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５８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５年３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８，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５

李耀锟，巢纪平，匡贡献．２０１５．城市热岛效应和气溶胶浓度的动力、热力学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５８（３）：７２９－７４０，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３０３．

Ｌｉ　Ｙ　Ｋ，Ｃｈａｏ　Ｊ　Ｐ，Ｋｕａｎｇ　Ｇ　Ｘ．２０１５．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８（３）：７２９－７４０，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３０３．

城市热岛效应和气溶胶浓度的动力、热力学分析

李耀锟１，２，巢纪平３，匡贡献４

１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全球变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３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４北京市２４３３信箱，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在能量平衡方程中引入气溶胶的吸收和散射作 用，并 与 三 维 行 星 边 界 层 运 动 方 程 组 相 耦 合，根 据 温 度 分 布

显式求解运动场，探讨三维行星边界层内温度、运动、气溶胶浓度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人为热释放直接决定了

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城市面积越大，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也越强，城市面积固定时，城市越分散，城市热岛效应的

强度越弱，这为城市建设多采取卫星城的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气溶胶的散射作用要大于吸收作用，其对城

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主要起削弱作用，当气溶胶浓度较大时，吸收作用更显著一些，此时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会有一

定的增强，但是幅度不大．当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增 强 时，其 所 驱 动 的 环 流 也 会 增 强，造 成 城 区 中 心 气 溶 胶 浓 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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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ｌ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Ｈ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ｌ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ＵＨ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ｒ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ＵＨ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ｒ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引言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城市温度高于郊野温度的现

象．城市地区 水 泥、沥 青 等 所 构 成 的 下 垫 面 反 照 率

小、热容大，能够有效地吸收太阳辐射，加之人类活

动释放的热量，使城市区域形成高温中心，并由此向

外围递减．而气溶胶是悬浮在大气中的固态粒子或

液态小滴物质的统称．人类活动已向大气中排放了

大量的人为气溶胶，其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的细颗粒

物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有研究表明由于空气污染增

加了肺癌、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使我国北方居民

的预期寿命 减 少 了５．５年（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环境日益恶化，城市热

岛效应与大气污染物的相互影响成为研究的热点之

一．城市热岛效应诱发的环流会改变污染物在边界

层内的分布，而空气污染物也会通过散射和吸收太

阳辐射对城市热岛效应产生影响（寿亦萱和张大林，

２０１２）．
数值模式是研究城市热岛效应及大气污染物的

有利工具，如今国内外已经开发出多种模式，如城市

能量 平 衡 模 式（ＴＥＢ）（Ｌｅｍｏｎｓ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ＭＭ５／ＷＲＦ城市冠层模 式（Ｋｕｓａｋ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ＷＲＦ建筑环境参数化模式（Ｍａｒｔｉｌｌｉ，２００２；Ｄｕｐｏｎｔ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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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０４）、三 维 非 静 力 区 域 边 界 层 模 式（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徐敏等，２００２；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根据

污染物扩散方程的气溶胶输送模式（毛节泰，１９９２；

黄美元等，１９９６；王自发等，１９９７；罗淦和王自发，

２００６）．边界 层 模 式 更 重 视 人 为 热 及 城 市 冠 层 的 热

力、动力作用，而污染物扩散模式则更强调在已给环

流条件下污染物的输送和扩散，如二者相结合即可

讨论城市热岛和污染物的相互影响．此外，采用一些

简单的物理模型进行分析也是非常必要的，如Ｏｋｅ
（１９８８）分析了城市冠层的能量平衡过程，直接促进

了各种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桑建国等（桑建国，１９８６；

桑建国等，２０００）从大气热力、动力方程组出发分析

城市加热引起的热岛环流特征．Ａｇａｒｗａｌ和Ｔａｎｄｏｎ
（２０１０）利用一个稳定态的二维数学模型（污染物浓

度扩散方程）研究了城市热岛条件下污染物的扩散

现象．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城市热岛效应或污染物

浓度某一个方面分析的，尚没有对二者的相互作用

进行分析．考虑到作为空气污染物的气溶胶粒子能

够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对边界层内的辐射过程产

生影响，若在温度方程中引入气溶胶的吸收和散射

作用，则可以考虑气溶胶对辐射平衡（温度分布）的

影响，将温度方程与边界层运动相耦合，便可讨论温

度对边界层运动的影响，边界层运动进一步会对污

染物浓度分布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巢纪

平和陈英仪（１９７９）建立的考虑辐射能传输过程的能

量平衡模式中引入气溶胶粒子的吸收和散射作用，

并将其与三维行星边界层运动方程组相结合，显式

表达温度对环流的驱动作用，并根据环流分布计算

气溶胶粒子的浓度分布特征，由此实现城市热岛效

应和气溶胶浓度的物理联系，从动力和热力的角度

对其进行分析．

２　模式方程组

根据观测，气溶胶主要分布在大气边界层内（陈
鹏飞等，２０１２），把静止大气作为大气的背景状态，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近似下的边界层运动方程组可写为

