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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扩散模式可分为高斯型模式、经验模式、数值模拟模式和箱模式,按此分类介绍了各种模式,并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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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dispersion models for the vehicle exhaust pollutant are classified as Gaussian
model, empirical model, numerical simulat ion model and box model. Based on these classif 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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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自 60 年代末对机动车排

气污染物扩散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主要是研究适

用于公路扩散和城市街道扩散的模式. 于 70 年代初提

出了很多模式, 20 多年来又不断改进和开发新模式. 这

些模式大体是以扩散微分方程的解析解为基础的烟

流、烟团模式, 其次是直接求解微分方程的数值模拟模

式, 还有基于观测结果的半经验模式, 模式的开发和校

验通常以现场监测、野外示踪剂试验和风洞模拟试验

的结果为基础.本文对这些模式进行综述和评价,旨在

为我国目前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1　高斯型模式

初期著名的高斯烟流模式是 Zimmermann 等人[ 1]

开发的 HIWEY 模式、Beat on 等人[ 2]的CALINE 模式,

以它们为基础又发展起来了 HIWEY-2 [3, 4]、CALINE-

4[ 7]等模式, 还有 GM ( General Mo tor s) [8]、ISM AP [ 9]、

TEXIN-2[ 10]和 GFLSM [11]模式等.这些模式成为 70 年

代的主流, 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

1. 1　HIWAY 模式

HIWAY 模式是美国 EPA 于 1975 年开发的第一

个公路扩散模式, 1980 年 Rao 和 Peter sen 等人[3, 4]以

GM 和纽约实验数据为基础对 HIWAY 模式进行修改

得到 HIWAY-2 模式. 该模式视公路排放为一系列有

限线源, 而每一个交通车道可视为直的、连续的和具有

均匀排放速率的有限线源. 然后, 将线源模拟成为一系

列连续的点源并通过积分高斯点源方程得到线源浓度

为:

c =
q
u∫

D

0
f dl ( 1)

式中, q 为线源源强; u 为风速; f 为点源扩散方程式,

可根据源高及有无混合层反射等情况选择适当的表达

式. 对于直线型线源等简单的情形, 可求出连续线源浓

度的解析公式, 主要用于模拟开阔高速公路下风向的

污染物浓度. HIWAY 模式通过外插 PG 图估算扩散参

数, 初始扩散参数 z0设为 1. 5m ; HIWAY-2 模式则以

GM 扩散实验数据估算扩散参数 z .

1. 2　CALINE 模式



CALINE [ 2]模式在 70 年代提出,基于高斯扩散方

程和使用混合区域的概念表示车道上污染物扩散特

征: Ward 等人[ 5]修改 CALINE 开发出 CALINE-2 模

式; Benson [ 6]将道路处理成为一系列与风向垂直的短

的连接线开发出 CALINE-3,改善了 CALINE -2 在稳

定和平行风时预测结果偏大的缺陷: Benson [ 7]又进一

步修改了 CALINE-3 开发出 CALINE-4, 可用于道路

交叉口、停车场. CALINE 将公路划分成若干单元, 每

一个单元近似成一个通过单元中心点且与风向垂直的

有限长线源, 下风向浓度看成是所有单元的贡献之和.

1. 3　GM 模式

Chock [8]基于 GM 实验数据提出 GM 模式, 虽回避

了点源假设,但应用了无限线源方法, 并定义一个扩散

参数, 该参数是风与车道方位角和距源的距离的函数.

此外, 模式还考虑了在相当稳定和微风条件下车道上

烟羽的抬升. 根据下式计算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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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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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q 为线源源强; U 为公路横风向有效风速与风速

校正因子的和; H 0 为烟羽高度. 水平和垂直扩散对浓

度分布的影响通过定义 z 来体现,即:

z = ( A + B FX ) C ( 3)

式中, X 为受体距车道中心的距离; F = 1 + ( -

90) / 90 , 为风相对于公路的角度; A、B、C、 和 是

根据稳定度条件确定的经验参数. 烟羽高度 H 0 根据下

式确定:

H 0 =
RG( 0 - )

0u2

1/2

x ( 4)

式中, R 为烟羽的宽度, G 为重力加速度, 0 和 分别

为环境空气和烟羽的密度, 为传输系数, u 为线源横

风风速, x 为距公路的距离.

