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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针对小尺度深凹地形 深凹露天矿 的特点
,

建立了一个高分辨率的
、

三维非静力的大

气边界层数值模式
,

模式中采用能量
一。

闭合方案
。

利用该模式对小尺度深凹地形边界层的

三维结构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
,

并且有选择地对影响边界层结构的因子进行了数值试验
。

关键词 小尺度深凹地形 数值模式 数值模拟试验
。

引 言

当前世界
,

环境 问题是一个热点
,

尤其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气环境间题更显得

重要
。

本文正是从研究深凹露天矿矿区的空气质量状况上引出的
。

深凹露天矿一般范围

在几公里之 内
,

四周封 闭
,

落差较大
,

地形复杂
。

很多学者的研究指出〔‘一 〕
,

数值模式所采

用的最小水平网格距的大小是决定采用何种大气动力学方程组的依据
,

能保证准静力近

似方程组成立的最小水平网格距应在几公里的量级
,

并且随着尺度的减少
,

模拟结果的相

对和绝对误差都随之增大川
。

针对深凹地形的特点
,

所建立的模式应该具有较高的分辨

率
,

故本文模式的最 小网格距是
。

显然
,

无论从理论上的合理性
,

还是从保证模拟结

果的精确性来讲
,

都不宜采用准静力近似的假设
,

而应采用非静力的方程组
。

目前
,

国内外对山谷风的研究较多〔一 ’〕
,

也有见对与山谷地形较类似的河谷地形大气

边界层的研究 「”一 〕
,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

深凹地形与山谷地形有类似

的地方
,

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

山谷的尺度大于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

故对山谷风等的研

究一般仍采用准静力近似的方程组 山谷地形具有两端敞开的结构
,

而深凹地形是四周封

闭的
,

且地形复杂
,

这些都给数值计算带来一定的难度
。

目前国内外用数值方法研究该问

题的工作仍很少见
,

采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也不多
,

已有的工作仅限于一些小规模但用

数值方法研究该问题的工作很少见
,

而且采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也很少见
,

已有的工作

仅限于一些小规模的外场观测和较简单的实验室物理模拟 〕
。

本文针对这类小尺度问题的特点
,

建立一个高分辨率的
、

非静力的三维边界层数值模

式
。

为了更精确
、

更细致地模拟大气边界层的湍流性质
,

模式 中放弃了应用较成熟
、

较广泛

的经典的 闭合理论
,

而采用湍流能量闭合方案
‘一周

,

从而克服了 闭合方案不够精确

及不能胜任处理复杂下垫面上边界层问题的不足 同时与高 阶闭合方案及大涡模拟相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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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大减少了计算量
。

本文利用所建立的模式模拟了中性条件下的深凹地形边界层 的流场及湍流场的结

构
,

并针对深凹地形的不同地形形态和不同初始条件进行了数值试验
。

根据试验结果
,

讨

论了深凹地形的深度
、

坡度
、

初始地面风速及风速的垂直切变等因子对边界结构的影响
。

这些结果对深凹露天矿矿区空气质量状况的预测与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

数值模式的建立

控制方程

为了便于在模式中考虑地形的影响
,

模式中采用了地形跟随坐标系
。

在该坐标系中
,

非静力的边界层控制方程组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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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是地形函数
,

是模式顶高
, , , ’

分别是
, , ’

三个方向上 的分量
,

夕

为位温
,

为 夕的扰动量
,

为扩散系数
,

其下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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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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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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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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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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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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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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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合方案

模式采用能量
一。
闭合方案

‘
,
‘ 〕

,

需引进如下的湍能和耗散率的预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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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域概况

模拟域采 用某深 凹露天矿 的实际地形 (水平范 围约 Z k m x Z k m )
,

该矿最深处为

一 165 m
,

最高处为 150 m
,

地形较陡峭
,

起伏较大
。

模式中取来流的方向为 x 轴正 向
,

垂直

于来流方向取为 y 轴
,

水平方向格点数为 31 x 31
,

采用不等距网格
,

格距分别为 100
,

80

,

7 0

,

6 0 ( 2 4 个)
,

7 0

,

8 0

,

一0 0
,

单位为 m
。

垂直方 向也采用不等距网格
,

共分为 19 层
,

模式顶

高约 50 00 m
o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 1 对比试验结果

利用所建立的模式
,

在给定的初
、

边值条件下积分方程组
,

直到前后两步相差达到精

度要求
,

即可得到定常条件下的小尺度深凹地形的边界层结构
。

3. 1

.

