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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谷 内 的 风 速
*

傅 抱 璞
(南京大学气象系 ) 」

,

提 要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气象系在长江上游及云南南部小气候野外观mlJ 的查料
,

分析

了河谷内风的特点和规律
.

一
、

引 言

1 9 5 9 年和 1 9 6。年
,

我们曾先后在长江上游及云南南部
,

对若干河谷内一年中的不同

季节进行了爵多次小气候野外考察
,

每次考察的时简一般都有半个月左右
,

每夫观测 12
‘ .

_
, ‘

次
.

用来进行凤速测量的仪器是翘过严格检定的手提风速表
,

其安装高度大多为 。
,

2
,

0
.

5
,

1
.

0 和 2
.

0 米
,

在个别地方达到了 4 米
.

二
、

资 料 的 分 析

1
.

风速随风向及河谷特点的变化
·

’
·

厂 ‘

大家知道
,

在河谷内
,

当风向与河谷走向近乎平行时
,

由于流区压精
,

其风速将比平地

增大
.

反之
,

当凤向
.

与河谷走向近于垂直时
,

因为气流运动受到地形的阻碍
,

河谷内的凤

I.0 「 速就大为减弱
.

图 1 为长江某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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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竺 与 月的依祖关系
t‘*

(0 为二月
,

一

▲ 为四月
,

* 为七月)

内气流过江以前(未受水域的影响)

的风速
u 。

与山填风速 u* 的比值随

着风向与河谷交角月的变化情 况
.

图中各散布点右上角的数字代表观

侧次数
.

由图可以看出
,

当风向与

河谷垂值时
,

河谷内的风速只有山

顶风速的 45 务
,

随着风向与河谷交

角诚小
,

比值 些就逐渐 掖性地增
“ *

大
,

当风向与河谷平行时
,

比值 些
“ *

差不多要比当风垂道河谷吹时增大

一倍
.

这种类似的关系也同样出现

在我佣所观测的其它河谷内
.

因此
,

在河谷内气流过江以前的风速 (u0 ) 可以近似地用以

下公式来表示
:

*
本文 1 9 6 2 年 n 月 13 日收到

, 1 9 6 3 年 6 月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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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b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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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这里
“ * 为作为对照点的开啧的平地或 山顶的风速 ; a

和 b 为决定于河谷宽度
、

河谷两侧

山的高度
、

坡度
、

下垫面清况以及对照点的位置等因素的参数
.

、

在河谷内风速加孩或减弱 的程度
,

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河谷宽度 L 与两岸山高H

的比值
,

根据作者分析 19 5 9 年 2
」

,
.

斗, 7 月长江上游四个不同河谷地区野外观侧查料的桔

果
,

在河谷内气流过江以前未受水体影响的

相对风速与李及风向与河谷交角户具有如
月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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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表示的恢租关系

.

图中触座标为
L

H

横座标为 月
,

各等值搔代表背风坡江边风速
之

.

与在相伺海拔高度上平地风速的比值
.

.

由图
‘

上可以看出
,

当风向与河谷女角 月小 于
1。“

·

认、 L
。

’

二。 目_ _ 。
一

、 ~
: _ ~ n’ / 一 L

,

儿 一
_ ,

(在云大的情况下 )到 ””。

(在言小的 情况

下 ) 时
,

何谷内的风速将比平地加强
,

郎产生

0 3 卜今

险隔

所胡峡谷效应 而且 ”和青愈
小
凤速加张 图 2

愈厉害
.

反之
,

当风 向 与河 谷交角尽大于

巧
“

一35
“

时
,

河谷内的风速将比平地减弱
,

而

!5
0

3 0
0 4 5

0
6 0

0
7 5 0

月

河谷内背风坡江边风速与

”及合的
依祖关系

且 月愈大以及三愈小
,

风速减弱愈甚
.

因此
,

在狭而深的河谷中风速随风向的改变远比
H

在宽而浅的河谷中为大
.

同时
,

在菏谷很竟或两岸山高不大(。。弃相当大) 的情况下
,

当
一

H
_ 、

‘ 一
’ _ 一

_
- -

一

‘

风近乎平行河谷吹时
,

河谷内未受水体影响的风溥实际上是接近于平地上的风速
.