以现场监测数据对 CALINE、HIWAY、GM 等以

高速公路为对象的平坦地扩散模式进行验证, 多数研

究表明 GM 模式的准确度最高[ 12] .

1. 4　高斯分布型的烟流·烟团方程

日本开发的高斯型模式是以通常的高斯型烟流、

烟团方程为主体的扩散模式[ 13, 14] .

烟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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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团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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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流方程应用于有风条件的扩散计算, 而烟团方程应

用于无风条件的扩散计算. 于是,

有风时( u≥0. 4m·s- 1) :

c( x , y , z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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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风时( u< 0. 4m·s- 1) :

c( x , y , z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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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高斯型模式几乎是以高速公路为对象,

特别注意车辆行驶引起的初始扩散参数, 其值是根据

实测数据估算, 因而间接考虑了车辆行驶引起的湍流

效应 .高斯型模式适用于建筑物少和建筑物低矮的道

路扩散, 以及适用于道路周围平坦的高速公路机动车

污染物的扩散模拟, 但不适用于道路两侧存在高层建

筑物时污染物的扩散模拟.

2　经验模式

以美国 Johnson 等人提出的 APRAC-1A ( SRI) [15]

街道峡谷模式为代表,是用经验的扩散法则求得浓度

分布. M aldonado 等人[ 16]开发的半经验模式 T RAPS,

考虑风和扩散的幂指数规律建立模式. 日本环境厅的

JEA 模式[17]和产业公害防止协会的均匀混合模式等

属于非高斯型的模式, 也是半经验模式.

2. 1　SRI模式

Johnson 等人把街道两侧存在高层建筑物的道路

称为街道峡谷, 以街道峡谷内现场监测数据为基础提

出 SRI 模式. 其基本原理是把街谷某一高度内的谷间

视为一个箱体,并假设污染物在垂直方向均匀分布, 拟

合实测数据得到预测污染物浓度的经验公式. 对于二

维街道峡谷,当屋顶风向与街道垂直时, 街谷内的气流

会形成旋涡环流, 街谷地面风向与建筑物屋顶风向相

反, 污染物被输送于相对屋顶风向的上风测,导致上风

侧污染物浓度高于下风侧. SRI 峡谷模式给出:

cLee = cb +
K q

( u + u0) ( x 2 + z 2 + L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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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v = cb +
K q( H - z )

( u + u0) (U + 0. 5)H B
( 10)

式中, cLee和 cLuv分别为街道峡谷内相对屋顶风的上风

侧和下风侧的污染物浓度; cb 为峡谷上面的背景浓度;

u 为屋顶风速; u0 为最小稀释参数, 设定为 0. 5( m·

s- 1 ) ; q 为交通车道的排放强度 ( g·m - 1·s- 1) ; x 和 z

分别为受体水平和垂直方向距车道中央的距离; L 0 为

污染物初始混合长度; H 和 B 分别为街道宽度和建筑

物高度; K 为经验常数, Johnson 等人的值为 7.藤谷等

人监测东京都峡谷内 CO 浓度后得到 SRI 模式中参数

K 在1. 6—39 之间, 大气稳定度为弱不稳定时K 值小.

东京都基于测定的 NO x 数据得到 K 值为 :不稳定、中

性时为 1/ 0. 228,稳定时为 1/ 0. 153.

2. 2　均匀混合模式

垂直方向浓度均匀方程是日本产业公害防止协会

开发的模式[ 14] , 假设在城区建筑高度以下的地层浓度

在垂直方向上均匀分布, 其浓度分布方程为:

c( x , y , z ) =
q

( 2 ) 1/ 2u yh
exp( -

y 2

2 2
y

) ( 11)

式中, h 为排放气体的混合区域高度 ,是垂直方向扩散

参数的 2. 15 倍, 即在高斯分布中浓度为 1/ 10 处的高

度. 如果以 z0为初始扩散参数,则 h 可以写为:

h = 2. 15( z + z 0) ( 12)

在静风时, 应用烟流方程的 z 替换上式中的 z 来求h.

