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方法：采用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标准k-ε方程。

模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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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图5-9为3种太阳入射角以及4种屋顶形状构成的
峡谷内气流以及温度（温度T-空气初始温度300K）的
分布。

可以发现对于不同太阳入射角平房屋顶和斜向下屋顶，三角形屋顶和斜
向上屋顶气流结构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温度分布仍有区别。

结论:太阳直射于地面时，背风面不利于热量的扩散；
同一太阳辐射强度下，太阳直射于背风面能够有效减
轻热岛效应；等高情况下屋顶形状对峡谷内热岛效应
影响较小，但是总体来说平房屋顶更加有利于减轻峡
谷热岛效应。可进一步讨论不同屋顶高度对峡谷内热
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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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二维模型计算域以及边界条件设置

图 3.模拟结果与Uehara（2000）风洞试验和Bottillo（2014）

在目标峡谷中线归一化速度（a）以及归一化温度对比（b）对比。
总体来说在峡谷内AR<1吻合较好，模拟结果与风洞数据的差异可以归
结为模拟条件和实验设置的差异。

图 4. i=45°峡谷内流场分布

表 1. 各壁面的物理性质

图 1. 4种屋顶形状的建筑物结构和3种典型的太阳入射角

简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城乡下垫面差异导致
的城市热岛效应越来越明显，城市区域高温的出现不仅会
影响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还会加大能源的消耗。基于雷
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标准k-ε方程,针对常见的4种
屋顶形状的建筑物结构以及3种典型的太阳入射角，建立
模拟街道峡谷内气流和温度分布的二维数值模型（图1）。

图 6 i=90°峡谷内流场分布

图 8. i=135°峡谷内流场分布

图 5. i=45°峡谷内温度分布

图 7. i=90°峡谷内温度分布

图9. i=135°峡谷内温度分布

图10. 人行高度（y=2m）处热岛强度a 3种太阳辐射4种屋顶结构 b 三

种太阳辐射情况下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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