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方法：采用流体流动以及传热接口，其中流体流动接口
使用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联合标准k-ε方程，传热接
口考虑表面对表面辐射，加载外部辐射源。

其他边界条件，采用对数风剖面，选取参考高度为10m时平均风速为
1.5m/s，建筑表面以及地面为壁函数，初始温度为300K。

结果: 图3为3种建筑排列分布人行高度处（h=2m）流
场以及温度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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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在容积率一定的条件下，建筑的排列方式对区域微

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风道来影响微环
境分布；

2. 城市热环境和风环境分布有相似的分布；与来流方
向一致的通道数量相同时（a）（c），与来流方向
垂直的通道越多越不利于区域热量的扩散；

3. 与来流方向垂直的通道数量相同时（a）（b），与
来流方向一致的通道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区域热量扩
散，尤其是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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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计算域以及边界条件设置

图 1. 3种建筑排列分布

简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城乡下垫面差异导致
的微环境变化越来越明显，城市微环境是指一个小空间范
围内与周边大环境气候有差异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风速
与温度的变化，城市微环境的研究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基于流体流动以及传热接口建立三维数值模型,考虑建筑
容积率一定情况下，3种建筑排列形态对微环境的影响，
模拟区域微环境风速和温度分布。

图 3. 流场以及温度场分布（h=2m）

表1. 模型各个壁面物理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