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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城市规划建筑学园林景观博士文库中的一本。
该书在现场实测的基础上，应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在不同城市形态特征条件下，从层峡的几何特征、布
局方式、下垫面物性、绿植、水体以及来风、季节等方面对夏热冬冷地区街区层峡进行动态耦合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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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街区层峡地面接收太阳直接辐射得热，其温度曲线在上午11：00以后便迅速上扬，在下
午13：00达到峰值温度（46.7 ℃），此后伴随太阳辐射逐渐减弱，其温度曲线也开始下滑。
地面温度曲线自中午12：00以后便高于街区层峡两侧墙面温度曲线。
而街区层峡空气温度则在实验测试时段表现得非常平缓，街区层峡空气温度曲线跟街区层峡西北侧下
部墙面的温度曲线较为接近，其峰值温度（36.8 ℃）出现在下午13：00。
实验测得街区层峡的平均空气流速在测试时段为0.8 1m／s，最大风速（2.6 m／s）出现在上午10：00。
　　从各个测点的温度曲线变化发展上来看，在实验测试时段街区层峡两侧上部和中部墙面的温度曲
线波峰变化较为明显，而下部墙面的温度曲线波峰变化较为平缓，且西北侧下部墙面的温度曲线峰值
温度始终要高于东北侧下部墙面的温度曲线。
　　实验数据说明：在夏季，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街区层峡地面温度、空气温度和街区层峡两侧墙面温
度表现出相当的差异性。
其一，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街区层峡地面受太阳直接辐射影响最为明显，其温度曲线的波幅变化激荡，
在夏季太阳辐射最强的时段远远高于其他温度曲线。
其二，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街区层峡两侧墙面因为遮蔽太阳辐射的时段差异表现出温度曲线波峰彼此交
错。
其三，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街区层峡剖面热场因为街区层峡太阳辐射得热和二次热辐射及气流影响表现
出阶段性热辐射源转移的现象。
其四，街区层峡近地面的空气温度主要受到街区层峡地面、近地面墙面热辐射和街区层峡通风状况等
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街区层峡内的空气温度曲线变化较为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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