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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二维高阶矩湍流闭合的中尺度数值模式
,

模拟了 局地加热源
一

大气

边界层的湍流结构
,

讨论了 大气边界层与白由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

并由此亦使人们在海

风消失时常常观测到的 “

风涌
”

现象得到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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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局地气候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局地热力环流 如海陆环流
、

山补环流
、

热 岛环流

等 在近 年中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

并已证实 〔‘二 驱使局地热力环流形成的源动力是

下垫面的非均匀加热作用
。

该非均匀加热通过大气边界层内的 湍流输送
,

在大气边界层

内形成水平位温梯度
,

由此产生水平气压梯度力
,

强迫局地热力 不流形成
。

但是
,

迄今为

止
,

对局地热源上大气边界层湍流结构的研究很少
,

在局地热力环流的预报理论中
,

大气

边界层与自由大气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尚未定论 仁 二。

事实上
, 口

的风

洞模拟表明
,

不同的环境层结将影响局地热力环流呈不同结构

本文利用高阶矩湍流闭合的二维大气中尺度数值模式“ 二 ,

模拟 了局地加热源上大气

边界层的湍流结构
,

并讨论了大气边界层与 自由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

一
、

模式简介

基本方程组

假设模式大气干燥
、

不可压
,

且满足静力平衡
。

下垫面热源在犷方向无变化 司。夕二

,

则描述该热源强迫形成的热力环流方程组

壑
一

卜。壑 十 田 妙一 。四
。

戈 戈

’

山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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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钾一 。、 一 。 一 夕洲田

之

口
‘

田门月︺
一

叨牛

豁嘿

舒 篡

日

切
二一 十 万一 一
口义 口

其中刀 一 , 尸八。, ““ , ,

为柯氏参数
, 。

为尤方向地转风
,

带撇的量为湍流脉动量
。

采用二阶矩方程闭合上述方程组
,

二阶矩方程中的压力相关项
、

粘性项以及三阶相关项

应用 〕的参数化方法表示
。

。

一一 聪 封七

,

一两毅
十

爵石 。
矛 一

“
一

口“
·

“‘ , 一 妥卫气 汀

一戈
一十

叮一刁一星 十丛
,

。 、 八
屯二一 十 二 二 ,

‘ 劣了

、“

豁 赞
二

十

—
犷

’

而不 其 一百又卿 十具尹
义九 劣为

一

交呱 。畏、
、“

瓮
一
十

赞
‘ ,

口
‘

一 呱 典 一 耳爵 其 、旦丝、
劣儿 戈九 义六

其中
, 一可

’

可
’

可
, , , , 二 月工 ,

月
,

万 , , 刀 一 刀
,

刀 , 几、二凡 一之 ,

刁
, , , , , , , ,

为混合长
,

其中 “

一二一一

儿

二
一

乞巨掣
一‘

拿巡丫
‘

口。

乙。一
·

‘ 、· · 、 ·

方程 一 由此构成了一组闭合的基本方程组
。

差分方法与初
、

边值条件

本模式在水平方向取等间距网格
,

垂直方向取不等 间距网格
。

各变量在网格上的分

布采用跳点格式
,

非线性平流项取显式上游差分
,

方程 一 中的压力相关项
、

粘性

项以及三阶相关项均取隐式差分
。

计算步骤取 的向前向后计算方案
。

下边界取为粗糙边界
,

位温 取

一
一

卜
一

卜 蕊 簇

, 戈

上边界增加一吸收层
,

以吸收模式顶部的反射波
。

侧边界取辐射边界条件
,

并增加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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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边界层
。

初始场假设各变量在水平方向均一
。

二 模拟结果与理论分析

白天
,

在局地热源 式的强迫作用下
,

利用上述数值模式对局地热力环流进行了

数值模拟
。

在局地加热源增强阶段
,

随着加热源的增强
,

局地热力环流的辐合作用增强
,

相应地环流的水 平范围缩小
,

垂直范围扩大
,

整个扰动流场呈一对称的双圆环流结构如图

所示
。

当局地加热源进入减弱阶段
,

不仅局地环流的垂直范围缩小
,

而且其上部的

反向气流水平范围扩大
。

至 如图 ”
,

整个扰动流场在垂直方向出现了波动

结构
。

一 , , , 尸 , 、 一 口 ,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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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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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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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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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二
产 、、

一一
,

一 , , 、 、 、、

一一一
“ “ “ 一 , 了 ,, 、 、 ,

一
, 李李 吸 、 、 尹

一一

·· 夕 , , 、 、 “ ‘ · ·

一一
护“

厂
、 、 、

、、、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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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尸 声 , ’ 一一

、、、、、、、、、、、、、 一 , , , ,,

、 、 、 、 、、
, ,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 ‘ ,,

的洲能匆

, 一 产奋、 、 、 、 户

户 一 肠 气 、 、 、 、 、 ‘

钾
、

一
、 一 ,

、 , ,

一
、

, , ·

、 , , 一 ,

二
该 灯

图

址
‘

少 吸

局地加热源上风矢量的 一 剖面图
一 ‘〕

为了进一步讨论局地热力环流中大气边界层结构及大气边界层与自由大气相互作用

的关系
、

我们首先通过分析大气边界层内的湍流脉动动能 沪 十 万 石布
、

热量通

量
’