2. 3　JEA 模式

日本 EPA 开发的 JEA [17]模式为非高斯, 是基于

Rober ts 解和大阪示踪剂实验数据的半经验模式. 东京

府用在东京获得的 NO x 数据修改 JEA 模式开发出东

京 JEA 模式, 可应用于高架道路和道路断面. JEA 方

程是将风速和扩散系数作为高度的函数求解微分方

程, 并以大阪府扩散实验数据为依据确定出扩散参数.

对于垂直风( 40°< < 90°)、平行风( 0°< < 40°)、静风

时分别用以下各式计算.

垂直风:

c( x , y , z ; H ) =
q

( usin ) 1/2
A

X S

exp( - f B
z p
X
)W 1( x∶y 1, y 2) ( 13)

式中, 为风向与线源构成的角, ( x∶y 1, y 2) 用下式表

示成有限线源效应的函数.

W 1( x∶y 1, y 2) =
1
2
{er f(G

y 2
X 1/ 2 ) - er f(G

y 1
X 1/2 ) }

( 14)

y 1、y 2 是有限线源的端点坐标, er f( x ) 为误差函数, S、

G、f B 是在一定辐射输入输出量、风速和地表面粗糙度

条件下由实验确定的值.

平行风:

c( x , y , z ; H ) =
q

( uco s ) 1/2
A

( y 2 + G2z 2) 1/ 2

W 2( y∶x 1, x 2) ( 15)

式中, W 2( y∶x 1, x 2) 为有限线源效应,即

W 2( y∶x 1, x 2) = erf {
G1

( x 1)
1/ 2( y

2 + G2z
2 ) 1/2}

- er f{
G1

( x 2) 1/ 2
( y 2 + G2z 2) 1/2} ( 16)

而且 , x 1、x 2 为有限线源的端点坐标, A、G1、G2 是取决

于风速、辐射输入输出量和地表面粗糙度条件的参数.

静风时( u< 1m·s- 1) :

c( x , y , z ) =
A q

( x 2 + Gz 2 ) S
W ( x∶y 1, y 2) ( 17)

其中,

　 W ( x∶y 1 , y 2) =
1
{ tan- 1(

y 2
( x 2 + Gz 2 ) 1/2

)

- tan- 1(
y 1

( x 2 + Gz 2) 1/ 2
) } ( 18)

( 17)式中, A、G、S 是取决于辐射输入输出量的参数.

该模式应用 HIWAY 模式的扩散参数时, 初始扩散参

数 z0设为 3. 0m.

3　数值模拟模式

数值模拟模式是从大气湍流流体动力学理论出

发, 给出边界条件及确定湍流扩散系数 K 后用数值方

法求解. 迄今已报道了几个二维和三维的数值模拟模

式, 并考虑了机动车运动时形成的尾流区对污染物扩

散的影响. 梯度理论的湍流扩散方程为:

c
t
+ cV = (K c) + E + R ( 19)

如果给出假设条件便可得到扩散方程的解析解, 而数

值模式是离散化这个方程, 常用差分和有限元方法进

行数值求解. 数值模式的运行取决于湍流扩散参数 K

值的选取,边界条件的设定以及数值求解方法.街道峡

谷数值模拟模式通常采用雷诺时间平均方程和 K - 方

程联立构成闭合方程组求解流场,再由 K 理论的湍流

扩散方程求解浓度场.

日本机械学会于 70 年代初开发出 APPS 模

式[ 18, 19] ,含有处理峡谷内浓度分布的 APPS -RDM 和处

理道路交叉点周围浓度分布的 APPS-LDM 子模式.

