序号宜用小阿拉伯数字并加圆括号置于被标注对象的右上角；
ｆ）表中缩写词和符号应与正文一致。

．．． 结果显示图的设计规则

ａ）图应按科学、合理、美观的要求设计；
ｂ）应按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排图（包括曲线图、方框图、示意图、照片等）的序号；
ｃ）图应有确切图名，连同图号置于图的下方；
ｄ）纵、横坐标应标注“量、标准规定符号、单位”。

．． 单位

统计结果显示的量、单位、符号，均应符合国家的有关法令及标准的规定。
．． 准确度

资料统计结果准确度见表 ２。
表 ２ 资料统计准确度

要素

内容
项目

单位（符号） 准确度

潮位、增水值 厘米，ｃｍ ±１
海浪波高 米，ｍ ±０１
降水 毫米，ｍｍ ±０１
流量 立方米每秒，ｍ３燉ｓ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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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完）

要素

内容
项目

单位（符号） 准确度

高程 米，ｍ ±００１
面积 平方公里，ｋｍ２ ±１
农田面积 万亩或公顷 ±１
人口密度 人每平方公里，人燉ｋｍ２ ±１
次数、个数 次、个 （合计）±１

（平均）±０１
潮灾经济损失 亿元 ００１
人数 人 ±１
堤长 公里，ｋｍ ±１

 警戒潮位拟定

． 公式

警戒潮位采用以下公式拟定

爣Ｊ＝ 爣Ｓ＋ Δ爣 ………………………………（１）

式中：爣Ｊ——警戒潮位值，ｃｍ；
爣Ｓ——重现期不低于二年的高潮位，ｃｍ；

Δ爣——修正值，ｃｍ。
． 修正值的拟定

综合分析历次潮灾的风、浪、潮等自然因子、实际防潮能力及社会、经济等情况，提出 Δ爣 值。
． 校验

校验的方法：对历史潮灾及相应的潮高进行统计分析，判断拟定的 爣ｊ是否合适。
． 征求意见

警戒潮位拟定后应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

 技术报告的编写

． 内容

警戒潮位核定技术报告的正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自然环境概述、核定岸段及高程分布、防护区内社会、经济状况及发展规划；
潮汐类型见附录 Ｃ（提示的附录）、潮汐规律、特点、潮高基准面、高程关系；
风暴潮的规律、特点、典型风暴潮个例；
潮灾规律、特点、损失情况；
原警戒潮位核定的时间、方法、依据、数值、使用情况；
现有防潮能力的调查、分析与评估；
本次警戒潮位核定的方法、依据、数值、校检；
结论及建议。

． 格式

技术报告编写格式参照 ＧＢ燉Ｔ７７１３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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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颁布

． 总结

警戒潮位核定除技术报告外，应有书面工作总结报告。
． 验收

警戒潮位核定的技术成果报告应经专家组评审后由委托单位组织验收。
． 归档

本次警戒潮位核定全部结束后，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立卷归档。
． 颁布

警戒潮位评审验收通过后应及时报请当地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布实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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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高潮位重现期的计算方法

