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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地形平均风速特性与加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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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采用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方法建立多个数值模型，通过与风洞试验的对比分析

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的可靠性，较系统地研究并详细分析了峡谷长度、山顶间距、山脉坡度

３种地貌因素对平均风加速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山脉顶部加速效应主要受山脉坡度的影

响，在近地面内坡度越大加速效应越明显；峡谷内部加速效应受多种地貌因素影响且变化趋

势较为复杂，必须考虑峡谷侧坡边界层的影响和流动的三维效应，当峡谷长度越短、山顶间

距越小、山脉坡度越大时，迎风谷口处在近地面内的加速效应越明显．最后计算出典型峡谷

的风压地形修正系数，并与我国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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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两座山脉并排形成峡谷是较为常见的山区地

形．当气流由空旷地区流入峡谷时，悬殊的高差为其

形成了天然通道，受狭管效应［１］影响，风速显著增

大．对建设在山区中的结构物而言，这种加速效应会

使风致破坏事故的出现概率升高，特别是对于风力

汇聚的谷口、山顶等抗风不利区域，其所遭受的破坏

程度更为严重，因此研究该类地形下的风速特性具

有重大意义．

目前针对山地风场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简化的二

维或三维轴对称山体：国外学者Ｊａｃｋｓｏｎ等
［２］采用

理论与数值计算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适用于二维

光滑低矮小山的加速效应解析算法，并通过风洞试

验予以验证；Ｔａｙｌｏｒ等
［３］提出了被称为“原始算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的加速效应简化计算公式；

Ｗｅｎｇ等
［４］运用边界层数值模拟研究了山体几何尺

寸和地面粗糙度对加速效应的影响．国内学者李正

良等［５－８］通过数值模拟和风洞试验研究了坡度、山

高、地貌、山体形状等多种因素对山地风场的影响，

提出平均风加速效应的对数律计算模型以及沿山坡

的竖向线性插值模型．

然而对具有一定长度的峡谷地形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国外学者Ｂｕｌｌａｒｄ等
［９］通过数值模拟和

风洞试验研究了峡谷走向对气流运动趋势的影响；

庞加斌［１０］通过实地观测结合风洞试验，提出峡谷风

速主要受峡谷风、越山风和遮挡３大类地形效应影

响，此外，与陈政清［１１］、李永乐［１２］等人的研究一致，

均指出峡谷内风速具有明显的三维特征；陈平［１３］通

过数值模拟研究了峡谷风场随山高、坡度和风向角

的变化规律；祝志文［１４］采用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来

流条件下峡谷地貌的气流运动．

总体来说，目前对峡谷地形的研究过于简单，或

是以某真实峡谷为研究对象而不具有普适性，或是

对简化模型的研究中考虑的地貌因素过少，并未涉

及峡谷长度、山顶间距等对风速特性的影响，因此尚

缺乏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本文以更贴近实际地形的

具有一定长度的峡谷为研究对象，结合风洞试验与

ＣＦ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数值模拟方

法，研究并详细分析了峡谷长度、山顶间距及山脉坡

度３种地貌因素对平均风加速效应的影响；最后计

算出典型峡谷的风压地形修正系数，并与我国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进行对比分析，为山地地形中结构物

的抗风设计提供借鉴．

１　数值模拟参数及模拟工况

建立了多个变参数模型，采用ＣＦＤ软件ＦＬＵ

ＥＮＴ１４．５进行模拟计算，并通过与风洞试验结果的

对比分析验证数值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１．１　模拟工况及测点布置

山脉横断面采用与实际地形最为接近的余弦形

山体，其在二维平面内的轮廓表达式如式（１）所示，

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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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余弦形山体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在此基础上给出峡谷地形的三维轮廓表达式如

