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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气流对烟气干扰的水槽模拟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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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地处丘陵山区的湖南省某电厂
,

由于受到复杂的 山区气流场和气象条件的控制
,

电厂烟

囱排出的烟气
,

受过 山气流大涡旋运动流场的影响
,

严 币的污染天片农田及危害人体健康
。

本文通过利用分层流盐水槽所进行该电厂地形条件的模拟实验
。

详细的介绍了实验方法以及

在中性与稳定层结条件下的流场特性和 由于不同流场条件所造成烟气的运动规律
。

对不同的

排烟高度所得到的不同烟气下沉距离进行了比较
。

从而提出了减少排烟污染的合理烟囱高度

和位置
。

经 与现场实测的结果对比
,

取得了打尸 一致的结果
、

引 言

解决丘陵地带工业区污染问题是相 当复杂的
,

首先必须对其流场特性和气象条件有

足够的认识
。

本文所研究的内容是位于丘陵 山区
,

湖南省境内某发电厂
一

对大气造成污染

的一个典型事例
。

该厂的东南面紧靠着海拔 的丘陵 山
,

相对高差
。

南面山

地起伏连绵
,

最高山为
,

其余为百米至数 卜米高低不等的丘陵
。

在高山 与电厂之

间有 一个明显的深坑
,

西南至西北为平坦农田
。

电厂座落 于盆地南端山坡脚下 图

飞 毯厂实际地形 狱 冷

在气候条件
,

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最多风频为偏北风
。

多半发生在秋

冬季节
,

次多风向为偏南风
,

多半发生在庄稼成长的春夏季节
。

年平均风速为
。

最多风向与次多风向几乎与南面 山脉垂直
。

每当春夏季节吹偏南风时期 秋 季 次 之
,

由烟囱排放的含大量 的烟气被迅速下压到地面
,

严重地污染了下游大片良田
。

另一

本文于 年 月 口收到
,

勺屯 月 口收到最后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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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由于该地区辐射逆温的作用
,

烟气被抑制在近地面区域不易扩散
,

更增加了污染

的严重性
。

为改善该地区环境条件
,

合理选择烟肉高度和位置
,

湖南省气象科研所对该地区气

象条件和大气扩散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地观测
,

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

为了弥

补由于观测手段
、

技术措施和测试时间等方面所受的限制
,

为了使得对复杂的地形条件

所取得的实测结果更加完整
,

对造成污染的各种流场条件进行系统的研究
,

作者们在配

合现场观测的基础上开展了实验室模拟研究
。

在实验室模拟工作中重点研究南风条件下主山背风面涡旋运动的流场对不同高度烟

囱排放的烟气扩散的影响
,

以及有温度层结条件下对扩散的影响
。

所得实验结果可为最

佳烟囱高度和位置的选择提供依据
。

由于研究工作中的局限性
,

文中没有考虑烟气热抬

升的影响
。

实验是在密度分层拖曳式盐水槽中进行的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也是现场观测

与实验室模拟的一次有益配合
。

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

我们将实验室所获得的结果与

已得的部分现场资料进行了比较
,

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
。

二
、

实 验 方 法

设备

本实验在拖曳式分层流水槽中完成
。

水糟长 宽 深
。

实验模型及显

示装置均安装在拖车的拖板上
,

拖车由电动机拖动
。

车速一般限于 以内
。

图

为实验装置示意图
。

水槽配备有自动充液系统
,

可提供任意稳定分层的密度剖面
,

用 以模拟温度层结现

图

拖车
,

实验装置示意图

实验摸型
,

分层流水槽

万万舜 区区区区区
, 。 。 。。

图 二维模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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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