可是
,

当风近于垂值河谷吹时
。

河谷内的风速则总是比平地为小
.

以上现象 的物理意义也很明

显
, 当风近于平行河谷吹时

,

河谷愈窄和两岸山愈高
,

因流区压缩得愈小
,

所以风速也愈加

弦
.

反之
,

当风近于垂直河谷吹时
,

RlJ 河谷愈窄和两岸山愈高
,

对气流的阻碍作用愈大
,

因

行
..res卜L
.皿

lf.4I.2

兰 l.0
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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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在河谷内气流过江以后的相对风速氛
(以与过江以前风速之比值表示之 )与樱过水

域路程
‘

的依祖关系

而河谷内的风速也愈减弱
.

在河谷背风岸的风速
,

因为除受河谷

本身地形影响外
,

还受水体的影响
,

其变化

就更为复杂
.

根据 1 9 5 9 年 2 , 4 , 7 月份我

俩在长江上游四个河谷地区野外观侧的桔

果
,

在河谷内气流过江以后的风速
“
对过

江以前的风速
“。的比值最初

.

是随着气流趣
·

过水域的路程
:
增长而迅速增大 (参看图

3 )
,

以后增大的速率逐渐减援
,

当 二
超过

2
,

00 0 米以后再进一步增长时
,

背风岸的相

对凤速就基本上趋于稳定
,

而很少批按改

变了
.

因此
,

气流翘过水域时风速的明显改变主要是发生在最初 2
,

0 00 米一段路程内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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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据作者就舒分析的桔果
,

风速在水域上的这种变化可以近似地用下列理瀚公式来表

示 :

“ 一 “。

(
a ’

一 b
’。 一 ‘

勺
. 一

(2 )

这里 a’
,

汉
, :
均为决定于地区特征(主要是河谷两岸的地形特点和陆地下垫面的粗糙度)

的常数
,

在长江上游地区
,

公
‘

= 1
.

1 5一1
.

3 4 ,
·

云
‘

“ o
,

5 0一0
.

7 2 , c ~ 0
.

0 0王8一 0
.

0 0 2 5
.

在图 3 中值得注意的是
,

当气流通过江面的路程不大时
,

背风江边的风速反比向风江

边的风速小
,

这并不意味着气流径过水域时风速反而减小了
,

而是 因为
‘
愈小

,

表示江面

愈窄和气流愈比较垂值吹过河流或愈垂直 向着背风岸的山坡吹去
,

‘

因而背凤江边的气流

受对岸山坡屏蔽的影响愈大
,

同时紧靠在背风岸的山坡对向着它吹来的气流的机械阻碍

作用也愈张
.

这样
,

在
x
小的情况下

,

背风岸边的气流一方面还在对岸山坡的屏蔽范围

内
,

风速未及恢复
,

另方面又受到背凤岸山坡的很大的机械阻碍
.

所以
,

虽然在气流吹过

水域时
,

由于水面对空气运动的摩擦阻力比陆面小
,

风速有所增大
,

但因握过水域的路程
二
不尖

,

水域对风速增大的影响还抵木过地形的阻碍作用
,

桔果便造成背风岸边的风速反

晌
风
撇/Jx 一

,

一
.

4 , ,
‘

二
,

·

因为在一定河谷内‘气流从向风岸到背风岸所择过的水域的路程决定于风向与河谷

的交角 月
,

所以背风岸边凤速与向风岸边凤速的比值实际上也是 尽的函数
.

假如河谷是

平道的
,

且其竟度 : 在足够长的赘围内保持不变
,

RlJ 气流从向风岸至。背风
撕

握过的水域

路程为
·

一
.

咯

」

x ~ L 。se 月
,

以此代入 (2 )式中
,

便得到
“ 一 u 。

(
a ’

一 右
’口一‘

“
sc
“)

.

(3 )

2
.

沿坡地的风速分布

在河谷内风速沿坡地的分布在向凤坡上与背风坡上也不二样
,

这从图 、 和图贾所表

示的当风近于平行河谷吹时和近乎垂直河谷吹时两种风速沿坡分布的极端情形可以看得

很清楚
.

当风近于平行河谷吹时
,

在背风坡上
,

在一定高度范围下风速一般都是沿坡向上

诚弱
,

但变化并不太大
.