式（２）所示，按式（２）建立起的三维模型如图２所示，

其中：犎 为山脉高度；犇 为山脉底部直径，山脉坡度

可表示为２犎／犇；两山顶之间的距离为犠，犠＝犇时

表示两山山脚紧贴；以双山截面形状为基准拉伸长

度犔即表示峡谷长度．

犣＝

犎ｃｏｓ２ π 犡２＋ 犢－ｓｉｇｎ（犢）·
犠［ ］２槡

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犇

，

　　－
犇
２
≤犡≤０；

犎ｃｏｓ２
π犢－ｓｉｇｎ（犢）·

犠［ ］２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犇

，０＜犡＜犔；

犎ｃｏｓ２ π 犡－（ ）犔 ２
＋ 犢－ｓｉｇｎ（犢）·

犠［ ］２槡
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犇

，

　　犔≤犡≤犔＋
犇
２

烅

烄

烆
．

（２）

９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

图２　峡谷地形三维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ｎｙｏｎｔｅｒｒａｉｎ

　　主要考虑的地貌因素有：峡谷长度、山顶间距和

山脉坡度，其中坡度的变化通过改变山脉底部直径

来实现，山脉高度固定取为１００ｍ．以犎＝１００ｍ，犔

＝３００ｍ，犠＝３００ｍ，犇＝３００ｍ为典型峡谷参数，

其他参数的变化以此为基础．来流风向仅选取与山

脉走向一致的情况，此时峡谷中加速效应最为明

显［１３］，文中所有结论也都是基于该风向下得到的．

数值模拟工况见表１．

表１　数值模拟工况

犜犪犫．１　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犿　

工况序号 固定参数／ｍ 变化参数 备注

１ 犔：３００；犇：３００ 单山 典型单山脉

２ 犔：３００；犇：３００；犠：３００ 双山 典型峡谷

３—９ 犇：３００；犠：３００ 犔：０（０犎），１００（１犎），２００（２犎），４００（４犎），５００（５犎），６００（６犎），９００（９犎） 考虑不同峡谷长度

１０—１４ 犔：３００；犇：３００ 犠：３５０（７犇／６），４００（４犇／３），５００（５犇／３），６００（２犇），９００（３犇） 考虑不同山顶间距

１５—１８ 犔：３００；犠：３００ 犇：２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０．３３３），９００（０．２２２） 考虑不同山脉坡度

　　注：直径犇后括号内数字为对应的坡度值２犎／犇．

１．２　网格划分及模型建立

计算域高度固定取为６００ｍ（６犎），以保证计算

域内流体可充分发展；模型底部尺寸变化较大，计算

域长度和宽度也随之变化：上游长度（由迎风侧山脚

至入口）取为３倍模型长度，下游长度（由背风侧山

脚至出口）取为５倍模型长度；宽度取为３倍模型宽

度，对所有模型控制阻塞比不超过３％．（见图３）

网格划分及模型建立均在 ＣＦＤ前处理软件

ＩＣＥＭ中完成，采用结构化六面体网格对计算域进

行离散处理：气流流经山体附近时变化较为复杂，所

以对山体表面网格进行加密处理，最大网格尺寸为

８ｍ，并以１．１的增长率由山体向外扩散，水平最大

尺寸为４０ｍ；为保证近地面的计算精度，竖向首层

网格高度取为１ｍ，增长率为１．０５．

图３　计算域及网格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ｍｅｓ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模拟主要参数

大气边界层的湍流度较大，本文采用被广泛认

为适用于模拟大气边界层的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湍流模

型．壁面函数选用考虑压力梯度的非平衡壁面函数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Ｗａ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可计算分离、再

附以及撞击问题．计算域入口定义为速度入口（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ｌｅｔ），可定义入口流场速度和相关流动变

量；出口为流动速度和压强均为未知的自由出口

（Ｏｕｔｆｌｏｗ）；两侧和顶部采用零通量的对称边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平 地 及 山 体 表 面 为 固 定 壁 面

（Ｗａｌｌ）
［１５］．考虑实际地面植被的影响，取山体和平

地表面粗糙高度分别为１．０ｍ和０．５ｍ．

入口边界条件主要包括平均风速剖面和湍流剖

面．其自保持性
［１６］，即风剖面在未达到目标物之前

能在流场中保持不变，将对数值计算结果产生极大

影响．当采用ＣＦＤ中的经验公式定义湍流剖面时，

计算域内的涡黏数值偏高，从而导致入口边界条件

不能在流场中较好保持，因此对该经验公式进行调

整［１７］，多次试算后确定速度入口的边界条件（平均

风速犝 ，湍流动能犽及湍流耗散率ε）如式（３）～（５）

所示，通过ＦＬＵＥＮＴ的 ＵＤＦ（ＵｓｅｒＤｅｆｉｎｅｄ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接口直接定义．