1 垂直剖面流场结构

图 l
a
是 y 一 97 0 m 垂直剖面上的水平风 (u )廓线 图

,

此处是模拟域的中心位置
,

地形

最深(凹)
、

最陡峭
。

可见
,

气流进入坑内后
,

底层风速迅速减少
,

在坑底出现了明显的回流
。

回流离地面的最大高度约 80 m
,

水平范围约 30 0 m
,

反向风速最大值达一 1
.
s m /s

。

坑内风

速的垂直变化很剧烈
,

已不再是幂指数分布
,

在迎风坡 x 一 13 0 o m
,

处几乎呈线性分布
。

气流

由坑底爬坡后
,

底层风速开始增大
,

到下风口处
,

风廓线形态已与入 口处基本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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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b 和图 lc 分别是中心两侧等距离处垂直部面上的水平风廓线
。

可见
,

y 一 610 m 剖面

地形较之 y 一 97 o m 剖面要浅且平缓
,

坑底 出现较微弱的回流
,

存在较大范围的小风或静

风区域
。

y 一 13 3O m 处比 y 一 61 o m 处还要浅且平缓
,

坑内没有出现回流
,

风速的衰减也相

对较弱
。

风速在垂直方向上呈现性分布
。

可见
,

气流经过深凹地形时
,

水平风 (u) 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在中心位置处
,

底层风

速衰减强烈
,

直至反向
。

在中心位置的两侧
,

由于地形较之中心位置浅且平缓
,

风速的变化没

有那样强烈
,

由中心向两侧
,

地形对风速的衰减是逐渐减弱的
,

而且右侧(y 一 6 10 m )的衰减

作用明显强于其左侧(y 一 13 3 0 m )
。

图 2是不同垂直剖面上 (u
一

w ) 风矢量示意图
。

由图 2a 可见
,

在 y 一 97 o m 处
,

坑内上

部是深厚的正向来流
,

来流在迎风坡下沉反 向
。

坑内下部是明显的反 向气流
,

在背风坡上

升
,

加入到上部的来流中
,

如此形成一个闭合的环流
,

其内部可见较明显的重要运动
,

一般

称这种结构为复环流
,

这是小尺度边界层定常结构最主要的特征
。

整个复环流区的水平范

围约 60 o m 左右
,

厚度约 12 O m
。

在 y 一6 10 m 处
,

也存在复环流结构
,

但不如 y 一 97 o m 处明显
,

范围要小一些
。

在 y 一

13 30 m 处
,

气流基本顺着地形走
,

未见复环流
。

显然
,

y 一 970 m 处
,

地形较陡
,

导致整层气流顺着地形很快下沉
,

地形对气流的阻挡

作用明显增强
,

最终形成复环流
。

y 一 610 m 处虽然不如 y 一 970 m 处深和陡
,

但在气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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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口处地面对整层气流却有一个明显的抬升作用
,

增大了其势能
,

然后地面突然下沉
,

势

能转化为动能
,

地面对气流的阻挡 明显增强
,

产生复环流
。

而 y 一 13 3 0 m 处
,

地形浅且平

缓
,

故未形成复环流
。

3. L Z 水平截面流场结构

图 3是
二 一 O m

, 二
- 一 70 m 和 z - 一 10 o m 水平截面上的(

u一
w ) 风矢量图

。

o m 高度

上 中心位置是强大的正向气流 (u 分量)
,

v

分量很小
,

且未见回流
;
来流两侧靠近边坡的区

域 内
,

v

分量逐渐增大
,

u

分量逐渐减小
,

且坑 内右侧
u
分量减小明显大于左侧

,

某些位置

有微弱的回流 出现
。

一 70 m 高度上
,

各处
v
分量增大明显

,

中心位置上存在少量的正 向气

流
,

在其两侧靠近地形的区域内都出现了回流 (u 反向)
。

一 100 m 高度上
,

回流很明显
。

可见
,

随着深度的增加
,

地形对气流的阻挡增强
,

导致气流的
v
分量增大

,

使气流有一

个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趋势
,

在某一深度时
,

气流完全反 向
。

底层的反 向气流与上层的正 向

气流复合
,

形成复环流
,

而且由于地形左右两侧的差异
,

使复环流区偏向于地形的右侧
。

3. 1. 3 湍流场模拟结果

图 4 是不同垂直剖面上湍能随高度分布的示意图
。

由图 4(a) 可见
,

在气流入 口 和下

游
,

湍能最大值出现在地面附近
;
进入坑内后

,

迎风坡 区域湍能大于背风坡区域
,

湍能最大

值出现在复环流区内
,

最大值约 1
.
6 m Z/5

2。
另外可见

,

坑内的湍能大于坑外
,

坑外下游区

域的湍能大于气流入 口 处的湍能
。



期 石勇等
:
一个描述小尺度深凹地形大气边界层的数值模式及数值模拟试验 333

2000 200
气

1600
.;卜

1 6 0 0

1 2 0 0

么异气
/

首
/.、l、夕j

湘洲
1200

灿

80 0 8 0 0

4 0 0
份
/
一火4001 .’