模型

实验模型模拟了该发电厂所处的实际地形
,

做到几何相似
。

模型比例为 。
。

根

据电厂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实际地形和凤向的特点
,

为简化问题将该地区简化为二维向题

处理
。

模型用木料制成
,

固定在有机玻璃板上
,

然后将其倒置固定于拖车上
,

这将减轻

水表面波对流动造成的影响
。

图 为二维模型剖面图并附主要座标数据
。

实验方法

实验中采用流动显示技术可以直观而有效地得到各种复杂流场的物理图象
。

在本灾

验中使用 了彩液示踪法
。

为显示气流过山流动
,

将一支排管置于主山的右面正前方
。

徘

管由直径为 不锈钢管制作
。

彩液从排管中释放
,

在运动中可以显示流场形态
。

实

验中要求彩液具有较好的跟随性
,

而且不易发散
,

以得到清晰的流谱
。

为模拟烟气的运功

轨迹
,

从烟囱口释放出不同颜色的示踪液
,

根据相似准则从烟气出口速度与风速之比
,

晚

定了烟囱释放彩液量
。

温度层结现象的模拟实验
,

是在盐水槽中用盐水造成的线性密度分布模拟线性温变

分布
。

在分层流中
,

用彩液示踪法要求排管释放的彩液保持中性浮力
,

因此排管中彩液密

度要与水槽中当地局部密度值相同
。

本实验只模拟了烟气出口速度比
,

没有模拟出口温

度
。

实验中采用每秒 张的连续 自拍照相机拍摄
,

以及使用 电影机记录
,

频率

张
。

根据连续拍摄的照片确定了涡旋运动周期和烟气下压周期
。

三
、

相 似 准 则

实验中应满足几何相似
、

运动学相似和动力学相似
。

由于本文 目的主要研究局部山

区流场特性
,

因此可以忽略地转效应
、

热扩散和质量扩散等因素的影响
,

最后由动力学方

程得到相似参数为

一 雷诺数

【一

黯二 ‘

弗劳德数

其中 为平均风速
,

为特征长 取主山高
,

△ 为大气在 层厚度的密度差
,

为平匀

密度值
,

为重力加速度
, , 为介质动粘性系数

。

这是在实验中我们需要模拟的两个参数
。

根据实际大气运动
,

雷诺数一 般 为 护一
’”,

因此要在实验室模拟这样高的雷诺数很难实现
,

但是
,

根据已有文献资料说明
,

一旦

流动达到湍流状态之后
,

即使模拟的雷诺数值达不到应有的大小
,

其结果与实际流动偏差

不大
。

在本实验中
,

以山高为特征长则雷诺数约为 一
,

若以板前缘到烟囱位置 的

长度计算雷诺数 则为 一 ”。

因此流动均为湍流状态
。

在模拟大气运动时需要考虑大气所处的状态
,

由于大气的温度变化
,

大气具有稳定
、

不稳定和中性三种状态
。

根据电厂地区现场观侧资料
,

逆温层结对大气扩散抑制作用很强
,

因此实验中主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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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了大气中性稳定和稳定层结两种情况
。