犝（狕）＝犝０（
狕
狕０
）
α

， （３）

犽（狕）＝０．５［犝（狕）×犐（狕）］
２， （４）

ε＝
４犆３

／４
μ犽（狕）

３／２

犓犔ｕ
． （５）

式中：狕０和犝０分别表示标准参考高度和标准参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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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风速，取为１０ｍ和１０ｍ／ｓ；对Ｂ类地貌，地面

粗糙度指数α取为０．１５；犐（狕）表示狕高度下的湍流

度，犔ｕ为湍流积分尺度，取值均参照日本规范
［１８］；犆μ

＝０．０９，犓＝０．４２．该入口边界条件下各位置的平均

风速剖面和湍流剖面分别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分析图４和图５可知，平均风速剖面具有较好

的自保持性，而湍流剖面则不能实现自保持．文中主

要针对平均风进行研究，应优先考虑平均风剖面的

自保持性，且湍流剖面对平均风的计算结果影响较

小，因此可暂时降低对入口湍流剖面的要求［１７］．

风速／（ｍ·ｓ－１）

图４　各位置的平均风速剖面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ｎ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ｅａｃ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湍流动能犽／（ｍ２·ｓ－２）

（ａ）湍流动能

湍流耗散率ε／（ｍ２·ｓ－３）

（ｂ）湍流耗散率

图５　各位置的湍流剖面

Ｆｉｇ．５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ｅａｃ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４　主要测点布置

在山脊线、山腰线和峡谷中轴线上各均匀布置

３个测点，共计９个主要测点，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主要测点布置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ｌａｙｏｕｔｐｌａｎ

１．５　与风洞试验的对比

为与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选取工

况１典型单山脉与工况２典型峡谷，于浙江大学边

界层风洞实验室（ＺＤ１）中进行风洞试验，模型缩尺

比为１∶５００，保证阻塞率小于５％．采用尖塔漩涡发

生器、挡板和粗糙元组合的被动模拟方法模拟Ｂ类

标准风剖面作为初始来流，标准参考高度和标准参

考高度处风速取为１０ｍ和１０ｍ／ｓ．试验流场的风

速剖面采用小尺寸管式五孔探针进行测量．试验模

型布置如图７所示．经多次调试后获得与规范吻合

良好的Ｂ类风剖面，如图８所示，从而保证与ＣＦＤ

初始流场一致．

图７　风洞试验模型

Ｆｉｇ．７　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ｍｏｄｅｌ

风速／（ｍ·ｓ－１）

图８　初始流场模拟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

对多个测点位置的平均风速剖面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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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以下仅给出测点布置区域内呈对角关系

的测点３及测点７对比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测点平均风速剖面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