。占 400 800 1200
X

月
卜

1 6 0 0 2 0 0 0 o言 400 800
X
暴孺嗽

。

2 0 0

1 6 0 0

1 2 0 0

执

80 0
( ) 图 3 不同水平截面 (

“ 一

v) 风矢量图

(a
.2= o m ;b

‘

z

= 一 70 m ;e
. z = 一 1 0 0 m )

4 0 0

结 400 1200 1600 2000

6001a 6001b
确州户今一一护,

、‘气~ 一

4 0 0 4 0 0

萝萝鑫葬
冈2 0 0哆万资笋

一声声产
一矛,

一

N 2 0 0
~
~叫 .

~
. 、.

-宁,-碑嘴
-甲-,---,,.卜-

,k甲.今入

一 200右 400 800 1200
X

1600

图 4

2000 一
20 0合 400 800 1200 1600 2000

X

垂直剖面湍能廓线图

(a
.
夕之9 7 0 m ;b

.
夕= 6 10 m )

垂直方向上从某一条湍能廓线来看
,

例如 x 一 10。。 m 处
,

湍能 由下向上逐渐增大
,

在

约 z - 一 25 m 高度上达到最大
,

然后逐渐减小
,

z 一 300 m 以上
,

湍流活动较微弱
,

湍能几

乎为 。
,

其他位置上也有相似的分布
。

从整个模拟区域来看
,

高于 60 0 m 以上
,

湍流活动很

微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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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个剖面上的湍能分布与此相似
,

但量值要小一些 (y 一 13 3 o m 剖面湍能廓线略)
。

可见
,

整个模拟 区域 300 m 以上 的空间湍流活动较弱
,

特别是在复环流区这样一个

范围较大的封闭区域内
,

湍流活动最强
。

3

.

2 边界层结构影响因子的数值试验及结果

在 3
.
1 节的基础上

,

针对深凹地形的特点
,

设计了以下 4 个数值试验
,

并与 3
.
1 节的

结果进行了比较
。

试验 1 在 u
。
一 3 m /

S ,

尸一 0
.
25

,

且保持地形坡度不变的条件下
,

对 H 一 一 90 m 和 H

一 一 6o m 两种情况进行 了模拟
。

试验 2 是在
u 。一 3 m /s

,

尸一 0
.
25 的条件下

,

对
29一 1

.
2 2: 和 2

9
一 0

.
5 2 9两种情况进行

了模拟
。

试验 3 是在原有地形上
,

尸一 0
.
25 的条件下

,

对
u。一 s m /s 和 u

。
一 1

.
s m /

s
两种情况

进行了模拟
。

试验 4 是在原有地形上
,

u 。
一 3 m /

s
的条件下

,

对 尸一 0
.
0

,

尸一 0
.
05

,

尸一 0
.
15 三种情

况进行了模拟
。

3

.

2

.

1 地形的深度 H 对边界层结构的影响

由图 5(a )可见
,

地形较之图 1(a) 浅
,

但坡度并未改变
;风速的衰减弱于图 1(a)

,

坑内

没有出现类似于对比试验中明显的回流
;
坑内水平风速在垂直方向上也呈现近似的线性

6001b

N 200

aaaaaa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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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0

一 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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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0言 400 800 12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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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试验 1
,

H = 一g o m 时
, 夕= 9 7 o m

垂直剖面的流场与湍流场结果

(a
.
水平风 (u) 廓线图

;b
.
(u 一 w )风矢图 ;

。
.