确定高潮位重现期，在进行高潮年频率分析时，一般要求有不少于连续二十年的年最高潮位实测资

料，并应调查和核实历史上出现的特殊潮位。在江河入海口处的高潮位重现期计算，除采用第Ⅰ型极值

分布律进行计算外，还可采用皮尔逊Ⅲ型曲线求得。

﹢ 第一型极值分布律及其有关方法

﹢． 第一型极值分布律计算方法：
设有 牕个年最高潮位值 牎ｉ，则：

牎ｐ＝ 牎＋ 犧ｐｎ爳 ……………………………（Ａ１）

式中：牎ｐ——与年频率 牘对应的高潮位值，ｃｍ；
犧ｐｎ——与年频率 牘及资料年数 牕有关的系数，见表 Ａ１；

牎——牕年 牎ｉ的平均值，即 牎＝ １
牕∑

牕

牏＝１
牎ｉ，ｃｍ；

爳——牕年 牎ｉ均方差，即 爳＝ １
牕∑

牕

牏＝１
牎２

ｉ－牎槡 ２，ｃｍ。

由公式（Ａ１）求出对应于不同 牘的 牎ｐ，在机率格纸上绘出高潮位理论频率曲线；同时绘上经验频率

点，以检验理论频率曲线与他的配合程度。按递减次序排列的 牎ｉ中，第 牔项的经验频率 牘按下式计算：

牘＝ 牔
牕＋ １× １００％ ………………………………（Ａ２）

重现 爴Ｒ（年）与年频率 牘（％）的关系为：

爴Ｒ ＝ １００燉牘 ……………………………………（Ａ３）

﹢． 若在原有 牕年验潮资料以外，根据调查得出在历史上 爫 年中出现过的特高潮位值为 牎Ｎ，则改用

下式进行计算：

牎ｐ＝ 牎＋ 犧ｐＮ爳 ……………………………（Ａ４）

式中：犧ｐＮ——年数等于 爫 时在表 Ａ１中查出的系数；

牎＝ １
爫 牎Ｎ ＋ 爫－ １

牕 ∑
牕

牏＝１
牎槏 槕ｉ ………………………………（Ａ５）

７

﹩﹣燉—



爳＝ １
爫 牎２

Ｎ ＋ 爫－ １
牕 ∑

牕

牏＝１
牎槏 槕２ｉ － 牎槡 ２ ……………………（Ａ６）

特大值的经验频率 牘＝ １
爫＋ １× １００％ …………………（Ａ７）

其他经验点仍用公式（Ａ２）计算。
﹢． 对于有不少于连续五年的实测最高潮位的岸段（核定站），高潮位重现期计算可采用近似方法，
即可用“极值同步差比法”与附近有不少于连续二十年资料的站（称参照站）进行同步相关分析求得。

进行差比计算的两站之间，应符合潮汐性质相似、地理位置邻近、受河流迳流（包括汛期）及增减水

影响相似等条件。
极值同步差比法的计算公式为：

牎ｊＹ ＝ 爛Ｙ ＋ 爲Ｙ

爲Ｘ
（牎ｊＸ － 爛Ｘ） ……………………（Ａ８）

式中：牎ｊＸ、牎ｊＹ——分别为参照站和核定站 ２年一遇的高潮位，ｃｍ；
爲Ｘ、爲Ｙ——分别为参照站和核定站的同期各年年最高潮位的平均值与平均海平面的差值，ｃｍ；

爛Ｘ、爛Ｙ——分别为参照站和核定站的平均海平面，ｃｍ。

﹢． 对于不具备用极值同步差比法进行计算的岸段（称核定站），其高潮位重现期采用以下近似方法

求得：
﹢．． 利用与核定站邻近的、有不少于连续二十年资料的左右两个站（称参照站），采用内插求得高

潮位重现期的潮位值 爣Ｓ。
﹢．． 利用核定站短期实测资料与上述参照站的同期资料进行海平面、潮差等分析，得出相关关系，
并与 Ａ１４１计算的 爣Ｓ进行比较，视情适当调整 爣Ｓ。

﹢ 皮尔逊Ⅲ型曲线及其有关方法

﹢． 皮尔逊Ⅲ型曲线计算方法：
牕年最高潮位平均值 牎和离差系数 爞Ｖ 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牎＝ １
牕∑

牕

牏＝１
牎ｉ …………………………（Ａ９）

爞Ｖ ＝ １
牕－ １∑

牕

牏＝１

牎ｉ

牎槏 槕－ １槡
２

………………………（Ａ１０）

为绘制皮尔逊Ⅲ型曲线，可根据 爞Ｖ 和假定的 爞Ｓ燉爞Ｖ 值（爞Ｓ燉爞Ｖ＝２、３、４……，爞Ｓ为偏差系数），由表

Ａ２查出与不同频率 牘对应的变率 爦ｐ值，按 牎ｐ＝爦ｐ牎换算为对应于频率 牘的变量 牎ｐ值。把与不同 爞Ｓ燉
爞Ｖ 对应的各组 牘和 牎ｐ值点绘在机率格纸上进行选线（必要时 爞Ｖ 值也可稍作调整），从中选用与经验频

率点配合最佳的理论频率曲线，以确定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潮位。
按递减次序排列的变量 牎ｉ中，第 牔向经验频率 牘按公式（Ａ２）计算。重现期 爴ｋ（年）与年频率 牘（％）

的关系见公式（Ａ３）。
﹢． 若在原有 牕年的潮汐资料以外，根据计算和调查得出在历史上 爫 年中出现过的特大值为 牎Ｎ，则

牎按公式（Ａ５）计算，偏差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爞Ｖ ＝ １
爫－ １

牎Ｎ

牎槏 槕－ １
２

＋ １
牕∑

牕

牏＝１

牎ｉ

牎槏 槕－ １槡
２

……………（Ａ１１）

经验频率的计算同公式（Ａ７）和（Ａ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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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１ 第Ⅰ型极值分布律的 犧ｐｎ表