APPS-RDM是计算峡谷内气流和浓度的二维差分模

式, 风速场从运动量守衡方程中除去压力项后,置换成

涡度和气流函数求解,以得到的风速分布为基础进行

污染物质的扩散计算. APPS-LDM 是 1 个将道路周围

处理为三维的模式, 将风速主流方向成分以及垂直成

分作为高度的函数给出, 用差分法进行扩散计算.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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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随着 NO x 污染问题的突出, Ko take 等人
[20]以涡度

和气流函数的风速场解法处理城市市区内 NO x 扩散

预测, 建立了 1个三维场模式. 近来对沿道 NO x 污染问

题进行了再次研究[ 21, 22] , 进而再次验证了 APPS 模

式[ 23] . 日本机械学会、Ho tchkiss 等人[ 24]、杉山[25]、森口

等人[ 26]用三维差分模式计算围绕高层建筑物道路内的

浓度. 日本汽车研究所[ 27] 的 JARI-APPS 模式是

APPS-LDM 的修改版, 杉山[25]开发的 JARI-APPS 是

APPS-LDM 的修改版,均为三维扩散模式.

欧美在 70 年代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Egan 等人[28]

开发的 EGAMA 模式为二维扩散模式, 计算垂直横断

面的浓度分布. Ho tchkiss 等人[ 24]用 M AC 法求解三维

风速场, 将粒子法应用于污染物质扩散. Danard [ 29]于

1972 年 , 在对数风速分布、垂直扩散参数随高度按正

比例增大的条件下, 用差分法求解浓度场计算了平坦

道路、开挖很深的道路周围的浓度分布. 1975 年

Rag land [ 30]也报道了同样的模式. Eskr idge 等人[ 31]开

发的 ROADWAY 模式,考虑车辆行驶风引起的湍流

后用差分法求解, 该模式含有机动车引起的湍流和

NOx 的化学反应.

私市和俊等人[ 32]于 1987 年和森口 一等人[26]于

1988 年报道了街道峡谷内的气流和扩散的数值模式,

均应用湍流扩散 Navier Stokes 方程式进行数值求解

气流场, 并解微分方程求解扩散. 私市和俊等人计算了

二维街道峡谷内示踪剂扩散浓度、NO、NO 2、NO x 等的

浓度. 森口 一等不仅计算了二维, 还计算了三维城市

街道的气流和扩散, 不仅能计算道路和建筑物周围污

染物的浓度分布, 也能计算高架道路等在道路上加一

个盖时的气流和扩散.

求解湍流方程的数值解, 先要知道流场分布.上述

这些数值解模式的风速场多数是作为解析解给出, 然

后再求解污染物的扩散, 很少应用数值解求解风速场.

近年来 Murakami等人[33]采用 K - 模式和 LES( Lar g e

Eddy Simulat ion)等湍流模式, 开发了用差分法求解三

维风速场和浓度场的模式.

1996 年, Sini Jean-Franco is Anquetint 等人[34] 为

了模拟城市天空范围内小尺度大气气流, 根据近地层

经典假设和“标准 K - 2 个方程湍流模式, 建立了 1 个

数值模式. 应用这个模式在接近无限长街道峡谷的情

况下, 研究街道内和屋顶上大气层界面的污染物迁移

和垂直方向上的交换.详细研究街道几何结构高宽比

率的影响后, 得到 Oke推广改进的 3 种形式的气流分

类, 不仅考虑了建筑物对屋顶上面表面层气流的影响,

而且也考虑了街道内重复循环气流的结构.街道峡谷

内和行人水平面处污染物浓度的时间发展被分解为几

何结构的函数,并提出了污染物剂量. 街道峡谷内涡流

结构的数量和分布较大地影响了垂直方向的交换速

率. 初步研究表明, 街道表现的不均匀加热能较大地影

响气流的传输和交换污染物的容量.事实上,街道表面

的不均匀加热甚至能改变街道内气流结构从一种状态

到另一种状态, 即从一个涡流气流到几个相反循环涡

流的气流.