在实验室模拟大气温度分布要求模 拟 弗 劳 德

数
,

该数反应了惯性力与浮力之 比
。

当 一 ,

相当于中性稳定的情况
,

即均匀流 动
。

而

相应的其余 数为稳定层结情况
。

除上述参数之外
,

为研究烟气轨迹
,

要模拟烟气出口速度 树 与风速 拖车速度 之 比

值 。 。

根据电厂烟囱出口速度和常年风速范围
,

确定 速 度 比 切 、 一 一
。

根

据此模拟参数
,

当实验模型的烟囱直径
,

拖车速度 一 一
,

确定模型烟

囱排放量

四
、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中性稳定实验结果

在通常有风的天气
,

沿大气垂直的方向温度变化很小时
,

对此情况可以用均匀流实验

模拟大气流动现象
,

这时 一
。

下面将不同雷诺数和速度比情况所得到的结果分析 如

下

流场特性

在吹偏南风时
,

气流越过山脉
,

贴近表面的气流在粘性阻力作用下
,

在山顶形成分离

流动
,

并在下游卷起形成涡旋
。

涡旋的尺 寸与山的特征尺度相 当
。

从 山顶脱落下来的大涡

旋顺风不断向下游运动
。

在山背后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迥流区
,

同时又有新的涡从 山顶

脱落
,

在定常情况下涡的脱落有一定的周期
。

由于流动为湍流状态
,

因此涡旋在下游破碎

形成索乱的湍流运动
,

随雷诺数增大
,

该现象更加加剧 见图 凌
。

图 流场中涡的形 成和破碎

烟囱高度 米
,

尸

实验 中测量了不同雷诺数情况下涡旋的尺度和迥流区的特征 尺寸
。

由于大涡旋的湍

流运动迥流区 长度很难确定
。

这里 只给出一个范围 见表
。

结果表明
,

迥流区长度
一

与雷诺数成反比变化
,

在本实验范围内迥流区
一

长约 为 山 高 的

倍
。

高度范围比山要高
,

约为
。

现有电厂烟 囱位置约为 均 从 山 中

心算起
,

因此多数情况下从烟囱中排出的烟污是处于迥流区和涡旋区 内
。



期 张伯寅等 过 山气流对烟气千扰的水槽模拟实验研究

表 迥 流 区 与 涡 旋 尺 度

刀尸 。 , 。 迥流区长 迥流区高 烟囱区涡尺度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口汽八约﹄袄住︺八乙,工,人尸

⋯
曰口︸口心自一」

奋 图 小山包对烟气下压的作用

, 图 涡旋运动与烟气下压之间关系

烟囱高度 透 , 又

表 烟 气 下 压 位 置

一 烟囱位置 一

烟 气 下 压 位 置 武

刀 尸 、 烟 囱 高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无 明显下压

无明显下压

无明显下压

无明显下压

无明显下压

无明显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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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

主山和烟囱之间的小山包对烟气下 压 的 作 用

图
,

由于小山的存在
,

气流和涡旋被重新抬升
,

而烟囱正处于被抬升气流和涡旋的控

制之下
,

因此这一作用相当于降低了烟囱的有效高度
,

对烟气扩散不利
。

这一现象在实测

中也发现 了
。

流场与烟气被下压的关系

现场观侧发现烟气每 一 分钟被下压至地面一次
,

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烟气 下 压

呢 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

本文通过研究各种不同雷诺数和烟囱高度的烟气下压情

况和涡旋运动情况
,

找到了烟气下压的原因
。

图 说明了主山脉形成的涡旋运动控制了

烟气的轨迹
。

随山脉背风面形成的涡旋向 下游运动
,

当涡旋到达烟囱区
,

先将烟气顺涡的旋转方向

向上抬起
,

然后再压至地面
。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

侧量了山背风面涡脱落颇率 和

烟气下压频率
。

其结果在各种不同雷诺数情况下得到的两个频率基本相 同
。

在 我

们测量的雷诺数范围内以无量纲量 数表示
, 召‘二 ‘城其中 为涡旋或烟 气 下

压周期 涡脱落的 一 一
· ,

对于 高的烟 囱
,

烟气下压颇率 一 。
·

气
一

。

这结果充分说明了烟气的下压是山背风面形成的涡旋运动的结果
。

烟气被下压距离

本文对不同雷诺数
,

速度比 。 和 一 不同烟囱高度的实验研究
,

得到烟

气下压距离和上述参数之间的关系 见表
。

对结果作如下说明与分析
。

一乡二奋二

一
、、 “ 二 飞

。‘

烟高

图

下主 距离

下 压距 离

烟气波下压距离 与 关系 图 烟气下压距离与烟囱高度的 关系

烟气被下压距离 与雷诺数关系

当雷诺数不很高时
,

烟气下压距离随之增大而有所缩短 距烟 囱的距离
。

但 当

数增大到一定值之后
,

由于强烈的湍流涡旋运动
,

烟气的下压位置变化范围较大而且没有

一个严格的确定值
,

此时随雷诺数变化不明显 见图
。

速度比 。 对烟气运动轨迹 的影响
。

对于大的烟气速度比
,

烟气被抬升的高
,

由于涡旋尺度大
,

烟气仍被涡旋卷落在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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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温度层结对烟气扩散的抑制范围