年 数

牕

频 率 牘，％

０１ ０２ ０５ １ ２ ４

８ ７１０３ ６３３６ ５３２１ ４５５１ ３７７９ ３００１

９ ６９０９ ６１６２ ５１７４ ４４２５ ３６７３ ２９１６

１０ ６７５２ ６０２１ ５０５５ ４３２２ ３５８７ ２８４７

１１ ６６２２ ５９０５ ４９５７ ４２３８ ３５１６ ２７８９

１２ ６５１３ ５８０７ ４８７４ ４１６６ ３４５６ ２７４１

１３ ６４１８ ５７２３ ４８０２ ４１０５ ３４０４ ２６９９

１４ ６３３７ ５６５０ ４７４１ ４０５２ ３３６０ ２６６３

１５ ６２６６ ５５８６ ４６８７ ４００５ ３３２１ ２６３２

１６ ６１９６ ５５２３ ４６３４ ３９５９ ３２８３ ２６０１

１７ ６１３７ ５４７１ ４５８９ ３９２１ ３２５０ ２５７５

１８ ６０８７ ５４２６ ４５５１ ３８８８ ３２２３ ２５５２

１９ ６０４３ ５３８７ ４５１８ ３８６０ ３１９９ ２５３３

２０ ６００６ ５３５４ ４４９０ ３８３６ ３１７９ ２５１７

２２ ５９３３ ５２８８ ４４３５ ３７８８ ３１３８ ２４８４

２４ ５８７０ ５２３２ ４３８７ ３７４７ ３１０４ ２４５７

２６ ５８１６ ５１８３ ４３４６ ３７１１ ３０７４ ２４３３

２８ ５７６９ ５１４１ ４３１０ ３６８１ ３０４８ ２４１２

３０ ５７２７ ５１０４ ４２７９ ３６５３ ３０２６ ２３９３

３５ ５６４２ ５０２７ ４２１４ ３５９８ ２９７９ ２３５６

４０ ５５７６ ４９６８ ４１６４ ３５５４ ２９４２ ２３２６

４５ ５５２２ ４９２０ ４１２３ ３５１９ ２９１３ ２３０３

５０ ５４７９ ４８８１ ４０９０ ３４９１ ２８８９ ２２８３

６０ ５４１０ ４８２０ ４０３８ ３４４６ ２８５２ ２２５３

７０ ５３５９ ４７７４ ４０００ ３４１３ ２８２４ ２２３０

８０ ５３１９ ４７３８ ３９７０ ３３８７ ２８０２ ２２１３

９０ ５２８７ ４７０９ ３９４５ ３３６６ ２７８４ ２１９９

１００ ５２６１ ４６８６ ３９２５ ３３４９ ２７７０ ２１８７

２００ ５１３０ ４５６８ ３８２６ ３２６３ ２６９８ ２１２９

５００ ５０３２ ４４８１ ３７５２ ３２００ ２６４５ ２０８６

１０００ ４９９２ ４４４５ ３７２２ ３１７４ ２６２３ ２０６９

∞ ４９３６ ４３９５ ３６７９ ３１３７ ２５９２ ２０４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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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１（续）

