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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点源扩散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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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高斯 (正态)模式(G
·

S)
、

E ga
n 模式

、

S CIM 模 式 及 本 文 推 荐 式

(G C E M)
,

分别计算了南京大厂 区在中性条件下5 0 2的瞬时浓度
,

并 与实浏 浓

度作 了时比分析
.

结果表明
:

考虑 了地形校正及化学衰减项的本文推荐式与实

浏浓度有较好的一致性
。

在研究地形不太复杂(如城郊
、

乡村)的大气扩散问题 时
,

常 用高 斯(正 态 )模 式

(G
·

S ) I‘]估算污染物的浓度分布
。

在 G
·

S模式 中
,

一般不作地形修正
,

也不 计 污 染 物

(5 0 2
)的化学衰减作用

。

在大气环境评价工作 中
,

常会遇到评价区的地形从整体上看 是

较平坦的
,

但确也存在若干零星山丘和土坡的情况
。

例如
,

在扬子乙烯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的1 2 ok m Z
范围内

,

在大厂镇的西南及西部
,

就有数处山丘
、

土坡的相对高差 达 几 十

米
.

对于这种存在局部起伏的地形
,

若用G
·

S模式计算山丘和土坡上的污染物浓度 会有

误差
。

为了估算这种误差的大小
,

以供实际工作参考
,

本文用G
·

S模式
、

E g an 模 式
、

S CIM模式以及本文推荐式(G C E M)
,

分别作了大厂区 5 0 2
浓度的计算

,

并与该 地 5 0 2

的实测浓度值作了对比分析
。

所用的5 0 2
实测资料

,

是扬子乙烯工程环境影响现状评 价

组 1 9 8 3年 10 月20 至25 日在现场测得的资料
,

采样时间是20 分钟
,

每天采样 6 次
.

一
、

5 0
2

瞬时浓度的计算模式

(一)G
·

S烟云模式

对于高架连续点源
,

若把坐标原点取在排放点正下方的地面上
,

X 轴的正向指向 平

均风方向
,

Y轴在水平面上垂直于 X 轴
,

z 轴垂直向上延伸
,

则 G
·

S模式的基本形 式 是

q‘X
,

y
,

一 H
·

, 一丽贵
。

.

二 p

+ 一 p

卜专(
高架点源的地面浓度计算式是

一 工了工、
2 、a , , {

二p

【
‘

告(
,

三云井
z + H

e

Q 2
(1 )

、LrJ,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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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点源的地面轴线浓度的计算式是

q (
‘ ,

”
,

。
,

H
·

,飞
‘

箭
二p

(
一

鬓 ) ( 3 )

其 中q是污染源下风侧任一点(
x ,

y
, z

)的污染物浓度(以林g
·

m
一”为单位)

; a , 、
a

:

是 Y 方

向与Z方向的扩散参数(m ) ; U 是污染源排放 口的平均风速(m
·

s 一 ‘
) ; Q是 源 强 (卜g

·

s “ ‘
) ;

y 是该点离 X 轴的横向距离 (m )
; Z

是该点离地面的高度 (m )
; H

e

是烟囱的有 效 源 高

度(m )
。

(二 )E g a n
模式

若地势并非真正平坦而存在局部起伏
,

则烟云的空间轨迹将异于平原地区
:

烟流越

过高地形 (如山丘 )时将被抬升
,

在背风坡又伴有下沉运动
.