－ｆｖ＝－１珋ρ
ｐ
ｘ＋μ

２　ｕ
ｚ２

， （１）

ｆｕ＝－１珋ρ
ｐ
ｙ＋μ

２ｖ
ｚ２

， （２）

１
珋ρ
ｐ
ｚ ＝ｇα

Ｔ， （３）

ｕ
ｘ＋

ｖ
ｙ＋

ｗ
ｚ ＝

０， （４）

珋ρＣｐ
Ｔ
ｇ
Ｎ２　ｗ＝κｈ

Δ

２
ｈＴ＋（κｚ＋κｒ）

２　Ｔ
ｚ２ －λ

２　Ｔ

－ｋ′Ｑ０ｅ－∫
∞
ｚｋｖｄｚｅ－∫

∞
ｚｋｓｃｄｚ∫

∞

ｚ
ｋａｄｚ， （５）

　　ｕＣｘ＋
ｖＣ
ｙ＋

ｗＣ
ｚ ＝

Ｋｈ 
２　Ｃ
ｘ２＋

２　Ｃ
ｙ（ ）２ ＋

　　Ｋｚ
２　Ｃ
ｚ２ －γ

Ｃ， （６）

式中珋ρ为静止大气背景的空气密度，Ｔ为静止大气

背景的空气温度，它们均只是高度的函数，Ｔ，ｐ，ｕ，

ｖ，ｗ分别为空气温度、压强、速度相对于静止大气背

景的偏差．静止大气的背景状态中没有基本气流，可
去掉基本气 流 对 城 市 热 岛 效 应 和 气 溶 胶 浓 度 的 影

响，更加清楚地显示出二者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另一

方面，基本气流较大时，城市热岛效应会被破坏，局

地的气溶胶浓度也会大幅度降低，此时二者受基本

气流的影响更大一些，而其相互影响则相对较弱．因
此，以静止大气为背景来讨论城市热岛效应和气溶

胶的相互影响更为合适．ｆ为柯氏参数，α为空气的

热膨胀系数，μ为垂直方向的湍流黏性系数，Ｃｐ 为

空气的定压比热，ｇ为重力加速度，Ｎ 为浮力频率，

κｈ，κｚ分别为水平和垂直湍流导热系数，
Δ

２
ｈ为水平拉

普拉斯算子，κｒ 为辐射 交 换 系 数，λ２ 为 牛 顿 辐 射 冷

却系数，Ｑ０ 为抵达大气上界的太阳辐射，Ｃ为气溶

胶的浓度，γ为 气 溶 胶 的 消 耗 参 数，Ｋｈ，Ｋｚ 分 别 为

水平和垂直湍流导温系数．太阳辐射的吸收系数ｋ′
由两部 分 构 成，一 部 分 是 水 汽 对 太 阳 辐 射 的 吸 收

ｋｖ，一部分是气溶胶粒子对太阳 辐 射 的 吸 收ｋａ，即

ｋ′＝ｋｖ＋ｋａ，ｋｓｃ 是气溶胶对太阳辐射的散射系数，
气溶胶的吸收系数与散射系数之和为气溶胶的消光

系数．温度方程的具体推导过程可参见附录Ａ．
温度方程的上边界条件取为ｚ→∞，Ｔ→０．下

边界条件取在城市冠层顶部，仅考虑感热与净辐射、
人为热相平衡

－κｚＴｚ ＝－
１－Γ（ ）ｕｃ Ｑ０ｅ

－∫∞０ｋｖｄｚｅ－∫
∞
０ｋｓｃｄｚ∫

∞

０
ｋａｄｚ

＋４εｕｃσＴ３（Ｔ－Ｔｕｃ）＋Ｑａ， （７）
式中Γｕｃ 为城市冠层的反照率，εｕｃ 为城市冠层的灰

体系数，Ｔｕｃ 为城市冠 层 温 度 相 对 于 静 止 大 气 的 偏

差，Ｑａ 为城市人为热释放量．
气溶胶浓度方程（６）的上边界可取为ｚ→ ∞，Ｃ

→０，下边界取为

－ＫｚＣｚ ＝
Ｓ－Ｖｓ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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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为源排放率，Ｖｓ 为干沉降速度．气溶胶粒子