1995年 Zoumakis N M 等人[35]应用街道峡谷内和

街道峡谷上面测量的空气污染物浓度, 研究城市环境

中机动车车辆污染物浓度的平均垂直廓线. 由在平坦

地面上的近地面水平面的源扩散得到指数律垂直浓度

分布 exp( - Zq ) , 该思想被假设推广到城市街道峡

谷, 经验参 数 和 q 通常取决于大气稳定度和峡谷的

空气动力学特征.

L anzani等人[ 36]于 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适用于

城市地形中一次污染物大气扩散的微尺度拉格朗日算

法的粒子模式.当微尺度风场和湍流结构已知时, 可以

研究给定城市地形内的扩散. 该模式是基于 Thom son

提出的非均匀湍流的拉格朗日方法描述的算法. 给出

了专门研究街道峡谷的模式、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和关

于 2 个试验周期测量的首次确证试验.

L ee等人[ 37] 1994年将与时间相关的二维气流模式

用于评价城市街道峡谷中污染物扩散特征. 为了确定

街道峡谷和可变气流条件下上部空气之间以及不同高

宽比率(建筑物高度与街道宽度)下污染物的交换比

率, 研究了城市街道排放的污染物在街道峡谷内传输

和扩散的过程.定义时间常数为, 街道峡谷平均污染物

浓度下降到 e- 1时需要的时间, 是以峡谷横向断面面

积、流量强度、雷诺数、佩克莱特准数和高宽形状比率

进行参数化.为了较好地估算排放比率, 时间常数可直

接应用于城市空气质量模式.

4　箱模式

Nicholson [ 38]开发的箱式扩散模式, 是作为峡谷内

平均上升气流的函数给出, 基于街道峡谷内污染物质

量守衡求浓度.通过输入箱下边界的风速、风向和污染

物总排放,以预测街道峡谷内污染物体积平均浓度. 模

式假设建筑物和街道上方的风速符合对数风速廓线并

利用连续方程预测涡流速度,当风向平行于街道时, 通

过假设峡谷内风速符合指数律风速廓线预测风速.

1986年 Yamar tino R J 等人[ 39]提出了一个街道峡

谷烟羽箱模式( CPBM ) , 该模式含有箱模式和高斯型模

式的特征.当峡谷内无涡流流动时, 假设烟羽沿峡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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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移动, 于是对于每一个交通车道的污染物扩散,通过

对高斯烟流方程沿峡谷长度进行数值积分求污染物浓

度; 当峡谷内存在涡流时,将高斯烟羽模式的概念与因

涡流致使反复循环的污染物箱模式的概念相结合便得

到该模式. 另外, 该模式还考虑了清洁空气的侵入和夹

卷引起下风侧浓度的不均匀性, 含有沿峡谷向排放速

率的变化, 并允许交通十字路口的出现. 模式根据现场

监测数据得到城市街道峡谷内气流和湍流场的简单模

式, 然后作为模式的输入.

5　结语

高斯型模式能较好地模拟开阔平坦公路上机动车

排气污染物的扩散, 而不适用于存在密集高层建筑物

的公路. 数值模拟模式可处理结构复杂的街道大气扩

散, 但过程十分复杂、不利于普遍推广, 且梯度理论用

于模拟小尺度扩散在理论上的可靠性尚需进一步研

究. 经验模式方法简单, 但缺乏正确的理论基础, 限制

了模式的普遍应用.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扩散的研究, 关键是解决机动

车行驶引起的大气机械混合作用、机动车排热引起的

大气热湍流和伴随着的浮力效应、以及建筑物导致的

大气湍流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在高斯型等模式中, 通

过引入初始扩散参数考虑上述影响,但定量描述这些

影响还十分困难. 数值模拟模式是用近地层气象资料

确定风速和扩散参数,因此未考虑车辆行驶对平均风

向风速和湍流的影响.

目前研究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扩散模式的难点和热

点主要为: 道路两侧存在高层建筑物时对气体扩散的

影响及城市街道峡谷内气流和湍流的数值模拟; 机动

车行驶引起的机械湍流模拟;城市街道峡谷内垂直方

向污染物浓度分布模拟;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的二次污

染物模拟; 即模拟光化学反应.