故在计算起伏地形上的污染

物浓度时
,

应对G
·

S模式作地形修正
。

据文献〔2〕‘ 〔3 〕
,

E g 。n
对浓度作地形修正的方法

二 ,
/ _ 、

一 一一 , _ 一
_ _

Z H产 、。 「 1 I T H八
2 1

, . 、

一 一
、 ,

~ 一 ‘_ 卜 ~
是将(2 )式中的第二项 ex p ‘一 芳李

歹

1用
e x p }

一
告‘止子, ) }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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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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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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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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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面浓度的 E ga
n
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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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是地形修正系数
,

其余符合同前
。

因烟流一般不会与起伏地形严格保持始终平行
,

也不会始终保持固定的海拔高度
,

而是处于 上述两种情况之间
,

故 T 的计算法是 I “l

fH
。

蕊 h
。 ,

T = C

1一浮号一 + C
工1 .

h
:

H
。

( 5 )
> h

。 : TH =

J‘..,、

其 中h
t

是计算点的地面离烟 囱底的高度 (即计算点与烟 囱底的高度差 )
。

C是烟流路径 系

数
,

其值与大气稳定度
、

地形有关
,

变化于 0 一 1 之间
。

T 也与大气稳定度
、

地形有关
.

(三 ) S C IM模式

据文献〔4〕
.

若考虑化学衰减作用
,

则计算高架点源的地面浓度的S C IM模式是

q ( x
,

y
,

o
,

H
e

) =
Q

兀 a : a
:

U

_ _ _
r y Z

’ 。孟F . 一 万二 了
‘ 乙 U r ,

( 6 )式中的 x 是计算点离污染源的水平距离 ( m )
。

一

等 ]
e x p

(
-

二p

(
一

拼 ) ‘6 ,

等)
代表化学衰减作用项

k 是污染物的化学衰减常数 ( 5
)

,

可用下式计算I5J

0
.

6 9 3

T 士

T ; z :
变化于0

.

5一4 h
,

( 7 )

其中Tl l :是污染物的半衰期
。

对 5 0 2
言

,

本文计算取 T “ : 二 2五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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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符号同前
。

(四 )G C E M模式
。

一

为了考虑地形起伏与化学衰减作用对地面浓度的影响
,

近似地做法是将地形修正
、

化学衰减与湍流扩散的作用分别考虑
,

而最终的浓度郁纽是上述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先考虑化学衰减作用
,

大气中发生的化学衰减实际上很复杂
,

但作为一级近似
,

可认为

污染物的化学转化速率与浓度成正比
,

即

攀一
k q ,

以t

其 中 k 是污染物的化学衰减常数
,

q ‘是己考虑 了湍流扩散与地形修正后的浓度值
.

设起

始时刻 ( t 二 o )的浓度为 q 尸 ,

经化学衰减作用后 t 时刻的浓度值q “

为

备L,Q:,

火

山f‘nU
.r,.Jd q 尸 _

q ,
‘

= q , ·

,I,
qqr里..J

e 一 kt

以 t = x
/ U 及 (7 )式代入上式

,

得

q
一

q ,
·

e x p

(
0

_

6 9 3 x

T 士
(s )

在(4 )式 中
,

q 值已综合 了湍流扩散与地形高度对浓度的影响
,

故(4 )式 中的浓度 q

即是:
(8 )式中的 q ‘ 。

将 (4 )式中的 q 值代替 (s) 式中的 q 产
值可得

q ‘(
x ,

了
,

o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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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兀仃 了仃忆

_
。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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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计
,

将上式中的 q “

换写成 q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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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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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H )二一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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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即为本文推荐式
‘

,

可用来计算高架 点源的地面浓度
.

相应的计算高架点源地 面 轴

线浓度的公式是

q (
x ,

o
,

o
,

H
。 一 旦~

·

。二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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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了J z
U 、

0
.

6 9 3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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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1 0) 式中各符号同前
,

T 的求法同(5 )式
.

(五)A T D L模式

本文用 A T D L模式
r“ ;计算由面源产生的污染物浓度

.

A T D L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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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式中的q * 代表接受点(网格中心)的浓度
; △x

是方形网格的边长(5 0 oln )
; Q O

是接 受

点所在网格的平均源强扣 g
· s , ’· m

一 ”
)

; i是某方位上风向的网格序号
; N 为上风方 网 格

数
; Q :

是第 i 网格的面源源强
; a 、

b 系数为S m it li (19 6 8)给出的 值 (见〔6习)
; △e是 风

向与网格的横向(或纵向)的夹角(0
’

< △e< 45
。

)
; U 是平均风速

.