分析图９可知，ＣＦＤ结果与风洞结果变化趋势

吻合较好，在近地面处略大于风洞，最大速度差值约

为２ｍ／ｓ，考虑到ＣＦＤ与风洞试验模型表面粗糙度

具有一定差异以及试验误差等因素的影响，该速度

差值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可认为本文中的ＣＦＤ

数值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度．

２　峡谷地形风速特性与加速效应

２．１　典型峡谷地形的风速剖面

为详细分析其平均风速空间分布特征，分别在

经山脊线、峡谷内部山腰线以及峡谷轴线的顺风切

面内，沿顺风向以７５ｍ水平等间距提取出多点风

速剖面，并与相同参数的单山脉地形进行对比，如图

１０所示．

顺风向水平距离犡／ｍ
（ａ）山脊线顺风切面

顺风向水平距离犡／ｍ
（ｂ）山腰线顺风切面

顺风向水平距离犡／ｍ
（ｃ）峡谷轴线顺风切面

图１０　典型峡谷地形与典型单山脉地形的风速剖面

Ｆｉｇ．１０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ａｎｙｏｎｔｅｒｒａｉｎ

ａｎｄ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ａｎｇｅｔｅｒｒａｉｎ

分析图１０可知，峡谷地形显著地改变了来流近

地面的风速特性，使其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匀

性：１）沿山脊线、山腰线以及峡谷轴线的分布趋势相

同，均在整个峡谷长度范围内（犡＝０～３００ｍ）风速

增大，并且在迎风谷口处（对应犡＝０ｍ处）加速效

应最显著，在迎风坡山脚和山后尾流区风速减小形

成减速区，且山后减速程度更为剧烈，远离山体后该

现象又逐渐减弱；２）沿山脊线、山腰线以及峡谷轴线

的风速变化幅度不同，山脊最强、山腰次之、峡谷轴

线最弱；３）与单山脉相比，沿山脊线并无明显差异，

沿山腰线及峡谷轴线受狭管效应影响而风速增幅变

大，且在峡谷轴线附近最为显著．

２．２　各地貌因素对加速效应的影响

为定量分析各地貌因素对平均风加速效应的影

响程度，引入一个无量纲化的参数———加速比犛，

计算式如式（６）所示．

犛＝
犝（狕）

犝０（狕）
． （６）

式中：犝（狕）表示山体地面以上狕高度处的风速；犝０

（狕）表示平地地面以上狕高度处的风速．

同时，由２．１节中分析结果可知，迎风谷口处的

加速效应最为显著，下文中将测点１，４和７称为典

型测点．

２．２．１　峡谷长度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考虑了不同峡谷长度的

影响，分别取犔 为０犎，１犎，２犎，３犎，４犎，５犎，

６犎，９犎，共计８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峡谷长度的

变化对峡谷底部加速效应影响最显著，对山脉顶部

基本无影响．

不同峡谷长度下的测点７近地面内加速比如图

１１所示：１）加速效应随峡谷长度增加而减弱，但减

弱幅度逐渐减小；２）当峡谷长度增长至３犎 后加速

比变化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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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比犛

图１１　不同峡谷长度下测点７加速比

Ｆｉｇ．１１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ｏｉｎｔ７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ｙｏｎ

峡谷内部沿轴线方向的加速比变化曲线如图

１２所示，各点加速效应均随着峡谷长度的增加而减

弱：１）当峡谷长度较短时，加速比沿轴线逐渐减小；

２）峡谷长度增长至３犎 后，加速比沿轴线先减小再

增大；３）继续增长至５犎 后，峡谷内部分区域处于减

速状态，且该减速区域范围随峡谷长度增大而增大．

分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峡谷越长，内部与气

流接触的面积越大，山体摩擦作用对风能的耗散就

越显著，因此加速效应衰减越快，而在靠近出风谷口

处的地形有利于气流的加速扩散，该影响程度要强

于两侧山体的摩擦作用，使得加速效应在靠近出风

谷口处又具有一定幅度增强．此外，上述分析还可对

图１１现象进行解释，当峡谷长度越短时，测点７（迎

风谷口处）受到出风谷口处气流加速扩散的影响越

大，从而导致加速效应越显著，而当峡谷具有一定长

度后，测点７（迎风谷口处）与出风谷口处距离较远，

受到的影响较微弱，使得加速比变化趋于稳定．

沿轴线无量纲水平距离犡／犔

图１２　不同峡谷长度下峡谷内５０ｍ高度处加速比

Ｆｉｇ．１２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ｃａｎｙｏｎａｔ５０ｍ

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ｙｏｎ

２．２．２　山顶间距

为考虑山顶间距对加速效应的影响，分别取犠

为犇，７犇／６，４犇／３，５犇／３，２犇，３犇，共计６种情

况．与峡谷长度相似，研究结果表明山顶间距的变化

对峡谷底部加速效应影响最显著，对山脉顶部基本

无影响．

不同山顶间距下的测点７近地面内加速比如图

１３所示：１）随着山顶间距的增大，加速效应显著减

弱；２）当山顶间距达到３犇后，可认为基本已无加速

效应．

加速比犛

图１３　不同山顶间距下测点７加速比

Ｆｉｇ．１３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ｏｉｎｔ７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ｐｅａｋｓ