湍能廓线图)

一2 0吃 400 8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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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
坑外上

、

上游各位置水平风的垂直分布与图 1(a )中的基本一致
,

风速大小也几乎相

等
;z一 20 o m 以上 区域

,

两个试验的风速大小几乎相等
。

由图 5(b )可见
,

坑内的 w 分量基本朝下
,

u

分量仍然为正
,

气流有一个 向斜下方的俯

冲趋势
,

但未出现 图 1(b )中所见到的复环流结构
。

由图 5(C )可见
,

在水平方向上
,

坑 内的湍能大于坑外其他位置处的湍能
,

最大值出现

在坑 内靠近迎风坡的区域内
,

这与图 1(
c)的分布相似

,

但坑内各位置的湍能值比图 1(
。
)

中几乎要小一半
;在垂直方向上

,

湍能也呈两头小
,

中间大的分布
,

上
、

下游处湍能值与对

比试验几乎相等
;z 一 200 m 以上区域

,

两个试验 的湍能大小几乎一样
,

而且值都很小
,

这

说明试验 1 与对经试验在
z 一 200 m 以上的区域湍流活动都较弱

。

H - 一 60 m 的结果与 H 一 一 90 m 的结果相比
,

各量在水平及垂直方向的分布基本

一致
,

值比后略小
,

坑 内也未见复环流结构
。

可见
,

在相 同的来流条件下
,

H 越大
,

地形对气流的阻挡越强
,

坑 内水平 风速的衰减

越大
,

以至于产生反 向
,

最终导致复环流的发生
;H 越大

,

坑内的湍能越大
,

湍流活动越强
。

但是
,

H 的变化对上
、

下游及对高出地面一定距离处的流场及湍流场影响较小
。

因此
,

H

对边界层结构的影响仅局限于坑 内及其附近一定的区域内
。

6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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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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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x

,
)

) 时
,

y = 97
o m 垂直剖面流场及湍流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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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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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2 地形的坡度

a对边界层结构的影响

图 6 是
z:一 1

.
2 2: 的结果

,

可见
,

地形的坡度 比图 1(
a )大

,

即地形变得更陡峭了
;
坑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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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很明显的回流
,

其离地面的最大高度约有 14 o m
,

比图 1(a) 中要高 60 m 左右
;回流

区的水平范围约增大 100 m 左右
,

在背风坡 x 一 600 m 至 x 一 800 m 的平台上也可见较为

明显的回流
;回流速度普遍大于对 比试验

,

最大值达 一 1
.
g m /

s ,

较之对 比实验增大 0
.
4

m /s
。

由图 6(b )可见
,

坑内最显著的
、

与对比试验有明显区别的特征是存在双复环流结构
,

即在北风坡 x一 60 o m 至 x 一 800 m 平台上
,

出现了一个 比较 小的复环流
,

这正是由于图 6

(a )中该区域内较明显的回流与其上部正向气流复合而成
,

而在 x 一 800 m 至 x 一 12 0 0 m

区域内
,

仍有一个与图 1(b) 较类似的复环流存在
。

我们将这个双环流 区域统称为复环流

区
,

可见其厚度达 25 o m 以上
,

比对 比试验高近 130 m
,

水平范围也在 600 m 左右
。

另外可

见
,

复环流 区内气流的垂直运动明显强于对 比试验
。

由 3(
C)可见

,

整个区域内湍能在水平方向上也呈坑内大
,

坑外小的分布
,

但坑内的湍

能值明显大于对比试验
,

说明坑内湍流活动更加剧烈
;
湍能的最大值为 2

.
Z m “

/s
“ ,

仍然出

现在靠近迎风坡一侧的区域内
,

这与图 1(
C)是一致的

。

坑外上
、

下游处湍能值的大小与对

比试验几乎相等
。

当 z
:
一 (x

,
y

) 一 0
.
5 2 :(x

,

y ) 时
,

地形坡度
a
小于原地形坡度

,

地形较平坦
。

试验结果

可见气流顺着地形很快流出
,

坑 内未 出现 回流
,

不存在复环流
,

湍能明显 比对比试验小
。

以上的结果表明
,

在相同的来流条件下
,

a

越大
,

地形对气流的阻挡越强
,

坑内风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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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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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流场与湍流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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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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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湍能廓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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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越大
,

回流越明显
,

复环流结构越容易出现和加强
;a
越大

,

坑内的湍能越大
,

湍流活动

越强
。

与试验 1 一样
,

a

的变化对上
、

下游及对高出地面一定距离处的流场及湍流场影响也

较小
。

因此
, a

对深凹地形边界层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坑内复环流结构的影响上
。

3

.

2

.