年 数

牕

频 率 牘，％

５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９０

８ ２７４９ １９５３ ０８４２ －０１３０ －０８９７ －１４５８

９ ２６７０ １８９５ ０８１４ －０１３３ －０８７９ －１４２６

１０ ２６０６ １８４８ ０７９０ －０１３６ －０８６５ －１４００

１１ ２５５３ １８０９ ０７７１ －０１３８ －０８５４ －１３７８

１２ ２５０９ １７７７ ０７５５ －０１３９ －０８４４ －１３６０

１３ ２４７０ １７４８ ０７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８３６ －１３４５

１４ ２４３７ １７２４ ０７２９ －０１４２ －０８２９ －１３３１

１５ ２４０８ １７０３ ０７１８ －０１４３ －０８２３ －１３２０

１６ ２３７９ １６８２ ０７０８ －０１４５ －０８１７ －１３０８

１７ ２３５５ １６６４ ０６９９ －０１４６ －０８１１ －１２９９

１８ ２３３５ １６４９ ０６９２ －０１４６ －０８０７ －１２９１

１９ ２３１７ １６３６ ０６８５ －０１４７ －０８０３ －１２８３

２０ ２３０２ １６２５ ０６８０ －０１４８ －０８００ －１２７７

２２ ２２７２ １６０３ ０６６９ －０１４９ －０７９４ －１２６５

２４ ２２４６ １５８４ ０６５９ －０１５０ －０７８８ －１２５５

２６ ２２２４ １５６８ ０６５１ －０１５１ －０７８３ －１２４６

２８ ２２０５ １５５３ ０６４４ －０１５２ －０７７９ －１２３９

３０ ２１８８ １５４１ ０６３８ －０１５３ －０７７６ －１２３２

３５ ２１５３ １５１５ ０６２５ －０１５４ －０７６８ －１２１８

４０ ２１２６ １４９５ ０６１５ －０１５５ －０７６２ －１２０８

４５ ２１０４ １４７９ ０６０７ －０１５６ －０７５８ －１１９８

５０ ２０８６ １４６６ ０６０１ －０１５７ －０７５４ －１１９１

６０ ２０５９ １４４６ ０５９１ －０１５８ －０７４８ －１１８０

７０ ２０３８ １４３０ ０５８３ －０１５９ －０７４４ －１１７２

８０ ２０２２ １４１９ ０５７７ －０１５９ －０７４０ －１１６５

９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０９ ０５７２ －０１６０ －０７３７ －１１６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４０１ ０５６８ －０１６０ －０７３５ －１１５５

２００ １９４４ １３６２ ０５４９ －０１６２ －０７２３ －１１３４

５００ １９０５ １３３３ ０５３５ －０１６４ －０７１４ －１１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８８９ １３２１ ０５２９ －０１６４ －０７１０ －１１１０

∞ １８８６ １３０５ ０５２０ －０１６４ －０７０５ －１１１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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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１（完）

年 数

牕

频 率 牘，％

９５ ９７ ９９ ９９９

８ －１７４９ －１．９２３ －２．２２４ －２．６７３

９ －１．７０９ －１．８７９ －２．１７２ －２．６０９

１０ －１．６７７ －１．８４３ －２．１２９ －２．５５６

１１ －１．６５０ －１．８１３ －２．０９５ －２．５１４

１２ －１．６２８ －１．７８８ －２．０６５ －２．４７８

１３ －１．６０９ －１．７６９ －２．０４０ －２．４４７

１４ －１．５９２ －１．７４８ －２．０１８ －２．４２０

１５ －１．５７８ －１．７３２ －１．９９９ －２．３９６

１６ －１．５６４ －１．７１６ －１．９８０ －２．３７３

１７ －１．５５２ －１．７０３ －１．９６５ －２．３５４

１８ －１．５４１ －１．６９１ －１．９５１ －２．３３８

１９ －１．５３２ －１．６８１ －１．９３９ －２．３２３

２０ －１．５２５ －１．６７３ －１．９３０ －２．３１１

２２ －１．５１０ －１．６５７ －１．９１０ －２．２８７

２４ －１．４９７ －１．６４２ －１．８９３ －２．２６６

２６ －１．４８６ －１．６３０ －１．８７９ －２．２４９

２８ －１．４７７ －１．６１９ －１．８６６ －２．２３３

３０ －１．４６８ －１．６１０ －１．８５５ －２．２１９

３５ －１．４５１ －１．５９１ －１．８３２ －２．１９１

４０ －１．４３８ －１．５７６ －１．８１４ －２．１７０

４５ －１．４２７ －１．５６４ －１．８００ －２．１５２

５０ －１．４１８ －１．５５３ －１．７８８ －２．１３８

６０ －１．４０４ －１．５３８ －１．７７０ －２．１１５

７０ －１．３９４ －１．５２６ －１．７５６ －２．０９８

８０ －１．３８６ －１．５１７ －１．７４６ －２．０８５

９０ －１．３７９ －１．５１０ －１．７３７ －２．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３７４ －１．５０４ －１．７２０ －２．０６６

２００ －１．３４７ －１．４７４ －１．６９４ －２．０２３

５００ －１．３２６ －１．４５１ －１．６６８ －１．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８ －１．４４２ －１．６５７ －１．９７６

∞ －１．３０６ －１．４２８ －１．６４１ －１．９５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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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２ 皮尔逊Ⅲ型频率曲线的 爦ｐ值表

（１）爞Ｓ＝２爞Ｖ

爞Ｖ

牘，％
０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５ １ ２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０ ９５ ９９

００５ １２０ １．１６ １．１５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１０ １．４２ １．３４ １．３１ １．２８ １．２５ １．２２ １．１７ １．１３ １．０８ １．００ ０．９３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７８

０．１５ １．６６ １．５３ １．４９ １．４３ １．３８ １．３３ １．２６ １．２０ １．１２ ０．９９ ０．９０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６８