二
、

计算模式中各今数的确定

1
.

a , 、
a : 、

H
。、

U
、

Q
、

Q 、
的求取

根据扬子 乙烯工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课题组的野外测试资料及气象观测资 料 (1 9 8 3

一1 9 8 4年)
,

统计得中性层结时的叭
、

a 卜

a r
“ 0

.

U
、

H
e

分别是 t7 1

3 8 x 0 . 8。

G :

, 0
.

3 0 x 0 . 8 1

U 一 2
·

”

(晶)
” ’“

H
。

= H
:
+ △h

沪l,

!!谁11

H
,

是烟囱的几何高度
; △五(烟气抬升高度 )的计算式是 t8l

当Q
、) 2 0 9 3

,

4 kJ
·

s 一 ’,

△T ) 3 5℃
,

则

△h“ n 。
(4

.

1 9Q
、
)
’ : ·

} 1
. , / U

当Q。( Z o g 3
.

4 k J
· s 一 ‘
或△T < 3 5℃

,

则

么h 二 z (1
.

S V
‘ ·

d + o
.

i 6 7 Q 、
)/ U

其 中Q h是烟气热释放率 (k J
· s 一 ‘

)
; 么T 是烟囱 口的烟气温度与环境空气的温度差

;

(1 2 )

V
,

是

烟 囱口的烟气升速 (m / s
)

; d 是烟囱口的内直径(m )
;

表 i n 。
、

n : 、 n Z的值 (大厂区)

Q、(k J
·

s 一 ,
:

Q、妻 2 0 9 3 4

2 0 9 3 4 ) Q 、异 2 0 9 3
.

4

nnn 000 n 111

222
.

222 1 / 333

000
.

7 444 3 / 555

n o、 n 卜 n Z的取值见表 i蔑8 1
。

面源的源强 (Q
。、

Q ;
)包括

各网格内的小手工业低矮源的

5 0 诩卜放量
、

生活源 (家庭炉

灶)的5 0 渊卜放量
、

烟囱高度小

于 4 5 m 且5 0 渊卜放量小的点源

排放量
。

大厂区的面源源强采

用〔7〕的资料
。

点源的源强 (Q )见〔g 〕
。

2
.

烟流路径系数(C )
、

地形修正系数(T )的选取

为了决定大厂区的 C值
,

可用 (9 )
、

(1 1 )式
,

计算东北风
、

中性层结时大厂区各点 源
、

面源产生在南京钢铁厂门口(监测点的h
.
== Z om )的5 0 2

浓度值
。

计算时分别令C等于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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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得
:

在大厂区
,

表 2 中性层结
、

不同 C 时的浓度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烟流路径系数l
e

1
实测浓度
平 均 值
(林g / m 3

)

稗度甘篡掉⋯
2 5 5

.

0

1 }
2 3 9

.

5

,

连丛/ 坦1之
. 、

{ { }

咚粤铿酬一}些}一
柑

擎
差
巴

·

3 5

1
_

{
‘

·

5 9

_
_

物 {
.

!
7

·

””}

2 2 9

2 1 6 2 0 2

一 1 4

一 5

!l
eses
.

l!
r卜.les月

ee
.

l
ee
es

一一�口

1占一叮‘

5一r一l⋯
一卜

.

别土卜
|创l

若 C 取0
.

4
,

则5 0 2
瞬时浓度的计算误差最小

。

H au 罗 n ,

D
.

A
.

( 1 9 7 5 )指 出
:

在 中性 (或

不稳定 )层结
,

C值一般可取0
.

5
。

这与本文的 C 值相近
。

故大厂区的 C 值可取0
.