参 考 文 献

1 　 Zimm ermann J R, Th ompson R S. U ser's gu ide for

HIWAY, A h ighw ay air pol lut ion model, U. S. EPA,

EPA-650/ 4-74-008, 1975

2　Beaton J L, Ranzieri A J , Shi rley E C et al. Mathemat ical

approach to est imat ing h ighw ay impact on air qual it y.

Cal iforn ia Department of Pub lic Works , Divis ion of

Highw ays , FHWA-RD-72-36, 1972

3　Rao S T, Keenan M T . S uggest ion for improvement the

EPA-HIWAY model. J. A ir Poll. Cont rol As soc. ,

1980, 30: 247—256

4 　Petersen W B. User's guid e for HIWAY-2, A h ighw ay

air pollut ion m odel . U. S . EPA, EPA-600/ 8-80-018,

1980

5　Ward J C E, Ranzieri A J , Sh irley E C. CALINE-2-An

improved micro-scale model for the dispers ion of air pol-

lutan ts f rom a line s ou rce. Calif ornia Departmen t of

Transportat ion, FHWARD-77-74, 1977

6 　Benson P E. CALINE-3 Vess at il e disper sion m odel for

predict ing ai r pol lutant levels n ear highw ay and arterial

st reet s. Calif ornia Departmen t of T ransportat ion .

FHWA-CA-T L-79-23, 1979

7　Ben son P E . CALINE4-A dispers ion model for predict in g

air pol lutant concent ration s near r oadw ays. Calif ornia

Department of Transp or tat ion. FHWA-CA-T L-84/ 15,

1984

8 　Chock D P. A simple lin e-sour ce m od el for dispersion

near roadw ays .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 1979, 12:

823—829

9 　 Dabber dt W F, Sandys R C, Bud er P A. ISM AP-A

Traf fic/ Emis sion/ Dispersion model for indi rect sources .

68th annual meet ing Air Poll . Cont rol Ass oc. , 1975:

75—44

10　Hlavink a M W, Korpics J J , Bull in J A. T EXIN-2: A

Vers at ile model for predict ing carbon m on ox ide con cen-

t rat ions near intersect ion. J. Air Poll . Cont rol Assoc. ,

1987, 37: 819—822

11　Luhar A K, Pat il R S. A general fin ite line s ource model

for veh icular pol lut ion predict ion. Atmospheric Envir on-

m ent , 1989, 23: 555—562

12　S ist la G, S amson P, Keenan M et al. A study of pollu -

tant dispers ion near highw ays. Atmospheric Envir on-

m ent , 1979, 13: 669—685

13　冈本真一, 小林惠三, 北林舆二.自动车排出 扩散

 比较评价.公害, 1985, 20( 5) : 269—285

14　北林舆二.道路沿道  ! 大气扩散 实测及  

——  ! ∀ # .公害, 1990, 25( 1) : 1—23

15　Joh nson W B, Ludw ig F L, Dabberdt W F et al . An ur -

b an dif fusion sim ulat ion m odel for carbon monoxide. J .