０．２０ １．９２ １．７３ １．６７ １．５９ １．５２ １．４５ １．３５ １．２６ １．１６ ０．９９ ０．８６ ０．７５ ０．７０ ０．５９

０．２５ ２．２１ １．９５ １．８７ １．７７ １．６７ １．５８ １．４４ １．３３ １．２０ ０．９８ ０．８２ ０．７０ ０．６３ ０．５１

０．３０ ２．５１ ２．１９ ２．０８ １．９４ １．８３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０ １．２４ ０．９７ ０．７９ ０．６４ ０．５６ ０．４４

０．３５ ２．８５ ２．４４ ２．３１ ２．１３ １．９９ １．８４ １．６４ １．４７ １．２８ ０．９６ ０．７５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３７

０．４０ ３．２０ ２．７０ ２．５４ ２．３２ ２．１６ １．９８ １．７４ １．５４ １．３１ ０．９５ ０．７１ ０．５３ ０．４５ ０．３１

０．４５ ３．５８ ２．９８ ２．８０ ２．５３ ２．３４ ２．１３ １．８４ １．６０ １．３５ ０．９３ ０．６７ ０．４８ ０．３９ ０．２５

０．５０ ３．９８ ３．２７ ３．０４ ２．７４ ２．５１ ２．２７ １．９４ １．６７ １．３８ ０．９２ ０．６４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２１

０．５５ ４．４１ ３．５７ ３．３２ ２．９７ ２．７０ ２．４２ ２．０４ １．７４ １．４１ ０．９０ ０．５９ ０．３９ ０．３０ ０．１７

０．６０ ４８５ ３．８９ ３．５９ ３．２０ ２．８９ ２．５８ ２．１５ １．８０ １．４４ ０．８８ ０．５６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６５ ５．３２ ４．２２ ３．８９ ３．４４ ３．０９ ２．７４ ２．２５ １．８７ １．４７ ０．８６ ０．５２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７０ ５．８０ ４．５７ ４．１９ ３．６８ ３．２９ ２．８８ ２．３６ １．９４ １．４９ ０．８４ ０．４９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７５ ６．３２ ４．９２ ４．５２ ３．９３ ３．５０ ３．０６ ２．４６ ２．００ １．５２ ０．８２ ０．４５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８０ ６．８５ ５．３０ ４．８２ ４．１９ ３．７１ ３．２２ ２．５７ ２．０６ １．５４ ０．８０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８５ ７．４１ ５．６８ ５．１７ ４．４６ ３．９３ ３．３９ ２．６８ ２．１２ １．５６ ０．７７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９０ ７．９９ ６．０８ ５．５０ ４．７３ ４．１５ ３．５６ ２．７８ ２．１９ １．５８ ０．７５ ０．３５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５ ８．５９ ６．４９ ５．８６ ５．０２ ４．３８ ３．７４ ２．８９ ２．２５ １．６０ ０．７２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１

１．００ ９．２１ ６．９１ ６．２２ ５．３０ ４．６１ ３．９１ ３．００ ２．３０ １．６１ ０．６９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１

﹩﹣燉—



表 Ａ２（续）
（２）爞Ｓ＝３爞Ｖ

爞Ｖ

牘，％
０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５ １ ２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０ ９５ ９９

０．０５ １．２０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１０ １．４４ １．３５ １．３２ １．２９ １．２５ １．２２ １．１７ １．１３ １．０８ １．００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１５ １．７１ １．５６ １．５１ １．４５ １．４０ １．３４ １．２６ １．２０ １．１２ ０．９９ ０．８９ ０．８２ ０．７７ ０．７０

０．２０ ２．０１ １．７９ １．７２ １．６３ １．５５ １．４７ １．３６ １．２７ １．１６ ０．９８ ０．８６ ０．７６ ０．７１ ０．６２

０．２５ ２．３５ ２．０５ １．９５ １．８２ １．７２ １．６１ １．４６ １．３３ １．２０ ０．９７ ０．８２ ０．７１ ０．６５ ０．５６

０．３０ ２．７２ ２．３２ ２．１９ ２．０２ １．８９ １．７５ １．５６ １．４０ １．２３ ０．９６ ０．７８ ０．６６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３５ ３．１２ ２．６１ ２．４６ ２．２４ ２．０７ １．９０ １．６６ １．４７ １．２６ ０．９４ ０．７４ ０．６１ ０．５５ ０．４６