在向凤坡上风速沿坡的分布就比较复杂
, 当从河谷底部开始沿坡

上升时
,

风速迅速增大
,

至某一高度达到第一个最高值
,

由此再往上去
,

凤速便斡而逐渐减

弱
,

并且在一定高度上达到第二个最低值
,

然后随着高度升高
,

风速又搏为向上减低
.

但是
,

当风近乎垂值河谷吹时
,

不管是向风坡或背风坡上的风速分布一般都是洽坡向

上增加的
.

对于以上现象我俩可以这样解禅它
:
在河谷地区

, ‘

当气流与河谷成一定交角吹过时
,

在背风面的风速照例是应敲向着 山底减弱
,

特别是在紧接着位于背风坡后面的向风坡上
,

由于它一方面还在对岸山坡的屏蔽范围内
,

气流到达窄的底部时凤速未及
,

陕复
,

另方面它

本身又对气流发生机械阻碍作用
,

因而风速沿坡向下的减弱要比背风坡上更为迅速
.

当风近于平行河谷吹时
,

由子峡谷效应的关系
、
河谷内的风速发生加张

.

但是
。

在河

谷底部因为下垫面对空气运动的摩擦阻力大
,

峡谷效应井不太张
。

在河谷上部接近山顶
的部分

。

因为气流可以向两侧扩散
,

峡谷效应也不显著
.

而最大峡谷效应是发生在河谷底

部以上的一定高度上
,

由此向上和向下去峡谷效应都逐渐减弱
.

因此
,

在河谷内的向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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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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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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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 ,

印。 「 背风坡

背风坡

.

·

风速 (洲盯秒)

图 4 当风近于平行河谷吹时
,

河谷两岸
2

·

米高度处的风速沿坡的分布

l

—
巴东 ; 2

—
奉节 ; 3

一
倍陵 ;

‘

600
�

�

400200相对高度

,�.一蕊U
洲

.‘、J工J

L、‘‘‘宜.卫ld一民甘

、、、J、,曰O‘

、�O

相对高度

4

—
云南某地 ;

L

S

—
万县

‘ 扩

风速(米 /秒)

图 5 当风近于垂直河谷吹时
,

河谷两
岸 2 米高度处的风速沿坡的分布

1

—
万县 ; 2

—
奉节 ; 3

—
涪陵

当最初 由河谷底部开始沿坡上升时
,

由于在二般情况下风速本应逐渐向上增加
,

而峡谷

效应又是向上加孩
,

更促进了风溥的向上增大
.

在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再雄菠沿坡上升时
,

虽然按‘般情况凤速也应逐渐增大
,

但因峡谷效应逐渐减弱
,

又有使风速 向上诚小的作

用
,

且后者的影响超过前者
,

所以风速反而向上减弱
.

达到某一走高度以后
,

再进一步沿

坡上升时
,

由于峡谷效应已不显著
,

凤速便重新恢复其向上递增的正常分布情况
.

在河谷

内的背风坡上
,

因为按正常情况凤速

沿坡向下喊弱比 向风坡相对地较慢
,

而下部峡谷效应使风速加强的作用可
-

以抵钻甚或超过前者由于地形屏蔽使

风速沿坡向下减弱的作用
,

拮果就使

风速沿坡变化不大
,

甚至表现出在二

定高度范围 内具有向上喊弱的趋势
.

.

鉴于在起伏地形中各地点风速的
’

相对变化与风向具有紧密的联系
,

‘

我

们在作山地的气候查料整理时
,

t

如果
·

要根据附近具有比较长期观侧的基本

气象台站的凤速查料把另一地点的短
‘

图 6 长江某河谷内南岸一侧点的风速 (
“

)与附近气
象台站的风速( t’0 )之比值随(台站)风向的变化

‘

.

—
二月份

,

△-
四月份 ; 欠

—
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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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风速昆录舒正为长系列的钻
,

就不能利用一般气候查料整理中所常用的比值法或差值

法
,

而必镇考虑到被舒正台站与基本台站风速比值与风向的依辍关系
.

图 6 为 1 9乡9 年 2 , 4 , 7 月份长江某河谷内东南岸一侧点的风速
“ 与附近气象台站的

风速
。。 的比值 兰 随风向的变化

.

当台站吹东风和西北凤时
,

侧点风速只有台站风速的
“O

0
.