40

在已知 C 值及某地点的h
:

后
,

利用 ( 5 )式
,

可得中性层结时的地形修正 系数 ( T )
。

三
、

各模式的计算结果及分析

( 一 )计算方法及计算结果

分别用 点源公式 (G
·

S模式
、

E g a n
模 式

、

scI M模 式
、

G c E M模 式 )
、

面
‘

源 公式

( A T D L模式 )
,

算出大厂 区各点源和面源在中性层结
、

3 个风 向( N E
、

E N E
、

E )下
、

在 3 个监测点 (三村幼儿园
、

南钢门 口
、

南京气象学院水塔公园)所产生的5 0 2
瞬时 浓度

,

然后将点源浓度与面源浓度相加
,

即得各个监测 点的 5 0 2
瞬时浓度的计算值

。

表 3 列 出

了各模式的计算值
、

实测浓度平均值及样本数
.

(二) 分析与讨论

1
.

4 种模式计算结果的对比分析

G
·

S模式
、

E g a n
模式

、

SC IM模式的 5 0 2
瞬时浓度的计算值与实测浓度平均值的 相

对误差的绝对平均值分别为 1 3
.

76 肠
、

41
.

28 肠
、

1 6
.

28 呱
,

其中G
·

S模式的计算结果较好
。

G
·

S模式的各次计算值与实测倩相比
,

其相对误差有正有负
,

这由实测值的 随 机 性 误

差 引起
。

E g a n
模式的各次计算值都高于实测值

,

其原 因是它的地形修正
:

从 (4 )
、

( 5 )

式知
,

因C < 1
,

故 T < 1
,

这就起了降低有效源高度 (使地面浓度增大 ) 的作用
.

另外
,

E ga
n
模式未考虑污染物实际还存在的化学衰减 (使地面浓度减小) 的作用

,

致使它 的 各

次计算值均偏高
。

就 SCI M模式言
,

各次计算值均小于实测值
。

其原因是 ( 6 )式虽考 虑

了污染物的化学衰减 (使地面浓度降低 ) 的作用
,

但未考虑山丘地形高度对地面浓度的影

响
.

G C E M模式的计算值与实测平均值的相对误差 的绝对平均值是3
.

62
,

其计算 误 差

小于上述 3 种模式的误差
.

由 (的式知
,

G C EM模式同时考虑 了地形高度
、

化学衰减的

影响
,

故从物理概念看是较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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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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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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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本文的 C 值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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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在已知 C 值及某地点的h
:

后
,

利用 ( 5 )式
,

可得中性层结时的地形修正 系数 ( T )
。

三
、

各模式的计算结果及分析

( 一 )计算方法及计算结果

分别用 点源公式 (G
·

S模式
、

E g a n
模 式

、

scI M模 式
、

G c E M模 式 )
、

面
‘

源 公式

( A T D L模式 )
,

算出大厂 区各点源和面源在中性层结
、

3 个风 向( N E
、

E N E
、

E )下
、

在 3 个监测点 (三村幼儿园
、

南钢门 口
、

南京气象学院水塔公园)所产生的5 0 2
瞬时 浓度

,

然后将点源浓度与面源浓度相加
,

即得各个监测 点的 5 0 2
瞬时浓度的计算值

。

表 3 列 出

了各模式的计算值
、

实测浓度平均值及样本数
.

(二) 分析与讨论

1
.

4 种模式计算结果的对比分析

G
·

S模式
、

E g a n
模式

、

SC IM模式的 5 0 2
瞬时浓度的计算值与实测浓度平均值的 相

对误差的绝对平均值分别为 1 3
.

76 肠
、

41
.

28 肠
、

1 6
.

28 呱
,

其中G
·

S模式的计算结果较好
。

G
·

S模式的各次计算值与实测倩相比
,

其相对误差有正有负
,

这由实测值的 随 机 性 误

差 引起
。

E g a n
模式的各次计算值都高于实测值

,

其原 因是它的地形修正
:

从 (4 )
、

( 5 )

式知
,

因C < 1
,

故 T < 1
,

这就起了降低有效源高度 (使地面浓度增大 ) 的作用
.