０．４０ ３．５７ ２．９２ ２．７３ ２．４６ ２．２６ ２．０５ １．７６ １．５４ １．２９ ０．９２ ０．７１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４５ ４．０４ ３．２６ ３．０３ ２．７０ ２．４６ ２．２１ １．８７ １．６０ １．３２ ０．９０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４７ ０．３９

０．５０ ４．５４ ３．６２ ３．３４ ２．９６ ２．６７ ２．３７ １．９８ １．６７ １．３５ ０．８８ ０．６３ ０．４９ ０．４３ ０．３７

０．５５ ５．０９ ３．９９ ３．６６ ３．２１ ２．８８ ２．５４ ２．０８ １．７３ １．３７ ０．８６ ０．６０ ０．４６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６０ ５．６６ ４．３８ ４．０１ ３．４９ ３．１０ ２．７１ ２．１９ １．７９ １．３９ ０．８３ ０．５７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３５

０．６５ ６．２６ ４．８１ ４．３６ ３．７７ ３．３３ ２．８８ ２．２９ １．８５ １．４０ ０．８０ ０．５３ ０．４１ ０．３７ ０．３４

０．７０ ６．９０ ５．２２ ４．７２ ４．０６ ３．５６ ３．０６ ２．４０ １．９１ １．４１ ０．７８ ０．５１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７５ ７．５７ ５．６８ ５．１２ ４．３６ ３．８０ ３．２４ ２．５０ １．９６ １．４２ ０．７６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８０ ８．２７ ６．１４ ５．５１ ４．６７ ４．０４ ３．４２ ２．６１ ２．０１ １．４３ ０．７２ ０．４６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８５ ９．００ ６．６２ ５．９２ ４．９８ ４．２９ ３．６０ ２．７１ ２．０６ １．４３ ０．６９ ０．４４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９０ ９．７５ ７．１１ ６．３４ ５．３１ ４．５４ ３．７８ ２．８１ ２．１０ １．４３ ０．６６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９５ １０．５４ ７．６２ ６．７６ ５．６２ ４．７９ ３．９６ ２．９１ ２．１４ １．４３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３

１．００ １１．３５ ８．１５ ７．２１ ５．９６ ５．０５ ４．１５ ３．００ ２．１８ １．４２ ０．６０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３

３１

﹩﹣燉—



表 Ａ２（续）
（３）爞Ｓ＝４爞Ｖ达 式

爞Ｖ

牘，％
０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５ １ ２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０ ９５ ９９

０．０５ １．２１ １．１７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１０ １．４６ １．３７ １．３４ １．３０ １．２６ １．２３ １．１８ １．１３ １．０８ ０．９９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８０

０．１５ １．７６ １．５９ １．５４ １．４７ １．４１ １．３５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１２ ０．９８ ０．８９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２

０．２０ ２．１０ １．８５ １．７７ １．６６ １．５８ １．４９ １．３７ １．２７ １．１６ ０．９７ ０．８６ ０．７７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２５ ２．４９ ２．１３ ２．０２ １．８７ １．７６ １．６４ １．４７ １．３４ １．１９ ０．９６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６７ ０．６０

０．３０ ２．９２ ２．４４ ２．３０ ２．１０ １．９４ １．７９ １．５７ １．４０ １．２２ ０．９４ ０．７８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５７

０．３５ ３．４０ ２．７８ ２．６０ ２．３４ ２．１５ １．９５ １．６８ １．４７ １．２５ ０．９２ ０．７４ ０．６４ 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４０ ３．９３ ３．１５ ２．９１ ２．６０ ２．３６ ２．１１ １．７９ １．５３ １．２７ ０．９０ ０．７１ ０．６０ ０．５６ ０．５２

０．４５ ４．５０ ３．５４ ３．２５ ２．８７ ２．５８ ２．２８ １．８９ １．５９ １．２９ ０．８７ ０．６８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１