的沉降速度Ｖｓ 与气溶胶粒子大小等有关，可测量或

用参数化的方法求得，本文中为了方便起见，令其为

常数，并对不同的沉降速度进行比较．
根据推导可求得速度分布为（参见附录Ｂ）

ｕ＝－ｇ
ｈＲα
μ

１
１
ｈ４Ｒ
＋４
ｈ４（ ）Ｅ

Ａ（ｚ）Ｔ０
ｘ －

Ｂ（ｚ）Ｔ０
［ ］ｙ ，

（９）

ｖ＝－ｇ
ｈＲα
μ

１
１
ｈ４Ｒ
＋４
ｈ４（ ）Ｅ

Ｂ（ｚ）Ｔ０
ｘ ＋

Ａ（ｚ）Ｔ０
［ ］ｙ ，

（１０）

ｗ＝ｇ
ｈＲα
μ

１
１
ｈ４Ｒ
＋４
ｈ４（ ）Ｅ∫

ｚ

０
Ａ（ｚ）ｄｚ·

Δ

２
ｈＴ０， （１１）

将垂直速度（１１）代入温度方程（５）中可得

　　（κｈ－κｍ）

Δ

２
ｈＴ＋（κｚ＋κｒ）

２　Ｔ
ｚ２ －λ

２　Ｔ

　　　　 ＝ｋ′Ｑ０ｅ－∫
∞
ｚｋｖｄｚｅ－∫

∞
ｚｋｓｃｄｚ∫

∞

ｚ
ｋａｄｚ， （１２）

式中

　κｍ ＝珋ρＣｐ
Ｎ２　ｈＲ
μ

１
１
ｈ４Ｒ
＋４
ｈ４（ ）Ｅ
ｅｚ
／ｈＲ∫

ｚ

０
Ａ（ｚ）ｄｚ． （１３）

温度方程（１２）中气溶胶的吸收和散射作用均与

气溶胶浓度有关，要与气溶胶浓度方程（６）联立才能

求解出温度和气溶胶温度分布，求得温度分布后，即
可根据（９），（１０），（１１）三式计算速度分布．

３　结果分析

计算中参数取值为珚Ｔ＝２７３Ｋ，珋ρ＝１．２９３ｋｇ·ｍ
－３，

ｆ＝１×１０－４ｓ－１，ε＝１，μ＝５ｍ
２·ｓ－１，Ｃｐ＝１００４Ｊ·ｋｇ·

Ｋ－１，Ｎ＝１．１６×１０－２ｓ－１，ｇ＝９．８ｍ·ｓ－２，κｈ＝６．５×
１０４　Ｗ·ｍ－１·Ｋ－１，κｚ＝６．５×１０３　Ｗ·ｍ－１·Ｋ－１，

Ｋｈ＝５０ｍ２·ｓ－１，Ｋｚ＝５ｍ２·ｓ－１，σ＝５．６６９６×
１０－８　Ｗ·ｍ－２·Ｋ－４，ｋｓ＝１．３６４ｍ－１，ｋｗ＝１．３３２７×

１０－３　ｍ－１，根据以上参数取 值 可 得，κｒ＝３．６０７６Ｗ·

ｍ－１·Ｋ－１，ｒ＝０．５３３３１，ｈＥ＝３１６．２３ｍ，λ２＝５．７４０３×
１０－３　Ｗ·ｍ－３·Ｋ－１，参照附录Ｂ的讨论，取ｈＲ＝ｈＥ．

气溶胶的特 征 厚 度 可 取 为 Ｈａ＝１５００ｍ，一 般

而言，气溶胶的散射系数要远大于其吸收系数，参照

对几次雾霾天 气 中 气 溶 胶 辐 射 性 质 的 观 测（表１），
单次散射反射率取为ω０＝０．８５，气溶胶对可见光的

吸收主要由黑碳气溶胶引起的，北京郊区夏季的观

测结果表明黑碳浓度占ＰＭ２．５浓度的比例基本都

在５％以下（荆俊山等，２０１１），据此气溶胶的吸收系

数ｋａ＝０．０５αｂｃＣ，αｂｃ为黑碳气溶胶的质量吸收系数，

其值可取为８．２８ｍ２·ｇ－１（吴兑等，２００９）．求得气

溶胶的吸收系数后，即可根据单次散射反射率求得

其消光系数ｋｅｘ．城市冠层的反照率取为Γｕｃ＝０．１５．
人为热Ｑａ 取决于人均能源消耗量及城市人口

密度（Ｏｋｅ，１９８８），参照桑建国等（２０００），将其写为

Ｑａ（ｘ，ｙ）＝ＱＩｅｘｐ（－ｘ２／ａ２１－ｙ２／ｂ２１）， （１４）
取ＱＩ＝１００Ｗ·ｍ－２，距离参数ａ１＝ｂ１＝１６．５ｋｍ，
表示一个 直 径 为５０ｋｍ 的 圆 形 城 市．参 照 胡 非 等

（１９９９），取拖曳系数ＣＤ＝０．０６２５，参考风速Ｖ＝１ｍ·ｓ－１，
可算得城市冠层的阻抗ｒｃ＝１６ｓ·ｍ－１．为了比较，
另给一种城市人为热分布型

Ｑａ（ｘ，ｙ）＝

ＱＩｅｘｐ － ｘ±１２（ ）Ｌ
２／ａ２２－ ｙ±１２（ ）Ｌ

２／ｂ［ ］２２ ，（１５）
距离参数ａ２＝ｂ２＝８．３ｋｍ，表示四个中心分别位于

（±１２Ｌ
，±１２Ｌ

），直径为２５ｋｍ的圆形城市．两种情

况下城市的总面积是相同的，人为热排放强度也是

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单个城市，后者是四个

稍小的城市组成的一个城市群（见图１）．气溶胶排放分

布取与 人 为 热 相 同 的 形 式，参 照 Ｖｅｎｋａｔａｃｈａｌａｐｐａ等

（２００３）及Ａｇａｒｗａｌ和 Ｔａｎｄｏｎ（２０１０），气 溶 胶 排 放

强度取为Ｓ＝１μｇ·ｍ
－２·ｓ－１，沉降速度取为Ｖｓ＝

１ｍｍ·ｓ－１，消耗参数取为γ＝２×１０－５ｓ－１．
根据（１４）式确定的单个城市人为热及气溶胶分

表１　气溶胶浓度、消光系数及单散射反射率的观测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ａｌｂｅｄｏ（ＳＳ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地点 观测时间段 平均浓度（μｇ·ｍ－３） 消光系数（Ｍｍ－１） 单散射反射率 来源