Air Pol l. cont rol Assoc. , 1973, 23: 490—498

16　Maldonado C, Bu llin J A .M odel ing carbon monoxide dis-

p ers ion f rom roadw ays. Environment Science Technolo-

g y, 1977, 11: 1071—1076

17　环境厅大气保全局.窒素酸化物总量规制  ! ∀ ,公

害研究对策  —, 1982

18　自动车排出  ! ∀ 大气污染  ! ∀ 研究分科

会,自动车排出  ! ∀ 大气污染  ! ∀ 研究

中间报告.日本机械学会会 , 1970, 73: 1597—1601

19　自动车排出  ! ∀ 大气污染  ! ∀ 研究分科

108 环　　境　　科　　学 20 卷



会,自动车排出  ! ∀ 大气污染  ! ∀ 分科会

报告.日本机械学会会 , 1972, 75: 274—281

20　Kotake S an d S an o S . S imulat ion model of Air Pollu tion

in C op lex T errains Including S treet s and Building s. At-

m ospheric Environment , 1980: 15: 1001—1009

21　山田浩明,林复基,盐泽清茂等.都市部道路  ! 自

动车排出扩散  ! ∀# —  ! ∀ # ∃ 构造. 第

32回大气污染学会讲演要旨集. 1991: 434

22　林复基,山田浩明,盐泽清茂等.都市部道路  ! 自

动车排出扩散  ! ∀# —  ! ∀ # ∃ 开发. 第

34回大气污染学会讲演要旨集. 1993: 384

23　林复基,山田浩明,盐泽清茂等.都市部道路  ! 扩

散  ! ∀ # —  ! ∀ # ( APPS  ) 检

证.第 32回大气污染学会讲演要旨集. 1991: 435

24　 Hotchkis s R S et al . Air pol lut ion t ransport in s t reet

canyons. U. S .E PA ,E PA -R4-73-029, 1973

25　杉山博海.风速 影响 考虑 交叉点付近 自动车

排出  扩散  .日本自动车研究所速报, 1973:

14

26　森口 一,上原清,内藤正明.沿道大气污染 预测手法

(Ⅲ)数值计算 风洞 验  道路沿道构造 影响

评价—.第 30回大气污染学会讲演要旨集. 1989: 274

27　(财)日本自动车研究所,大气污染解析研究委员会.自动

车排出  ! ∀ 大气污染 态调查 污染预测

研究.日本自动车研究所速报, 1972: 9

28　Egan B A, Lavery T F. Applicat ion of a numerical simu-

lat ion m od el to the dispers ion of vehicular em iss ion s near

highw ays. Proc. Int . T hird Clean Air Cong. , 1973.

IU APPA ,B7-B9

29　Danard M B. Numerical Model ing of Carbon Monoxide

Concent rat ion Near a Highw ay. J ou rnal of Applied Me-

teorology, 1972, 11: 947—957

30　Ragland K W , Pierce J J . Boundary layer model for air

pollutant concent rat ion due to highw ay t raf f ice. J . Air

Pol l. cont rol Ass oc. , 1975, 25: 48—51

31　Eskridge R E, Rao S T . Tu rbulent dif fusion b ehin d veh i-

cles: exp erimental ly determined turb ulence m ixing pa-

r ameters .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 1986, 20: 851—

860

32　私市和俊,中西干郎. 沿道  ! 二酸化窒素生成

 ! ∀ # .第 27回大气污染学会讲演要旨集.

33　Murakami S and Mochida. Th ree dimen sional num erical

simulat ion of turbulent f low aroun d buildin gs us ing the

K - turb ulent model . Bu ilding & Envir onment , 1989,

24: 51—64

34　Sini Jean-fr ancois Anquet int S an d M estayer P G. Pollu -

tant disper sion and thermal ef fect s in urban s t reet

canyons. Atmospheric E nvironment , 1996, 30 ( 15 ) :

2659—2677

35　Zoumak is N M . A note on average vert ical prof iles of ve-

h icular pollutan t con cent rat ion in urban st reet canyons .

Atmospheric Environm ent , 1995, 29( 24) : 3719—3725

36　Lanzani G and Tamponit M . A m icro-scale lagrangian

part icle m od el for th e dispers ion of primary pollu tion in

a st reet can yon sensivity analys is and f irs t val idat ion tr i-

als . Atmosph eric Environment , 1995, 29 ( 23) : 3465—

3475

37　Lee I Y and Park H M. Parameteriz at ion of the pol lutant

tr ansport and dispers ion in urban s t reet canyons. Atm o-

spheric Environment , 1994, 28(14) : 2343—2349

38　Nich olson S E. A pol lut ion model for s treet-level ai r. At-

m ospheric Environm ent , 1975, 9: 19—31

39　Yam art ino R J and Wiegand G. Development and evalua-

t ion of simple m odels for the f low , turb ulence an d pollu -

tant concent ration f ields w ithin an u rban s t reet can yon .

Atmospheric Environm ent , 1986, 20( 11) : 2137—2156

1091期　　　　　　　　　　　　　　　　　环　　境　　科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