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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雾霾问题逐渐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北方局部区域人们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因素

之一。为了解决雾霾问题和改善城市通风效果，除了减排之外，控制楼房高度、规划建设城市风

道也被作为建议见诸报道，其真实效果值得研究。利用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分析了不同粗糙度

类别下不同高度处的风速分布，将田野乡村和城市地貌上的风速进行对比，分析了城市建筑对

风速降低的程度，并探讨了城市风道的作用，发现无论是降低城市建筑的高度，还是开辟城市风

道，对地表附近风速的增大效果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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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雾霾问题逐渐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局部地区人们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因素之一［１］。相

关统计研究表明，我国严重雾霾现象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多西少的分布，主要的高值区集中在长江中下游、
华北和华南这３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中京津冀地区为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地区［２－３］。并且，我国雾霾

现象还随季节变化，其中冬季为雾霾最严重的时段，春秋季次之，夏季最少［４］。２０１６年入冬以来，河北多

地空气质量“爆表”，石家庄市ＰＭ２．５指数超１　０００。雾霾不仅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还会对工业企业的

生产活动、交通运输业等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治理雾霾，人们提出了许多措施，如企业排污治理、关闭

某些重型污染企业、交通限行、建筑施工停止等等。其中有人建议控制城市楼房高度、规划城市风道，通

过改善城市的通风，来减小城市的雾霾。无论是针对旧城的改造，还是针对新城区的规划，城市风道的投

入都十分巨大，而城市风道的改善对城市通风效果具体如何，目前尚缺乏定量的研究。本文利用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中关于风速沿高度的分布规律，分析了城市建筑和城市风道对风速的影响。

１　城市风道的概念

“城市风道”也叫做“空气引导通道”，是指空气动力学粗糙度较低、气流阻力较小的区域，在城市中，
具有 顺 应 城 市 主 导 风 向、下 垫 面 粗 糙 度 较 低、绿 化 条 件 好 等 特 点 的 空 间 都 可 以 作 为 城 市 风 道 的 组 成 部

分［５－６］，如水系、绿化带、道路等。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德国卡塞尔大学Ｋａｔｚｃｈｎｅｒ教授开始了“理想城市气候”计划研究，并且提出了在

新区规划中建立风环境及风流通系统的概念［７］。日本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关注风环境，并在２００７年完

成了“风之道”研究报告［８］，详细介绍了城市风道。我国在城市风道方面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任
超等［９］针对城市风道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展开了详细地讨论，总结了城市风环境评估与城市风道设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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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并就我国城市气候规划应用现状提出建议；李军等［１０］通过分析雾霾及其形成原因，认为城市风道是改

善城市大气环境低碳、生态、有效的手段，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城市风道建设控制设计指引。除了理论

研究以外，一些城市进行城市风道规划建设的提议也见诸报道，例如２０１３年杭州市规划、环保等部门研

究，希望建一个“城市风道”，通过城市风道，把郊外的风引入主城区，把空气中的雾霾吹走；南京２０１４年

年初通过了《南京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江南和江北各规划了３条通风走廊，并计划２０１５年年底划

定城市通风廊道［１１］。
除去作为城市风道的河道和绿化带本身的降温的功能、以及由于风道和周边具有温度差形成的空气

微循环之外，城市风道对城市通风的作用是假定在城外郊区有风的情况下，城市风道能减弱对风的阻碍

作用，使得空气能够吹进或者贯穿城市，从而驱散城市空气中的污染物，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为了研究

城市风道的真实效果，需要明确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城市建筑能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空气的流通，或者

说降低从市外吹来空气流动速度的程度；其二是城市风道上风速比非风道上风速的提高比例。城市风道

相当于为城市开辟出一条“窄峡谷”，在风道入口附近存在“峡谷效应”，风速急剧增大，但随着城市风道深

度的增加，地面及两侧建筑群的摩擦效应的影响越发突出，使得在风道延伸至一定距离后，风速基本上不

再变化，“峡谷效应”近似消失。因此针对第一个问题，利用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中关于地表粗糙度和风速