北京 ２０１１－０９－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０７　 １３７．１　 １００１．０　 ０．９４ 赵秀娟等（２０１３）

济南 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１３７．２　 ６６２．７　 ０．８８ 徐政等（２０１１）

广州 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２００４－１１－０５　 １０３　 ５０９　 ０．８３ Ａｎｄｒｅａｅ等（２００８）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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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为热释放的两种分布型：单一大城市（ａ）和由四个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ｂ）

Ｆｉｇ．１　Ｔｗｏ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ａ）

ａｎｄ　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ｂ）

图２　气溶胶浓度分布（ａ）；１５０ｍ高度处扰动温度（等值线）、水平速度（矢量）和垂直速度（填色）的分布（ｂ）；

ｙ＝０剖面温度（等值线）、速度（矢量，填色）分布（ｃ），（ｃ）中垂直速度已扩大１００倍

Ｆｉｇ．２　（ａ）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１５０ｍ；（ｃ）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ｙ＝０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ｃ）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１００ｔｉｍｅｓ．

布算得气溶胶浓度、温度、速度场分布如图２所示．
气溶胶浓度、温度分布由下边界强迫的分布决定，表
现为在排放、加热中心区最大，向四周依次减弱．排

放中心 区 气 溶 胶 浓 度 可 达８７μｇ·ｍ
－３，温 度 超 过

３．５℃．城市热岛驱动了一个气旋性环流，气流向加

热 中 心 辐 合 上 升 ，在１５０ｍ高 度 处 达 到 最 大 ，

可达３ｃｍ·ｓ－１，上升到高空后向四周辐散，在远离

加热中心的区域下沉．水平速度在温度梯度最大处

达到最大，可达２ｍ·ｓ－１．人为热对大气的加 热 作

用随高度增加而降低，到５００ｍ高度已经较为微弱．
由（１５）式确定的城市群的计算结果（图３）与单

个城市（图２）类 似，气 溶 胶 浓 度 分 别 在 每 个 排 放 中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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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气溶胶浓度分布（ａ）；１５０ｍ高度处扰动温度（等值线）、水平速度（矢量）和垂直速度（填色）的分布（ｂ）；

ｙ＝１２Ｌ
剖面温度（等值线）、速度（矢量，填色）分布（ｃ），（ｃ）中垂直速度已扩大１００倍

Ｆｉｇ．３　（ａ）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１５０ｍ；（ｃ）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ｙ＝１２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１００ｔｉｍｅｓ

心达到最大，向四周递减，每个加热中心都驱动产生

了相应的气旋性环流．但是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城
市群中，气溶胶浓度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排放中心

最大浓度为５７μｇ·ｍ
－３，比单个城市的情形下降了

约３０μｇ·ｍ
－３，整个计算区域内，气 溶 胶 平 均 浓 度

从５．４μｇ·ｍ
－３下降到４．０μｇ·ｍ

－３；城市群中，城
市热岛的强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从单个城

市的３．９℃下降到３．０℃，下降幅度接近１℃．城市

热岛的高度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以０．１℃等温线

为例，单 个 城 市 在 约５００ｍ高 度 处，而 多 个 城 市 组

成的城市群下降到４００ｍ高度处．城市热岛强度降

低，其驱动的环流强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弱．
图４ａ进一步给出了城市热岛效应和城市半径

的关系，图中实线（虚线）表示单个城市（城市群）引

起的城市热岛效应强度．由图可知，单个城市引起的

城市热岛强度要高于城市群，并且城市面积越大，二
者差距越大，最大可接近１℃；图４ｂ为城市总面积

固定在１９６３．５ｋｍ２ 时城市数目对城市热岛效应强

度的影响，由图可见，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热

岛效应的强度在逐步减弱，从单个城市到六个小城

市构成 的 城 市 群，城 市 热 岛 效 应 的 强 度 可 降 低 约

１℃．与之类似，虽然排放强度固定，随着城市面积

不断扩大，中心城区的气溶胶浓度也在增加，当城市

面积固定时，中心城区气溶胶浓度在单个城市要比

小城市群 更 高（图 略）．综 上 可 知，相 同 的 城 市 面 积

下，一个单一大城市中空气污染程度、城市热岛效应

均要超过几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而我国许多城市

的发展一般都是由中心城区不断向外扩张，这种发

展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问题，而且还加重了城市

热岛效应和城市污染问题，因此，采取建设卫星城的

方式扩张城市将减小城市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
两种城市分布情况下气溶胶排放源强度与中心