０．５０ ５．１０ ３．９５ ３．６１ ３．１５ ２．８０ ２．４６ ２．００ １．６５ １．３１ ０．８５ ０．６４ ０．５５ ０．５３ ０．５１

０．５５ ５．７６ ４．３９ ３．９９ ３．４４ ３．０４ ２．６４ ２．１０ １．７０ １．３１ ０．８２ ０．６２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６０ ６．４５ ４．８６ ４．３８ ３．７５ ３．２８ ２．８１ ２．２１ １．７６ １．３２ ０．７９ ０．５９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６５ ７．１８ ５．３４ ４．７８ ４．０７ ３．５４ ２．９９ ２．３２ １．８１ １．３２ ０．７６ ０．５７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７０ ７．９５ ５．８３ ５．２１ ４．３９ ３．７８ ３．１８ ２．４１ １．８５ １．３２ ０．７３ ０．５５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７５ ８．７７ ６．３６ ５．６５ ４．７２ ４．０４ ３．３７ ２．５０ １．８９ １．３１ ０．７０ ０．５４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８０ ９．６１ ６．９１ ６．１１ ５．０７ ４．３０ ３．５５ ２．５９ １．９２ １．３１ ０．６８ ０．５３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８５ １０．５０ ７．４７ ６．５８ ５．４２ ４．５６ ３．７４ ２．６８ １．９５ １．２９ ０．６５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９０ １１．４２ ８．０６ ７．０４ ５．７８ ４．８３ ３．９１ ２．７７ １．９７ １．２７ ０．６３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９５ １２．３７ ８．６４ ７．５５ ６．１３ ５．１０ ４．１０ ２．８５ １．９９ １．２５ ０．６１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３６ ９．２５ ８．０５ ６．５０ ５．３７ ４．２７ ２．９２ ２．００ １．２３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４１

﹩﹣燉—



表 Ａ２（完）
（４）爞Ｓ＝６爞Ｖ

爞Ｖ

牘，％
０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５ １ ２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０ ９５ ９９

０．０５ １．２２ １．１８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１０ １．５１ １．４０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２８ １．２４ １．１８ １．１３ １．０８ ０．９９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８１

０．１５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６０ １．５１ １．４４ １．３８ １．２８ １．２０ １．１２ ０．９８ ０．８９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７５

０．２０ ２．２８ １．９６ １．８７ １．７３ １．６３ １．５３ １．３８ １．２７ １．１５ ０．９６ ０．８５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７１

０．２５ ２．７７ ２．３１ ２．１７ １．９８ １．８３ １．６９ １．４８ １．３３ １．１７ ０．９４ ０．８２ ０．７５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３０ ３．３３ ２．６９ ２．５０ ２．２５ ２．０５ １．８５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１９ ０．９２ ０．７８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３５ ３．９５ ３．１１ ２．８６ ２．５３ ２．２８ ２．０３ １．７０ １．４５ １．２１ ０．８９ ０．７５ ０．７０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４０ ４．６３ ３．５７ ３．２６ ２．８３ ２．５２ ２．２１ １．８１ １．５１ １．２２ ０．８６ ０．７３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４５ ５．３８ ４．０６ ３．６７ ３．１６ ２．７７ ２．３９ １．９１ １．５５ １．２２ ０．８３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５０ ６．１７ ４．５８ ４．１０ ３．４９ ３．０３ ２．５８ ２．００ １．５９ １．２１ ０．８０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５５ ７．０３ ５．１３ ４．５６ ３．８４ ３．２９ ２．７６ ２．０９ １．６２ １．２０ ０．７８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０ ７．９５ ５．７０ ５．０３ ４．１９ ３．５５ ２．９４ ２．１８ １．６５ １．１８ ０．７５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５ ８．９０ ６．２９ ５．５４ ４．５５ ３．８２ ３．１２ ２．２６ １．６６ １．１６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７０ ９．９２ ６．９１ ６．０４ ４．９１ ４．０９ ３．３０ ２．３３ １．６７ １．１３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７５ １０．９８ ７．５７ ６．５７ ５．３０ ４．３６ ３．４７ ２．３９ １．６８ １．１０ ０．７０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８０ １２．０８ ８．２３ ７．１１ ５．６７ ４．６３ ３．６４ ２．４４ １．６７ １．０７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８５ １３．２４ ８．９１ ７．６６ ６．０６ ４．８９ ３．８０ ２．４９ １．６６ １．０８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９０ １４．４３ ９．６１ ８．２２ ６．４５ ５．１６ ３．９６ ２．５３ １．６５ １．００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９５ １５．６８ １０．３３ ８．８０ ６．８３ ５．４２ ４．１０ ２．５６ １．６２ ０．９６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６．９４ １１．０７ ９．３８ ７．２２ ５．６８ ４．２５ ２．５９ １．５９ ０．９３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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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由调和常数推算理论可能最高潮位