一 , 。 二

烟囱高 下压位置 烟囱区涡高 下游抑制高度

一

续 一

一 迁

烟囱在涡区之外

一

一

一

一
搜 一

一

,

图 烟气 厂压地而的距离随烟 勺高度的增加而变化

烟囱高度
, , , , , 。

一

, 。’

鱼

烟囱高度

稳定层结条件下流场特性
, 了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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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速度比对下压位置的影响 目前看并不十分明显
,

这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烟囱高度与烟气下压距离
。

在较低雷诺数情况下
,

一般烟气不下压或在远下游下压
。

当 除

高烟囱之外
,

其余仍有明显下压
。

下压距离随烟囱高度增加而向下推移 见图
。

在 大

雷诺数情况下
,

高烟囱约在 下游处烟气出现下压
。

从图 中可以看到
,

在相同条件下从烟囱中所释放的烟气下压至地面的距离
,

不同

烟囱高度有明显的不同
。

毯定层结实验结果

本文用稳定的密度分层模拟了有温度层结的大气稳定平衡状态
,

并以此说明电厂区

温度层结对气流场和烟气扩散的作用
。

本实验采用的密度梯度值为 。 线 性

密度剖面
。

相应的 数为 一
, 一 ‘一 ‘。

分层流实验表明
,

当
,

由于分层的抑制作用
,

气流越过主山脉不出现分离 现

象
,

气流基本沿地表面流动不出现迥流区
,

当然也不出现涡旋
。

当
,

主山 后 坡 上

出现小的分离区
。

但很快又受到抑制未能形成迥流区
。

然而
,

当气流流经第二小山包时
,

气流发生分离
,

并形成涡旋
,

涡旋尺寸约为
。

由于分层作用
,

涡旋运动被抑制在很小

的范围以及较低的高度
。

在远下游烟气被抑制高度平均约 一
,

在烟囱区涡旋高 度

约为 一 见表
。

这表明
,

对于大气稳定平衡条件下
,

地面的污染气体被抑制在离地约 高度之内
。

使烟气不易扩散造成严重污染
。

高度超过 以上时
,

被排放在祸区之外
,

因此烟气不

污染地面
。

图 给出了在稳定平衡条件下 分层流 的流场特性
,

以及烟气被压抑不易扩

散的图象
。

五
、

水槽模拟与现场观测的比较

模拟实验与电厂现场观测的部分结果比较如 卜

流场特性

水槽中流动显示的实验结果清晰地显示了电厂地区整个流场的流谱
。

结果表明
,

该

地区在吹南风情况下主要受到主山背风面迥流区和大祸旋运动 的 控 制
。

迥 流 区 长 约

一
,

高约 一
。

大涡旋垂直尺度约为 一
。

大涡顺风向下游运

动保持较长距离不破碎
。

现场实侧发现
,

在下风水平方向 以内
,

垂直方向约为 以下
,

存在着水平

涡和垂直涡
。

这两结果基本一致
。

烟气下压位里

在吹南风情况下
,

对 高烟囱现场观测发现烟气以一定规律向地面下压
,

目测到

烟气先被抬升
,

然后约在 一 内被下压至地面
,

水槽实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现象
,

并发现是 由于涡旋运动的作用造成的
。

实验得到不同雷诺数条件下烟气被下压距离
,

对

烟囱约为 。一通
。

结果与观测结果一致
。

烟气下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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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似准则
,