城区气溶胶浓度及城市热岛效应强度的关系如图５
所示．气溶胶浓度会随着排放强度的增强而增加，由
于没有侧边界的输入和输出，二者之间表现为较为

简 单的线性关系（图５ａ）．同时可以发现小城市群城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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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和城市半径（ａ）及城市数目（ｂ）的关系

（ａ）中实线表示单个大城市，虚线表示小城市群．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ａ）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ｂ）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５　排放源Ｓ强度与气溶胶浓度（ａ）及城市热岛强度（ｂ）的关系

实线表示单个大城市，虚线表示小城市群．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ａｎｄ（ａ）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区中心气溶胶浓度要低于单个大城市，二者的差距

随着排放强度的增加而加大，这表明排放越强，小城

市群对气溶胶浓度的降低作用越显著．城市热岛效

应的强度则随着排放增强表现为逐步减弱而后又有

所增加的特征（图５ｂ），这是由于在人为热释放固定

的条件下，随着排放增强，空气中气溶胶浓度逐步增

加，气溶胶粒子散射的太阳辐射逐步增加，从而使城

市 冠层吸收的太阳辐射逐步减小，城市冠层温度降

低，从而减弱城市热岛的强度．随着气溶胶浓度的增

加，当散射作用使得抵达城市冠层的太阳辐射可以

忽略时，散射就不再起作用，而气溶胶吸收的太阳辐

射会加热空气，此时空气温度又会有所增加．一般而

言，气溶胶对太阳辐射的散射要大于其吸收作用，因
此其降温作用一般而言要大于增温作用．由于环流

是由温度驱动的，当城市热岛效应减弱时，环流的强

度也会减弱．
在相同的排放强度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在

小城市群中大约要比单个城市低０．８℃左右，进一

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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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体现出城市分散对城市热岛效应的抑制作用．另

一方面，５００μｇ·ｍ
－３的气溶胶浓度引起的城市热岛效

应强度变化在０．５℃左右，若与气溶胶排放为零时单

个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约４℃）相比，５００μｇ·ｍ
－３的

气溶胶浓度 对 城 市 热 岛 效 应 的 强 度 能 造 成 约１３％
的减弱；若与没有气溶胶排放时小城市群热岛效应

的强度（约３℃）相比，５００μｇ·ｍ
－３的 气 溶 胶 浓 度

对城市热岛效应强度能产生约１７％的减弱．
在排放强度固定的情况下，沉降速度越大，空气

中气 溶 胶 浓 度 也 就 越 低（图６ａ），若 不 考 虑 沉 降 作

用，同样的排放强度下单个中心城区气溶胶浓度可

达９０μｇ·ｍ
－３以上（实线），而小城市群中心城区气

溶胶浓度可达６０μｇ·ｍ
－３（虚线），均比前文计算值

要高；当沉降速度为１０ｍｍ·ｓ－１时，单个城市中心

城区气溶胶浓度下降到约５０μｇ·ｍ
－３，而小城市群

中心城区气溶胶浓度下降到４０μｇ·ｍ
－３，均比前文

计算值小了不少．根据前述分析可知，气溶胶浓度降

低有利于增强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图６ｂ），沉降速

度从零增加到１０ｍｍ·ｓ－１，单个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可增强０．２℃，而小城市群则增温不到０．１℃，同时

小城市群的城市热岛效应强度要比单个城市低将近

１℃，进一步说明小城 市 群 对 城 市 热 岛 效 应 的 抑 制

作用．
人为热释放对中心城区气溶胶浓度的影响如图

７ａ所示．随着 城 市 热 岛 效 应 的 增 强，城 市 热 岛 诱 导

的 环流强度也在逐步增强，环流对气溶胶的输送和

图６　沉降速度Ｖｓ 与气溶胶浓度（ａ）及城市热岛强度（ｂ）的关系

实线表示单个大城市，虚线表示小城市群．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Ｖｓａｎｄ（ａ）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７　人为热Ｑａ 与气溶胶浓度（ａ）及城市热岛强度（ｂ）的关系

实线表示单个大城市，虚线表示小城市群．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ｈｅａｔ　Ｑａａｎｄ（ａ）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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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作用也增强，从而有助于降低中心城区的气