另外
,

E ga
n
模式未考虑污染物实际还存在的化学衰减 (使地面浓度减小) 的作用

,

致使它 的 各

次计算值均偏高
。

就 SCI M模式言
,

各次计算值均小于实测值
。

其原因是 ( 6 )式虽考 虑

了污染物的化学衰减 (使地面浓度降低 ) 的作用
,

但未考虑山丘地形高度对地面浓度的影

响
.

G C E M模式的计算值与实测平均值的相对误差 的绝对平均值是3
.

62
,

其计算 误 差

小于上述 3 种模式的误差
.

由 (的式知
,

G C EM模式同时考虑 了地形高度
、

化学衰减的

影响
,

故从物理概念看是较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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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不同风速时G C E M / G .S 模式地面轴线浓度的比值

由(3 )
、

(1 0)式
,

用G c E M与G
·

S模式分别算出南京热 电厂 1 号烟囱 [9. 的地面 轴 线

浓度
。

表 4
、

表 5 是地面风速U ; 0一 Zm / s
与 sm /s 时

,

G C E M / G
·

S模式的地面轴线浓度之

比值
。

表中 x
是污染源的下风方距离

。

由表 4
、

表 5知
:

¹ 在 同一 x
处

,

若 h t
越 大

,

则 两

种模式的地面轴线浓度的比值越大
,

表 明这两种模式的计算值相差较大
。

º 在h :

值相同

时
,

随着离源距离的增加
,

两种模式的地面轴线浓度的比值渐变小
。

» 在近污染源的一

侧
,

G C E M模式的计算值高于G
·

S模式的计算值
; 在离开污染源较远的一侧

,

G C E M模

式的计算值低于 G
·

S模式的计算值
。

表 4 、

表 5 还表明
:

随着风速与h t

值的增加
,

两 种

模式计算值相等的点渐渐远离污染源
。

3
.

不同风速时 G C E M / G
·

S模式地面轴线浓度的相对误差

由南京热 电厂 1 号烟 囱的地面轴线浓度值
,

可求出G C E M与 G
·

S模 式的相对 误 差

R (
G C E M 一 G

·

S

G
·

S ) ( 见图 1 、

图 2 )
。

由该两图可知
,

两种模式计算的相对误差随

h ,

及
x
值而异

。

若取 R 二10 肠* 一 10 肠的区域认为是两种模式的计算结果较一致 的区域
,

则从图 1、 图 2 得 : 当U ; 。= Z m / s
、

h 。
“ 10 m 时

,

沿 x 方向在离源1 500 ~ 4 90 Om 的范围内
,

两模式的计算结果较一致
; 当U 1 0一 sm / s 、

h t ~ 10 m 时
,

沿 x 方向在离源1 7 00 “ 10 5 00 m 的

范围内
,

两模式的计算结果较一致
。

故随着地面风速的增大
,

两模式的计算结果相一致

的区域也 变大
。

随着地面风速的减小及h t

增大
,

离污染源越近
,

则两模式的计算误差 越

大
。

表 4 U , 。一 Zm /s 时G C E M / G
·

S模式地面轴线浓度之比值

15 0 0

2 0 0 0

1
.

23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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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1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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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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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U : 。= s m / s时G C E M / G
·

S模式地面轴线浓度之比值

1 3卷

比值
”

、、、、
x (m )

(rn )1
; 。 : 。 3。 4。 5 0

6 0 7 0 8 0 9 0 10 0

2 5 0 0 1
.

3 9
_

46 1 5 2 1 5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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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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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U ,。 二 2 。/
s

,

不同 h t 时G C E M 与

G
·

S模式的相对误差 ( 中性层结 )

图 2 U 1 0 ‘ s m /
s

,

不同h * 时G C E M 与

G
·

S 模式的相对误差 ( 中性层结 )

4
.