5 倍左右
,

可是当台站吹西南偏南风时
,

侧点凤速就急剧增大为台站凤速的 1
.

9 倍
.

因

此
,

由于风向不同
,

侧点凤速与台站风速的比值几乎变化 4 倍
.

当利用这种关系曲修求得

了在各种风向下测点风速与台站风速的比值
,

就可根据台站的风的查料求取测点凤速的

多年平均的正常值
、

极端值及各种等极凤速出现的频率和天数
.

3
.

风速随地方海拔高度的变化

大家知道
,

在 自由大气中随着高度增加凤速就要逐渐增大
.

在河谷地区
,

如果地形条

.

. , l 乞 , ! 口

口
.

0 0 1
.

0 4 卜0 8 1
.

12 1
.

1 6 1
.

2 0 1
.

2 4 !
.

2 8 1召 2

10 9 (10 十 : :

)/ 1
0 9 (1 0 + : i

)

图 7 离地面 2 米高度处的风速随地方海拔高度的变化

件相同的藉
,

一般也是海拔高度愈高
,

风速愈大 (在距离下垫面相同的高度

上)
.

根据 1 95 9 年 2 , 4 , 7 月 我们在

湖北和四川几个河谷地区野外观测的

拮果
,

在山顶或高地顶部离地面 2 米

高度处的风速随地方海拔高度的变化

如图 7 所示
.

图中撇座标代表海拔高

度为
z :

的山琪的风速
“ :

与海拔高度为
才 : 的山

。
风速

“1 的比值

(e)
,

横座

4
九‘竺r’1

标为敲二山顶海拔高度
二: 和 宕:

(均以米为单位)的对数的比值
,

各散布点代表在各地地区

所观测到的平均风速的实际分布
.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
,

在这样的座标系兢中
,

各散布点

都比较集中在一值拔附近
.

因此
,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形式的实输公式来近似地表示在河

谷地区或起伏地形中风速随地方海拔高度的变化
:

一 }
·’‘

+ “
‘

镊箫若}
.

(4 )

根据图 7 可以求出常数 a’’ ~ 一 L 4 ,

b’’ ~ 2. 4
.

将 a’’ 和 b’’
·2

一卜
·

、 10 9 (1 0 + 二 2

)
10 9 (1 0 + 2 1

)
一 1

.

4

的值代入 (4 )式
,

郎得到

(4
a

)

如果已知任何两个高度
万 : 和 z :

地方的风速
u ;

和 。2 ,

BlJ 其它任意海 拔高 度
“
地方的

风速
“
就可以表示为

“ 一 u l _
材2

一 娜1

10 9 (1 0 + z
)一 10 9 (1 0 + 二 1

)
10 9 (1 0 + 二2

) 一 10 9 (1 0 + 之 :
)

’ (5 )

以上公式表明
,

风速是近似地随着地方海扳高度的对数而增大
.

4
.

近地面层中风速的扮道分布

为了了解河谷内近地面大气层中风速的扮值分布情况
, 19 6 0 年 4 月我们曾握在云南

某峡谷的谷底和 山顶两种不同地形条件下
,

用手提风速表进行过为期 10 天的每隔 1 小时

一次的野外观侧
.

观侧的高度是 0. 5 , 1 , 2 及 4 米
.

此外
, 1 9 5 9 年 7 月在巴东和涪陵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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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也作过类似的风速梯度观侧
.

图 8 就是根据云南的观侧青料用不同座标系抗所表示的

风速的分布廓校
.

其中图 A 是以 ln 。
做纵座标

,

hi “
做横座标

,

按风速的大小等极抢制

风速廓拔
.

图 B
,

是用 hi 。
做撇座标

, “
做横座标

,

按时简分类箱制凤速廓梭
. ‘

由图可以

看出
,

不渝在山顶或谷底
,

当风速比较大时
,

在 In z ,
ln “

对数座标系枕中风速廓拔都表

现为一值梭
,

但当风速小时
,

剧表现为不规RlJ 的曲栈
.

如果从不同时简的风速廓筱来看
,

在谷底的 日平均风速
、

昼简凤速以及 19 时的风速廓拔在 hi 。 , “
半对数座标系就中都是

一值梭
,

而山顶则只有平均风速廓核为一直核
。

在其他时尚的风速廓拔均为曲枝
.