3 初始地面风速
u。
对边界层结构的影响

由图 7(
a)可见

,

坑内回流明显增强
,

最大值可达一 2
.
s m /

S ;回流区的水平范围也显

著增大
,

可达 550 m 左右
,

在 x 一 600 m 至 x 一8 00 m 平台上也可见较明显的回流
,

但略弱

于图 6(a)
。

图 4(b )显示
,

坑内也存在一个双复环流结构
,

只是平台上的小复环流要弱于图

6 (b )中相同位置处的复环流
;整个复环流区的水平范围和厚度相对于对比试验都有不 同

程度的增加
。

图 7(c )显示
,

湍能在垂直与水平方向的分布与对 比试验较相似
,

但值却有显著的增

大
,

湍能最大值可达 2
.
5 m Z/5

2 ,

出现在复环流区内
。

当 u
。
一 0
.
s m /s 时

,

坑 内回流很微弱
,

最大值仅一 0
.
Z m /

s ;回流区的范围也有一定的

的缩小
;
坑内存在较微弱的复环流

;
整个区域的湍能很小

,

几乎为零
。

以上结果说明
,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
,

u 。

的增大将导致回流的强度与范围都增大
,

从而使复环流结构得到加强
。

湍能的大小受
u 。
的影响最 明显

,
u 。

越大
,

坑内的湍流活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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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试验 4 的模拟结果

(a
.
尸一 。时(u 一w )风矢图

;b
.
尸一。时湍能廓线图

;

c.尸一 0
.
0 5 时 (u 一w )风矢量图;d

.
尸~ 0

.
05 时湍能廓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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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

当来流是微风状态时
,

坑 内的湍流极其微弱
。

3

.

2

.

4 风速的垂直切变对边界层结构的影响

图 8(a )表明
,

在均匀来流情况下
,

坑内没有回流发生
,

也不会形成复环流
。

由图 8(b )可

见
,

此时整个区域内仅地面附近湍流稍强
,

其他地方的湍流活动很微弱
,

湍能值几乎为零
。

由图 8(
c)可见

,

坑内有回流
,

最大值为一 0
.
85 m /

s ,

小于对比试验
;
所形成的复环流

的形状及范围与对比试验基本一致
。

由图 8(b )可见
,

湍能的分布类似于对比试验
,

但值明

显较小
,

最大值仅 0
.
35 m

Z
/s
2。

尸一 0
.
15 的结果表明

,

坑内回流强于 尸一 0
.
05 时

,

也形成了范围与形状与对比试验

相近的复环流
。

湍能值大于 尸 ~ 0
.
05 时

,

但小于对比试验
。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
,

受 P 改变影响最大的是复环流区内的回流强度和湍能的大小
。

尸

一 。时不会有复环流产生
,

但只要风速有一点儿切变
,

即使 尸 仅有 0
.
05

,

都会出现复环

流
,

其区别仅在于复环流的强度不同
;尸一 。时复环流区 内湍能几乎为零

,

随着 尸 的增大
,

湍能逐渐增大
。

4 结 论

本文针对小尺度深凹地形的特点
,

建立了一个高分辨的
、

非静力的三维边界层模式
,

模式采用在复杂地形上使用效果较好的(E 一 e )闭合方案
。

利用该模式较全面地研究了

小尺度深凹地形边界层三维结构
。

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

小尺度深凹地形区域内存在复环流这种特殊的环流结构
。

本文模

拟得到的复环流厚度约 120 m
,

环流中心离地面约 80 m
,

水平范围约 600 m
;
环流区内反

向气流速度最大值约为入 口处地面风速的一半
;
复环流区内湍流活动剧烈

,

极大值出现在

环流区内部
。

数值试验结果表明
,

深凹地形的深度 H
、

坡度
a 、

初始地面风速
u 。和风速切变 (用幂

指数 尸 表征)等因子对边界层的结构有以下的影响
:

(1) 深度 H 较小时
,

坑内不会形成复环流
,

H 越大
,

越有利于复环流的形成
;

(2) 坡度
a 较小

,

即地形平缓时
,

不会形成复环流
,

a

越大
,

越有利于复环流的形 成与

加强 ;

(3) 在 尸 不变时
,

u 。

越大
,

复环流及其 内部湍流活动越强
;
在
u。
不变时

,

只要初始时

风速存在垂直切变
,

就会产生复环流
,

尸 越大
,

复环流及其内湍流也越强
。

以上的结果说明
,

本模式具有模拟小尺度深凹地形大气边界层问题的能力
,

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
,

能够模拟出一些细节
,

计算结果合理
。

因此
,

该模式还可应用到与此相关的其他

小尺度复杂下垫面边界层的研究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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