G C E M与G
o

S模式 5 0 2
落地最大浓度距离的比较

图 3 中的曲线 (l) 是南京热 电厂 1 号烟囱在U : 。= Zm / s
、

中性层结时用G
·

S模式算 得

的q / Q沿地面轴线分布曲线
,

曲线 ( 2 )
、

( 3 )分别是h
。= lom 和50 m 时

,

用 ( 1 0) 式算得的同

一烟囱的 q / Q沿地面轴线的分布曲线
.

图中的横坐标是对数坐标 ( X = 1n x)
,

纵坐标Y =

q / Q X 1 0 一 3
(
s

·

m
一 3
)

。

图中曲线 (3 )的峰值大于曲线( 1 )
、

(2 )的峰值
。

这表 明
:

h
。= 1 0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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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地形修正项对浓度的影响小于化学衰减作用项对浓度的影响
,

而h
。
~ 50 m 时的 地形

修正项对浓度的影响大于化学衰减作用项对浓度的影响
。

由 图 3 得
:

随 着h
。

的 增 加
,

5 0 满地最大浓度出现的距离声 向污染源靠近
。

图 4 中的曲线(l )和 (2 )是分别取 U : 。~

Z m /s 和sm /s 按 G
·

S模 式算得的上述烟囱在中性层结时的q/ Q沿地面轴线的分布 曲线
,

曲线(3 )
、

(4 )是分别取U : 。= Z m / s和s m /
s 、

h
:
= so m 按G C E M模式算得的同 一 烟 囱的

q / Q沿地面轴线的分布曲线
。

从图 4 得
:

¹ G C E M与 G
·

S模式的 5 0 2
落地最大浓度都 随

风速的增大而向污染源靠近
。

例如
,

当地面风速从Z m /s 增大至 sm /s 时
,

G C E M模 式 的

5 0 2
落地最大浓度的距离

,

从离源3 2 0。。移至 1 7 013 m ; G
·

S模式的 5 0 2
落地最大浓度的距

离
,

从离源3 500 m 移至2 00 0 m
。

º 当风速增大时
,

G C E M模式的落地最大浓度 比G
·

S模

式的落地最大浓度增加得更快
。

于50 0

日

丫 40 0

一 (z少G
·

S
、

硅
一一 (2) ( h

. = I O m 东 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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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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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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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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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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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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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 ht 时高架源的q / Q沿地面轴线

分布曲线 ( 中性层 结 )

不 同风速时高架源的q / Q沿施面轴

线分布曲线 ( 中性层结 )

四
、

结 语

据本文的初步研究
,

可得如下结论
:

( 一) E g a n
模式的5 0 2

浓度计算值大于 G
·

S模式的计算值和浓度实测值
。

SCI M 模式

的 5 0 2
浓度计算值小于 G

·

S模式的计算值和浓度实测值
。

(二 ) G C E M 模式的物理概念较清楚
。

其5 0 2
浓度计算值与浓度实测 (平均)值的误差

最小
,

它是计算气态污染物 (如 5 0 2) 瞬时浓度的较好公式
。

(三 )大厂区的烟流路径修正系数 C
,

在 中性层结时是 0
.

4
。

这可供地形不太复 杂 的

地区 (城郊或乡村)参考
。

(四 )风速越小
、

h 。

越大
、

离污染源越近则G C E M模式与 G
·

S模式的误差越大
。

风速

较小时
,

建议用 G C E M模式进行浓度计算
.

(五) G C E M模式的5 0 2
落地最大浓度的距离

,

要比G
·

S模式在同样条件下算得的 5 0 2

落地最大 浓度的距离近
。

随着地面风 速的增大和h 。

值的增加
,

5 0 2
落地最大浓度的 距 离

渐向污染源靠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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