因此
,

.

在河谷地区
,

近地面层中风速随高度分布的廓筱
,

在平均情况下一般都可以表示为
.

伍
万 ~ 。: 干 bl “ ,

. ‘

(6 )

米5.o仍切3,53D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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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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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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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河谷地区近地面层中风速的扮值分布 (云南某山地
, 1 9 6 0 年 4 月)

A

—
按风速大小分类

, B

—
按时简分类

当风速上匕较大时刻表示为

In z 一
a :

+ bZ
ln “

. ,

(7 )

其中
“ ; , ‘:

及 心
, b Z

均为决定于地形特点
、

下垫面的粗糙度及大气层拮等 因素的参数
.

如果已知任意两个高度
.

之、和 宕2

处的风速
u 、和 “2 ,

只lJ(6 ), (7 )两式就可分别化为
:

在平均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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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才

aa6片」
厂L、/吸
、

“
、

一 u1 _ ln 之 一 ln 赴

“2

一 “1 In z Z

一 In 宕 i

当凤速比较大时

一
‘

了
。
、

,

、 2 1 /

其中指数
”
可以 由下式决定之

:

“ ,
人 z ,

“l / 万1

对于所述地区来祝
,

在我们观侧期简内
,

在 山顶
二 ~ 0. 53

,

在谷底
。 ~ 0

.

30
.

由公式(6
a

)和 (7
a

)可以看出
:
在平均情况下

,

河谷地区近地面层中的风速是随着离地

高度的对数而增大的
,

当风速比较大时
,

RlJ 随着离地高度的指数而增大
.

表 1 是根据 0
.

2 米高度的观侧风速利用公式(6
。

) 和 (7a) 所舒算的几个地区在不同地

形情况卞近地面大气层中各高度的风速与卖际观侧值的此较
.

从所得桔果看来
,

除涪陵

2 米高度的针算值与观侧值相差 0
.

4 米/ 秒外
,

一般舒算碘差都不超过 0
.

1 米 /秒
,

这个筷

差是在手提风速表观侧本身轰差范围之内
‘

表 1 风速舒算值与观侧值的比较

地地点点 地形形 日 期期 时 周周 风 速 (米/秒 ))) 观观 2 来高度度

丁丁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测测 处的风速速南南南南南南 0
.

, 米米 1 米米 2 米米
、

4 米
、、

次次 范 围围

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 数数 (米/秒)))
地地地地地地 静算值值观测值值 箭算值值 观测值值箭算植植砚测值值 爵算谴谴观测值值值值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9999999999999999999 斗
.

555 6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山山山顶顶 1 9 6 0 年 5 月月 13

,
1 5

,,
1

.

999 2
.

00000 2
.

888 4
.

3333333 6
.

333 333 斗一666

5555555 日日 17时时时时时时 一一一一一一一

1111111 9 6 0 年 4 月月 全昼夜夜 0
。

999 0
。

999 1
.

555 1
。

斗斗 1
.

999 2
。

O
··

2
.

444 2
。

444 6 22222

2222222 9一5 月 3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3
.

00000000000

谷谷谷地地 1 9 6 0年 4月2 8
,,

13 时和和 2
.

000 2
.

000 2
.

555
,

2
.

斗斗 3
。

OOOOO
·

3
.

777 3
.

888 444 2
.

5一3
.

000

2222222 9 日及5月3 日日 1 5时时 0
。

6666666666666 1
.

000 l
。

0000000

11111119 6 0年 4 月2 888 全昼夜夜夜 0
.

666 0
.

777 0
.

777 0
。

8
··

0
.

9
‘‘‘‘

10 88888

一一一一5月 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巴巴东东 坡地地 1 9 5 9年 7 月月 全昼夜夜 1
。

111 1
.

000 1
。

666 1
。

666 2
。

222 2
。

lllllll 166666
2222222一 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全全昼夜夜 1
.

111 1
.

333 1
.

666 1
。

555 2
.

222 1
。

8888888 3 66666

5
.

近地面层中风速的 日变化

在河谷内风速的 日变化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所决定
:
一是由于乱流交换强度的 日变化

所造成的与平地相似的风速 日变化
.