峡谷内部沿轴线方向的加速比变化曲线如图

１４所示：１）各点均处于加速状态，当山顶间距≤４犇／

３时，加速比沿轴线逐渐减小，而当山顶间距继续增

大时，加速比沿轴线无明显变化；２）峡谷前２５％的

长度范围内，山顶间距越小加速效应越显著，后

７５％的长度范围内，山顶间距处于７犇／６至５犇／３时

加速效最显著．与前述相同，这是由于峡谷中气流的

流动受到狭管效应和山体摩擦耗能的综合影响．

沿轴线无量纲水平距离犡／犔

图１４　不同山顶间距下峡谷内５０ｍ高度处加速比

Ｆｉｇ．１４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ｃａｎｙｏｎａｔ５０ｍ

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ｐｅａｋｓ

２．２．３　山脉坡度

为考虑山脉坡度对加速效应的影响，山高犎 固

定取为１００ｍ，底部直径 犇 分别取为２００，３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９００ｍ，对应的山脉坡度２犎／犇 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０．５００，０．３３３，０．２２２，共计５种情

况．研究结果表明山脉坡度的变化对峡谷内部及山

脉顶部加速效应均有较大影响．

不同山脉坡度下的典型测点近地面内加速比如

图１５所示：山脉坡度变化对加速效应的影响规律较

为复杂，各测点加速比曲线均在某固定高度有统一

交点，山顶处（测点１）约为５０ｍ高度，峡谷内部（测

点４，测点７）约为７５ｍ高度，在该高度以内各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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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应随坡度的增大而增强，超出该高度后变化规

律则相反．

加速比犛

（ａ）测点１

加速比犛
（ｂ）测点４

加速比犛
（ｃ）测点７

图１５　不同山脉坡度下典型测点加速比

Ｆｉｇ．１５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峡谷内部沿轴线方向的加速比变化曲线如图

１６所示：与不同山顶间距下的情况类似，即整个峡

谷内均处于加速状态，且峡谷前段和后段的加速比

随坡度变化规律相反，山脉坡度越小，加速比沿轴线

变化越平缓．

沿轴线无量纲水平距离犡／犔
图１６　不同山脉坡度下峡谷内５０ｍ高度处加速比

Ｆｉｇ．１６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ｃａｎｙｏｎａｔ５０ｍ

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３　与我国规范中地形修正系数的对比

针对与风向一致的谷口、山口处的加速效应，我

国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直接给出取值范围为１．２０～

１．５０的风压地形修正系数
［１９］，并未考虑各地貌因素

的影响，对该系数的取值方法过于简单，关于谷口与

山口的概念也较为模糊．因此，本节提取出典型峡谷

（工况２）中各主要测点的风速剖面，在此基础上计

算各测点的风压地形修正系数，如图１７所示．

从图１７中可看出：１）风压地形修正系数在空间

的分布具有明显的三维效应，沿高度方向和由山脊

到峡谷轴线的横风向逐渐减小，顺风向变化规律则

较为复杂，沿山脊线和山腰线均先减小再增大，沿峡

谷轴线逐渐减小，但均在迎风谷口位置达到最大，规

范中仅给出统一的界限而并未考虑整个峡谷内部地

形修正系数变化规律；２）规范给定的风压地形修正

系数取值界限仅对部分高度有效，在近地面５０ｍ

内偏不安全，在２００ｍ以上的高空则过于保守．

图１７　典型峡谷各测点风压地形修正系数

Ｆｉｇ．１７　Ｗｉ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ａｎｙｏｎ

３　结　论

本文以具有一定长度的峡谷地形为研究对象，

详细分析了峡谷长度、山顶间距及山脉坡度３种地

貌因素对加速效应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１）典型峡谷地形中近地面风速空间分布呈现显

著的不均匀性，山脉顶部和峡谷内部均为加速区域，

沿顺风向在迎风谷口位置处加速效应最为显著．

２）山脉顶部加速效应主要受山脉坡度的影响，

在近地面５０ｍ内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大，超过该

高度后变化规律则相反．

３）峡谷内部加速效应受多种地貌因素影响且变

化规律较为复杂，必须考虑峡谷侧坡边界层的影响

和流动的三维效应，当峡谷长度越短、山顶间距越

小、山脉坡度越大时，迎风谷口处在近地面内的加速

效应越明显．

４）风压地形修正系数在空间中的分布具有明显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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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特征，规范中仅给出统一的界限而并未考虑

整个峡谷内部的变化规律，同时，该取值界限仅对部

分高度有效，在近地面５０ｍ内偏不安全，在２００ｍ

以上的高空则过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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