﹣ 理论可能最高潮位通常由以下主要分潮的调和常数推算：

爩２——太阴主要半日分潮；

爳２——太阳主要半日分潮；

爫２——太阴椭率主要半日分潮；

爦２——太阴太阳赤纬半日分潮；

爦１——太阴太阳全日分潮；

爭１——太阴主要全日分潮；

爮１——太阳主要全日分潮；

爯１——太阴椭率主要全日分潮。
此外，有的海港还须加浅海分潮、长周期分潮改正，主要有：
爩４——太阴浅海 １燉４日分潮；

爩爳４——太阴太阳浅海 １燉４日分潮；

爩６——太阴浅海 １燉６日分潮；

爳ａ——太阳年分潮；

爳Ｓａ——太阳半年分潮。

﹣ 主要分潮推算理论可能最高潮位 爣 的公式为：
爣 ＝（牊牎）ｋ１ｃｏｓ犗ｋ１＋ （牊牎）ｋ２ｃｏｓ（２犗ｋ１＋ ２牋ｋ１－ １８０°－ 牋ｋ２）＋

（牊牎）２
Ｍ２＋ （牊牎）２

Ｏ１＋ ２（牊牎）Ｍ２（牊牎）Ｏ１ｃｏｓ（犗ｋ１＋ 牋ｋ１＋ 牋Ｏ１－ 牋Ｍ２槡 ）＋

（牊牎）２
Ｓ２＋ （牊牎）２

Ｐ１＋ ２（牊牎）Ｓ２（牊牎）Ｐ１ｃｏｓ（犗ｋ１＋ 牋ｋ１＋ 牋Ｐ１－ 牋Ｓ２槡 ）＋

（牊牎）２
Ｎ２＋ （牊牎）２

Ｑ１＋ （牊牎）Ｎ２（牊牎）Ｑ１ｃｏｓ（犗ｋ１＋ 牋ｋ１＋ 牋Ｑ１－ 牋Ｎ２槡 ） ………（Ｂ１）

当 牎Ｍ４＋牎Ｍ６＋牎ＭＳ４＞２０ｃｍ时，须加浅海分潮改正，其改正值 Δ爣１计算公式为：
Δ爣１＝ （牊牎）Ｍ４ｃｏｓ犗Ｍ４＋ （牊牎）Ｍ６

ｃｏｓ犗Ｍ６＋ （牊牎）ＭＳ４ｃｏｓ犗ＭＳ４ …………（Ｂ２）

对于平均海平面变化较大的海区，须加长周期分潮改正，其改正值为 Δ爣２计算公式为：
Δ爣２＝ 牎Ｓａｃｏｓ犗Ｓａ＋ 牎爳Ｓａｃｏｓ犗爳Ｓａ ……………………（Ｂ３）

式中：爣——平均海平面上的高度，单位为 ｃｍ；
Δ爣——改正值；
牎、牋、牊、犗分别为各分潮的振幅、相位、节点因素和相角。
由此可求得 爣 的极大值，其相应的潮位即为理论可能最高潮位。

﹣ 爩２、爳２、爫２、爦２、爦１、爭１、爮１、爯１、爩４、爩爳４、爩６分潮的调和常数 牎、牋一般用一个月潮汐观测资料用调

和分析法求得；爳ａ、爳Ｓａ
分潮的调和常数 牎、牋一般用一年的潮汐观测资料用调和分析法求得。

﹣ 如不用 爳ａ、爳Ｓａ
分潮的调和常数，可采用平均海平面季节改正数。此方法比较可靠，要求有 １９年或 ９

年的观测资料，最少也应有一年，但这种情况下改正数是近似值。
用平均海平面季节改正数的改正，其方法是：在经浅海分潮改正后的最高潮位加上由海平面起算的

季节改正数。
平均海平面起算的季节改正数等于月平均最高海平面与多年（或 １年）平均海平面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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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没有 爳ａ、爳Ｓａ
分潮，可以利用附近长期观测站的季节改正数，但要注意两站的季节变化应几乎一

致。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潮 汐 类 型

判别潮汐类型，通常用主要分潮的平均振幅之比值作为划分的依据。根据所用的 ３个或 ４个基本分

潮振幅，有两种不同的取值：
半日潮

００＜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 ０５ ００＜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爣Ｓ２
＜ ０２５

不规则半日潮

０５≤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 ２０ ０２５≤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爣Ｓ２
≤ １５

不规则全日潮

２０≤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 ４０ １５≤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爣Ｓ２
≤ ３０

全日潮

４０＜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３０＜
爣ｋ１＋ 爣Ｏ１

爣Ｍ２＋ 爣Ｓ２

爣Ｍ２
太阴半日分潮振幅

爣ｋ１
太阴太阳合成日分潮振幅

爣Ｏ１
太阴日分潮振幅

爣Ｓ２
太阳半日分潮振幅

注：以上各基本分潮振幅由潮汐调和分析得出。详见方国洪等编著的《潮汐和潮流的分析和预报》１９８６年海洋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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