溶胶浓度．对单个城市而言（图７ａ实线），人为热释

放从５０Ｗ·ｍ－２增加到１５０Ｗ·ｍ－２，气溶胶浓度

减小了２０μｇ·ｍ
－３左右，而对小城市群而言（图７ａ

虚线），气溶胶浓度减小了约２５μｇ·ｍ
－３，可见小城

市群有助于降低气溶胶浓度．显然城市热岛效应的

强度随着人为热释放的增加而增加（图７ｂ），但人为

热对单个大城市的加热作用要超过小城市群，且二

者间的差值会随着人为热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说明

小城市群会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起到一定的抑制

作用．图７进一步说明城市分散对减弱城市热岛效

应、降低污染物浓度的有益贡献．
综上可知，排放源的强弱决定了气溶胶浓度的

高低，排放源 越 强 气 溶 胶 浓 度 越 高，而 沉 降 速 度 越

大，气溶胶浓度则越低，人为热释放的强度直接决定

了城市热岛的强度，人为热释放越大，城市热岛效应

越强．另一方面，气溶胶浓度增加对城市热岛效应起

到了抑制作用，气溶胶浓度增加会加大气溶胶粒子

对太阳辐射的散射作用，减少到达城市冠层的太阳

辐射，最终降低城市上方的空气温度．在相同的排放

源强度、沉降速度和人为热释放量下，小城市群对城

市热岛效应的强度均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

也有利于降低中心城区的污染物浓度．

４　结论

本文在能量平衡方程中引入气溶胶粒子的吸收

和散射作用，并将其与三维行星边界层运动方程组

相耦合，将运动场显式表达为温度的函数，根据边界

强迫求解气溶胶浓度、温度及速度场分布特征，从理

论上分析了不同城市分布下城市热岛效应和气溶胶

浓度的相互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气溶胶排放源的强度和分布形式决定了空气中

气溶胶浓度及其分布特征．气溶胶对城市热岛效应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气溶胶粒子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和

散射作用上．气溶胶粒子对太阳辐射的散射作用要

大 于其吸收作用，因此，气溶胶主要表现降温作用，
随着气溶胶浓度增加，城市热岛效应会逐步减弱，直
到吸收作用超过散射作用，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又

会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不大．
人为热释放直接加热了城市上方的空气，并驱

动一个相应的气旋性环流，人为释放量越大，城市热

岛效应也就越强，驱动的环流强度也随之加强．城市

热岛强度对气溶胶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热岛环流

对气溶胶浓度的再分配作用上，环流加强会降低中

心城区的气溶胶浓度，不过城市热岛效应对气溶胶

浓度的影响有限．
在人为热释放强度固定的情况下，城市面积越

大，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也越强，而在城市总面积固

定时，城市内建筑物越分散，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也

就越低．在污染物排放强度固定的情况下，城市面积

越大，中心城区的气溶胶浓度也越高，污染越严重，
而在城市总面积固定时，城市建设越分散，中心城区

的气溶胶浓度也越低．因此对城市建设发展而言，多
中心的卫星城模式更有利．
致谢　感谢两位审稿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附录Ａ

考虑辐射能传输和湍流耗散后，温度方程可以

写为

　　珋ρＣｐ
ｄＴ
ｄｔ－

ｄｐ
ｄｔ＝κｈ

Δ

２
ｈＴ＋ｚ

κｚＴ（ ）ｚ
　　　　＋∑

ｊ
ｋｊ（Ａｊ＋Ｂｊ－２Ｅｊ）＋ｋ′Ｑ， （Ａ１）

式中珋ρ为参考态空气密度，Ｃｐ 为其定压 比 热，Ｔ、ｐ
分别为空气的温度和压强，κｈ，κｚ分别为水平和垂直

湍流导热系数，
Δ

２
ｈ为水平拉普拉斯算子，ｋ为对长

波辐射的吸收 系 数，ｋ′为 对 太 阳 辐 射 的 吸 收 系 数，

Ａ，Ｂ分别表示向下和向上的长波辐射，Ｅ为黑体辐

射，下标ｊ表示波长Δλｊ 范围内．
求解（Ａ１）式需要在整个吸收谱范围内求和，直

接计算较为繁琐，参照巢纪平和陈英仪（１９７９），采用

简化方案求解辐射能传输过程（Ｋｕｏ，１９７３），可得

　　珋ρＣｐ
ｄＴ
ｄｔ－

ｄｐ
ｄｔ＝κｈ

Δ

２
ｈＴ＋（κｚ＋κｒ）

２　Ｔ
ｚ２

－λ２　Ｔ＋ｋ′Ｑ＋Ｃ０， （Ａ２）

式中κｒ＝８ｒεσ
珚Ｔ３
ｋｓ

为辐射交换系数，λ２＝８（１－ｒ）ｋｗεσ珚Ｔ３

为牛顿辐射冷 却 系 数，其 中ｋｓ，ｋｗ 分 别 为 强 弱 吸 收

区的吸收系数，ｒ为强吸收区占总吸收的比例，ε为

灰体系数，σ为史蒂芬－玻耳兹曼常数，珡Ｔ 为参考态

空气温度，Ｃ０ 为一积分常数．
若令参考态空气为静止大气，即令Ｔ＝珡Ｔ（ｚ）＋

Ｔ′，Ｑ＝珚Ｑ（ｚ）＋Ｑ′，（ｕ，ｖ，ｗ）＝（ｕ′，ｖ′，ｗ′），同时忽

略高阶项，可将（Ａ２）式写为

珋ρＣｐ
珡Ｔ
ｇ
Ｎ２　ｗ＝κｈ

Δ

２
ｈＴ′＋（κｚ＋κｒ）

２　Ｔ′
ｚ２

－λ２　Ｔ′＋ｋ′Ｑ′， （Ａ３）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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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Ｑ０ｅ－∫
∞
ｚ
ｋｖｄｚｅ－∫