另外
,

就是由于局地环流 (山谷风) 的 日变化所引起

的总 日风速的 日变化
.

前者是使夜简凤减弱
,

而昼简风速增大
,

且最大张度出现于乱流发

展最张的午后时简
.

后者在丫般环流微弱时是使白天和夜简风速都加强
,

而使在山风和

谷风发生搏变时简的早晨和傍晚的风速都减弱
.

但是
,

当一般环流较强时
,

BlJ 白天在一般

环流的向风坡
,

因为谷凤的方向与一般环流的方向一致
,

有使总的风速加弦的作用
.

在一

般环流的背风坡
,

由于谷风的方向与一般环流的方向相反
,

有使总的风速减弱的作用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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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简RlJ 正好与 白天相反
,

在一般环流的向风坡
,

由于山风的方向与一般环流的方向相反
,

局地环流具有削弱总的凤速的作用
,

在一般环流的背风坡
,

因为山风的方向与一般环流的

方向一致
,

局地环流具有加强总的风速的作用
. J

因此在一般环流比较微弱而局地环流发

展较孩的少云的天气情况下
,

河谷内的风速 日变化至少有两个最高值和两个最低值
,

前者

分别发生于午后和清晨或夜简歹后者分别出现子早晨 日出以后和傍晚时简
.

但是在一般

环流不大微弱的少云的夫气情况下
,

Hl] 河谷内的凤速 日变化就更复杂
.

在一般环流的向

风坡是白天风速增弦
,

夜简风速减弱
,

具有与平地相似的单岑型的变化
.

在一般环流的背

风坡即求者是具有与向风坡相同趋势的 日变化 (当乱流交换的影响超过山谷环流的影响

时 )
,

或者是白天风速喊弱
,

夜简风速加强 (当山谷环流的影响超过乱流交换的影响时 )
,

也

可以或者是昼夜风速变化不大
‘

性口果山谷环流的

影响与乱流交换的影响彼此互相抵悄的韶)‘
’

图 9 是万县河谷 中 19 卯年 7 月 工户 15 日 2
,

节

米高度处平均风速的 日变化
‘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 米
山 一、

曰
,
r .

。
二

r
卜 山。 小。 , 、 。 。 二。二

n
。 ~ 山 圳

出 : 不渝是 山顶
、

坡地
、

或斧底
,

在早晨和傍晚郡出 黄
现着风速的最低值

,

在午后都出现了一个凤速的

最高值
,

‘

而 日没以后到 白出以前又有一个或两个
·

风速的次高值(在山琪
,

夜简风速的最高值甚至超

过午后的最高值), 这表 明在观侧期简内山谷环流

很占优势
,

并早在这种情祝下
,

夜简凤速的强度可
、

能有‘次或多次的起伏变化
,

在本 例子 中是在
’

图 9 河谷内风速的 日变化

(万县
, 一9 5 9 年 7 月 1一 1 5 日 )

1

—
山顶

,
2

—
坡地

,
3

一
谷底

“2一2 ”
、

时左布有尸幸风速的加强
,

这次风速孪化也同样在其他他区的河谷中观测到
,

这

是由于 日没以后地 面迅速
.

冷却引起一次冷空气急剧沿坡下沉所造成
·

一 三
、

小 桔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几点主要拮果
:

1
.

在河谷内相对风速的大小决定于风向与河谷的交角 母以及河谷宽度 L 与两岸山高

H 的比值
,

当 月小于 巧一35
。
时

,

河谷内的风速将比平地加喊 ~ 。 。
~

. . .

一 L ~
.

l川
~

日
.

户 个日工乙1巨 二丁 二吩 ;,J 、

月

速加强愈厉害
.

反之
,

当 月大于 1 5一35
“

时
,

·

河谷内的风速将比平地减弱
,

而且月愈大以

愈小
,

风速减弱愈甚
.L一H及

2. 在相同地形条件下
,

风速随着地方海扳高度的对数而增大
. 、

军在河谷地区近地面层中的凤速廓俊在平均情况下遵守对数律
。

在风速比较大时g[]

适合于指数律二
‘

!
‘

4
.

在河谷地区近地面层中风速的日变化是双攀型或多攀型的
,

一般在早晨和傍晚风

速最小
,

在午后和夜简风速都相对地最大‘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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