。
‘

以及动量通量 “ ’

。
’

的分布规律可知
,

在加热源增强初期
,

位于加热源之上的

大气边界层均匀地 向上发展
,

其内的湍流脉动动能与热量通量水平分布亦较均一 随着加

热源的进一步增强
,

位于加热源中心之上的大气边界层迅速向上发展
,

至 。。 如图
、 、 。 ,

其高度达 左右
,

而且在高度 附近出现揣流脉动动能最大

值
一 ’ ,

相应地
,

在热源中心 向上的湍流热量输送最强 ‘ 随着加热源的减弱
,

位

于热源中心的大气边界层高度迅速下降
,

至
,

大气边界层高度仅为
,

此

时湍流热量输送的方向已变为向下
。

在局地加热源的整个上述演变过程中
,

湍流动量通

量的分布规律基本不变
,

而且是 在加热源中心的上游
,

大气边界层下部湍流动量通量

向下输送
,

中上部湍流动量通量向上输送
,

而在热源中心下游正与上述相反
。

图
、

则为位温与水平凤速分布图
。

我们知道
,

湍流消失的高度即为大气边界层高

度
,

那么依据湍能的分布便可将模式大气在垂直方向上分为有湍流的大气边界层和其上

湍流消失的自由大气
,

由此分析图
、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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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热源范围内的大气边界层
,

由于湍流的热量输送作用
,

使得其 自身亦成为高

温中心
,

如图 所示
。

但是
,

与此相应的水平辐合气流仅在边界层的中下 部出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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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图 局地加热源上 的湍流结构
刃

, 、

一一 生

公公公
几

火

口
二亘互二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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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一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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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局地热源上位温分布图

,

在上部却是反向的水平辐散气流
。

由此可见
,

大气边界层内加热源的强迫作用并

没有完全支配着边界层内流场的演变
。

大气边界层内反向气流的出现足以说明 自由大

气对大气边界层存在反馈作用
。

在
,

下垫面加热源趋于消失 如图
,

从图 中知
,

原位于加热源中心的边界层内水平辐合气流明显受到 自由大气中扰动气

流的抑制作用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期 齐 瑛
、

傅抱璞 局地热源上大气边界层及其与 自由大气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

一
一

一
一

一一在加热源之上的 自由大气
,

山于受到大气边界层顶强迫上升运动的绝热降温作用

而出现低温中心 如图
,

与此对应的流场为反
,

向的水平辐散气流 如图
。

因此
,

在局地热源的强迫作用下
,

自由大气中的扰动气流主要受大气边界层内强迫辐合气流的

日

减

引洲片加别拓闷

飞 滋滋滋
丈、 李 乏 吕

一 〔

图 局地热源上水平风速分布
‘

支配
。

在
,

下垫面加热源趋于消失时
,

尽管从图 知
,

大气边界层内仍为

上升运动
,

但在图 中不难发现
,

自由大气已不再出现由强迫上升运动而引起的低温

中心
,

相反
,

在约 高度以下边界层顶 以上为一高温中心
。

该高温中心正是

受加热的大气边界层衰减以后遗留下的特征
。

在该高温中心的触发下
,

自由大气的水平风

场和位温场在垂直方向表现为明显的波动结构 如图
、 。

因此
,

在下垫面加热源

趋于消失时
,

自由大气中的扰动场已不再受大气边界层内强迫上升运动的支配
。

但据上述

分析
,

此时 自由大气中的扰动波却明显抑制着热源中心之上大气边界层内的辐合气流
。

可以推测
,

在下垫面加热源趋于消失时
,

这种 自由大气与大气边界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完全有可能导致大气边界层内的扰动场亦呈波动出现
。

而人们在海风消失时常常观测

到的
“

风涌
”

现象由此亦可得到解释
。

三
、

结 论

本文利用高阶矩湍流闭合的二维大气中尺度数值模式
,

讨论了局地加热源上大气边

界层的湍流特征以及大气边界层与自由大气相互作用的关系
,

主要结论如下

随着局地加热源的不断增强
,

尤其处于热 源中心位置 的大气边界层迅速向上发

散
,

并在其内一定高度上出现湍流脉动动能最大值
,

同时向上的湍流热量输送最强
,

加热源之上的大气边界层中下部为水平辐合气流
,

上部为反向的水平辐散气流
,

因此
,

大气边界层内的流场还明显受到 自由大气的反馈作用
。

但是
,

在局地加热源的强迫

作用下
,

自由大气中的扰动气流主要受大气边界层顶强迫垂直运动的支配
。

当局地加热源趋于消失时
,

自由大气中的扰动场不再受大气边界层内强迫上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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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支配
,

而是 自行调节呈波动结构 , 同时原位于加热源中心大气边界层内的辐合气流

还明显受到 自由大气扰动波的抑制作用
,

并有可能导致大气边界层内的扰动场亦呈波动

出现
。

由此亦使海凤消失时常常出现的
“

风涌
”

现象得到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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