∞
ｚ
ｋｓｃｄｚｅ－∫

∞
ｚ
ｋａｄｚ

≈Ｑ０ｅ
－∫
∞
ｚ
ｋｖｄｚｅ－∫

∞
ｚｋｓｃｄｚ（１－∫

∞

ｚ
ｋａｄｚ）， （Ａ４）

Ｑ０ 为抵达大气上界的太阳辐射．据此可认为辐射偏差

Ｑ′＝－Ｑ０ｅ－∫
∞
ｚ
ｋｖｄｚｅ－∫

∞
ｚ
ｋｓｃｄｚ∫

∞

ｚ
ｋａｄｚ， （Ａ５）

将其代入方程（Ａ３）中，即 可 得 到（已 略 去 温 度 偏 差

之撇号）

珋ρＣｐ
珡Ｔ
ｇ
Ｎ２　ｗ＝κｈ

Δ

２
ｈＴ＋（κｚ＋κｒ）

２　Ｔ
ｚ２ －λ

２　Ｔ

－ｋ′Ｑ０ｅ－∫
∞
ｚ
ｋｖｄｚｅ－∫

∞
ｚ
ｋｓｃｄｚ∫

∞

ｚ
ｋａｄｚ． （Ａ６）

附录Ｂ

令Ｕ ＝ｕ＋ｖｉ，将（３）式代入（１）、（２）两式消去

ｐ，将（１）、（２）两式合写为

３　Ｕ
ｚ３ －

ｆ
μ
ｉＵ
ｚ ＝

ｇα
μ
Ｔ
ｘ＋

Ｔ
ｙ（ ）ｉ ， （Ｂ１）

假定在ｚ→ ∞ 时

２　Ｕ
ｚ２ －

ｆ
μ
ｉ（ ）Ｕ →０， （Ｂ２）

于是（Ｂ１）式可写为

　　
２　Ｕ
ｚ２ －

ｆ
μ
ｉ　Ｕ ＝－ｇα

μ∫
∞

ｚ

Ｔ
ｘ＋

Ｔ
ｙ（ ）ｉ　ｄｚ

≡Ｆ（ｘ，ｙ，ｚ）， （Ｂ３）
将其改写为

ＬＵ ＝Ｆ（ｘ，ｙ，ｚ）， （Ｂ４）

式中算子Ｌ＝ｚ ｐ
（ｚ）
［ ］ｚ ＋ｑ（ｚ），ｐ（ｚ）＝１，ｑ（ｚ）＝

－ １＋ｉ
ｈ（ ）Ｅ

２
，而ｈＥ＝

２μ槡ｆ 为Ｅｋｍａｎ标高．边界条件

取为

ｚ→０，∞，　ＤＵ ＝０， （Ｂ５）
其中Ｄ＝１可称为边界条件算子．

方程（Ｂ４）的解为

Ｕ ＝∫
∞

０
Ｇ（ｚ，ξ）Ｆ（ｘ，ｙ，ξ）ｄξ， （Ｂ６）

式中Ｇ（ｚ，ξ）为Ｇｒｅｅｎ函数，根据Ｇｒｅｅｎ函数的性质

（数学手册编写组，１９７９），可求得

　Ｇ（ｚ，ξ）＝
－１２β

ｅβ（ｚ－ξ）－ｅ－β（ｚ＋ξ［ ］
） ，０≤ｚ＜ξ

－１２β
ｅβ（ξ－ｚ）－ｅ－β（ｚ＋ξ［ ］

） ，ξ＜ｚ≤ ∞
烅

烄

烆
（Ｂ７）

式中已令β＝ （１＋ｉ）／ｈＥ．为了求解（Ｂ６）式，还需求

得Ｆ（ｘ，ｙ，ｚ）的表达式，若令

Ｔ（ｘ，ｙ，ｚ）＝Ｔ０（ｘ，ｙ）ｅ－ｚ／ｈＲ， （Ｂ８）

Ｔ０（ｘ，ｙ）为城市冠层顶部的温度分布，ｈＲ 可称为温

度垂直分布的特征高度．（Ｂ８）式可称为求解方程的

辅助温度函数．借助辅助函数，可将Ｆ写为

　Ｆ（ｘ，ｙ，ｚ）＝－ｇα
μ
Ｔ０
ｘ ＋

Ｔ０
ｙ（ ）ｉ∫

∞

ｚ
ｅ－ｚ／ｈＲｄｚ

＝－ｇ
ｈＲα
μ

Ｔ０
ｘ ＋

Ｔ０
ｙ（ ）ｉ　ｅ－ｚ／ｈＲ． （Ｂ９）

为保证积分值有限，需满足ｈＲ ＞０，即辅助函数需

满足温度分布 向 上 递 减 的 要 求．需 要 指 出，（Ｂ８）式

只是为求解积分表达式引入的一个近似辅助函数，
并不意味着以上各式中Ｔ均按此高度分布．将（Ｂ９）
式及Ｇｒｅｅｎ函数（Ｂ７）式代入解（Ｂ６）中

Ｕ ＝－１２β
ｇｈＲα
μ

Ｔ０
ｘ ＋

Ｔ０
ｙ（ ）ｉ∫

∞

０
ｅ－β（ｚ＋ξ）ｅ－

ξ
ｈＲｄξ

＋１２β
ｇｈＲα
μ

Ｔ０
ｘ ＋

Ｔ０
ｙ（ ）ｉ∫

ｚ

０
ｅ－β

（ｚ－ξ）ｅ－
ξ
ｈＲｄξ

＋１２β
ｇｈＲα
μ

Ｔ０
ｘ ＋

Ｔ０
ｙ（ ）ｉ∫

∞

ｚ
ｅ－β

（ξ－ｚ）ｅ－ξｈＲｄξ，

（Ｂ１０）
分别计算积分项，并分开实部和虚部即可得到

ｕ＝－ｇ
ｈＲα
μ

１
（１／ｈ４Ｒ＋４／ｈ４Ｅ）

ｅｚ／ｈＲ Ａ（ｚ）Ｔ０ｘ －
Ｂ（ｚ）Ｔ０

［ ］ｙ ，

（Ｂ１１）

ｖ＝－ｇ
ｈＲα
μ

１
（１／ｈ４Ｒ＋４／ｈ４Ｅ）

ｅｚ／ｈＲ Ｂ（ｚ）Ｔ０ｘ ＋
Ａ（ｚ）Ｔ０

［ ］ｙ ，

（Ｂ１２）
式中

Ａ（ｚ）＝ １
ｈ２Ｒ
ｅ－ｚ／ｈＲ －ｅ－ｚ／ｈＥｃｏｓｚｈ［ ］Ｅ －２ｈ２Ｅｅ

－ｚ／ｈＥｓｉｎｚｈＥ
，

（Ｂ１３）

Ｂ（ｚ）＝ ２
ｈ２Ｅ
ｅ－ｚ／ｈＲ －ｅ－ｚ／ｈＥｃｏｓｚｈ［ ］Ｅ ＋１ｈ２Ｒｅ－ｚ