对两系统的时间量的模拟要求满足 数相等
。

对 高 烟

囱的水槽模拟实验
,

得到烟气下压频率 一 一
。

据现场 连续宏观观测结果
,

当风速为 一 时
,

烟气平均每 下 压 至 地

面一次
,

以山高 计算
,

实际烟气下压频率为 二 一
。

两者比较也是很一

致的
。

温度层结对流动的抑制作用

电厂区气象观测资料发现有两条逆温强中心轴
, ‘

白们分别为 一 和 一

高
。

烟雾主要被抑制在 一 带内
。

这就是当地逆温层结的作用
。

当逆温持续久时
,

污染物浓度增加
,

空气污染严重
,

危害最大
。

水槽分层实验证明由于温度层结的作用 使烟气和涡旋流动受到强烈抑制
,

在烟囱区

上下游平均抑制高度约为
,

这与现场观测的 一 烟雾带相当一致
。

上述对比说明
,

实验模拟与现场实测两个结果符合的较好
。

初步证明了水槽可以模

拟大气中性和稳定层结的过山流动的流场特性
,

而且可以提供较满意的结果
。

六
、

结 束 语

通过水槽模拟实验
,

可以对该电厂
一

所处地形条件下所产生的旋涡流场有个全貌而又

形象的了解
。

同时也获得了几组系列的定量结果
。

确定了电厂
一

烟 囱释放烟气所造成污染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面高山背风面旋涡运动影响的结果
。

当大气温度层结处 于稳定平衡

状态时
,

污染气体被抑制在 一 高范围内不易扩散
,

增加了污染的严重性
。

最 后 给

出了选择厂址的最佳位置
,

其范围应于 之外
。

而处于现有位置的烟囱
,

其最佳高

度应加高到
。

本文利用水槽所进行的模拟实验与现场实测进行比较
,

取得 了一 致

的结果
。

说明了实验方法可靠性
。

现场实测
、

实验室模拟实验
、

数值模拟计算是进行环境评价或预评价的三个重要手

段
,

为了弥补单一手段的局限性
,

并能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
,

三者应互相配合
、

互相补充
。

本文所进行的实验室模拟实验研究
,

使我们对现场实测的结果与结论更加相信
,

反之现场

实测对实验室模拟结果也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

在利用水槽模拟大气的初步尝试中
,

我们

认为实验室模拟实验是非常经济的一种方法而且具有流场显示清晰的特点
,

特别是可以

利用密度分层的方法实现稳定温度层结的大气条件
,

同时在大量的实验胶片的基础上取

得了定性的或部分定量的结果
。

因此
,

利用分层流水槽模拟大气条件研究局部地区的流

场现象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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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于 月 日在北京成立
。

国务委员
、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代表国务院
、

国家科委到会祝贺
,

并作了
“

气候科学应指导经济建设
”

的讲话
。

国家气候委员会是国家科委批准成立的一个非独立机构
,

挂盆在国家气象局
。

国家气候委员会由国家科委
、

国家

计委
、

国家经委
、

国家气象局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教委
、

国家海洋局
、

水电部
、

国家环保局
、

农牧渔业部
、

林业部
、

地质矿产

部
、

总参气象局等部门的 名领导和专家组成
。

国家气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气象局科教司
。

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担任国家气候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委员
。

凶家气候委员会下设四个分委员会和一个专业委员会
,

即己〔候资料分委员会
、 之 〔候研究分委员会

、

气候应用分委员

会
、

气候影响分委员会和热带海洋和全球大 乙认 专业委员会
。

国家气候委员会的职能是 编 制我国的国家气候计划 , 负责组织协调困内各 自关了时
一

开展气峡领城的研完
、

预报
、

服务和对外科技合作交旅等方面的工作 ,还将承担国家交办的有关 ‘ 候方面的咨询任务
。

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成立
,

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开辟新的窗口 ,

流通新的渠道
,

创造更多的交往机会
。

通过

与国际组织建立密切联系
,

组织我国科学家积极参加国际合 作
,

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 , 为全球尺度的气候学的研究和应

用将傲出应有的贡献
。

王 远 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