／ｈＥｓｉｎｚｈＥ
．

（Ｂ１４）

若研究范围为城市区域，可不考虑柯氏参数ｆ随ｙ
的变化，在ｚ＝０，ｗ＝０的条件下可求得垂直速度

ｗ＝ｇ
ｈＲα
μ

１
（１／ｈ４Ｒ＋４／ｈ４Ｅ）∫

ｚ

０
Ａ（ｚ）ｄｚ·

Δ

２
ｈＴ０．（Ｂ１５）

为了求解（Ｂ６）式的积分表达式，引入了温度垂

直分布的特征高度ｈＲ 这一参量，其对速度垂直分布

函数Ａ（ｚ）和Ｂ（ｚ）的 影 响 分 别 如 附 图（ａ）、（ｂ）所

示．在 垂 直 方 向 上，Ａ（ｚ）存 在 一 个 值 等 于 零 的 高

度，在这一高 度 以 下，Ａ（ｚ）均 小 于 零，并 存 在 一 个

极小值，而在 这 一 高 度 以 上，Ａ（ｚ）大 于 零，但 是 其

值已经较小．随着ｈＲ 的增加，零点高度逐步增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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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大小也有所变化，但是分布型没有实质性的改

变．在垂直方向上，Ｂ（ｚ）也存在一个值等于零的高

度，该高度以下，值为正数，存在一个极大值，这一高

度以上值较小，随着ｈＲ 的增加，极值的强度发生变

化，不过分布型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附图（ｃ）给出了

ｈＲ＝ｈＥ 时Ａ（ｚ）和Ｂ（ｚ）的分布特征，Ａ（ｚ）在垂直

方向上存在一个极小值，且其值小于零，而Ｂ（ｚ）在

垂直方向上存在一个极大值，其值大于零，这一分布

特征基本能够反映ｈＲ 取其他值时的分布特征，因此

计算中可令ｈＲ ＝ｈＥ．

附图　Ａ（ｚ），Ｂ（ｚ）随ｈＲ 及高度ｚ的分布（ａ，ｂ）及在ｈＲ ＝ｈＥ 时的分布（ｃ）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Ｆｉ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ｚ），Ｂ（ｚ）ｉｎ　ｈＲａｎｄ　ｚｓｐａｃｅ（ａ，ｂ）ａｎｄ　ｉｎ　ｈＲ＝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ｇａｒｗａｌ　Ｍ，Ｔａｎｄｏｎ　Ａ．２０１０．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ｏｆ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Ａｐｐｌ．Ｍａｔｈ．Ｍｏｄｅｌ．，３４（９）：２５２０－２５３０．

Ａｎｄｒｅａｅ　Ｍ　Ｏ，Ｓｃｈｍｉｄ　Ｏ，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Ａｔｍｏ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４２（２５）：６３３５－６３５０．

Ｃｈａｏ　Ｊ　Ｐ，Ｃｈｅｎ　Ｙ　Ｙ．１９７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ｎ　ｐｏｌｅ　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ｌｂｅｄｏ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２（１２）：

１１９８－１２０７．

Ｃｈｅｎ　Ｐ　Ｆ，Ｚｈａｎｇ　Ｑ，Ｑｕａｎ　Ｊ　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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