的规定，对城市风道对城市通风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

２　风速沿高度的变化规律及规范规定

在大气边界层中，风速随地面高度增加而增大。当气压场随高度不变时，风速随高度增大的规律主

要取决于地面粗糙度和温度垂直梯度，通常认为在离地面高度为３００～５５０　ｍ时，风速不再受地面粗糙度

的影响，即达到了“梯度风速”，该高度称之为梯度风高度ＨＧ
［１２］。从工程应用的角度，风速随高度的变化

规律采用统一的风速剖面，以开阔平坦地面上１０　ｍ高度处的风速为基准，梯度风高度内任意高度风速与

同高度的关系式如下

ｖｚ＝ｖ１０ ｚ（ ）１０
α

（１）

式中，ｖ１０为开阔平坦地面上１０　ｍ高度处的风速；ｖｚ 为高度ｚ处的风速；α为粗糙度指数。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规定地表粗糙度分类和粗糙度指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地表粗糙度的分类

地表粗糙度类别 地表状况 幂指数α 梯度风高度ＨＧ

Ａ 近海海面和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 ０．１２　 ３００

Ｂ 田野、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乡镇 ０．１５　 ３５０

Ｃ 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０．２２　 ４５０

Ｄ 只有密集建筑群且房屋较高的城市市区 ０．３０　 ５５０

　　确 定 实 际 某 区 域 的 地 貌 类 别 时，可 以 通 过 实 测 数 值，或 者 通 过 如 下 原 则 确 定：以 拟 建 房 屋 为 中

心、２　ｋｍ为半径的迎风半圆影响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ｈ来划分地面粗糙度类别，当ｈ≥１８　ｍ，为Ｄ类；

９　ｍ≤ｈ＜１８　ｍ，为Ｃ类；ｈ＜９　ｍ，为Ｂ类；海面、海岛、海岸及沙漠地区为Ａ类。影响范围内建筑物不同高

度的面域确定原则：每座建筑物向外延伸距离为其高度的面域内均为该高度，当不同高度的面域相交时，
交叠部分的高度取大者；平均高度取各面域面积的权数计算。

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的严重雾霾现象都是中等尺度以上的天气现象，但由于计算条件的限制，本文

仅以某大城市中高楼相对密集的某小区为例进行地面粗糙度类别的计算和划分，选择小区内四边街道环

绕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其三维地图如图１所示。该研究区域有多层住宅８栋（图右上），３０层住宅３栋（图

左上），２５层和３０层连体住宅２栋（图左下），２５层住宅５栋（图下中３栋和左上２栋），１４层公寓１栋（图

右下），供热厂房２栋和多层的幼儿园、宾馆各１栋。根据规范中的方法算得用于地面粗糙度划分的建筑

平均高度为１０．５　ｍ，属于Ｃ类地貌，但是由于其平均高度较小，接近Ｂ类地貌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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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某小区三维地图

３　不同地貌类别上风速沿高度的分布

假定城市之外的郊区为开阔平坦的地面，即规范中的Ｂ类地貌，进入城区为Ｃ类地貌，市中心或者部

分区域有可能高楼大厦密集，属Ｄ类地貌。以ｖＢ１０表示Ｂ类地貌１０　ｍ高度处的风速，根据规范，依照吹过

同一城市上空梯度风高度及以上的风速相同的原理，由公式（１）和表１得出四类地貌任意高度ｚ处的风速

同ｖＢ１０的关系为

ｖＡ＝１．１３３× ｚ（ ）１０
０．１２

ｖＢ１０ （２）

ｖＢ＝１．０００× ｚ（ ）１０
０．１５

ｖＢ１０ （３）

ｖＣ＝０．７３８× ｚ（ ）１０
０．２２

ｖＢ１０ （４）

ｖＤ＝０．５１２× ｚ（ ）１０
０．３０

ｖＢ１０ （５）

根据式（２）～式（５），计算同样高度处Ｃ类地貌同Ｂ类地貌上的风速相对差别，和Ｄ类地貌同Ｂ类地貌上

的风速差别，见表２所示。
表２　Ｃ、Ｄ两类地貌与Ｂ类地貌的相对风速差

高度／ｍ
Ｃ、Ｂ地貌相对风速差 Ｄ、Ｂ地貌相对风速差

ｖＢ－ｖＣ
ｖＢ ×１００％ ｖＢ－ｖＤ

ｖＢ ×１００％

１０　 ２６．２　 ４８．８

２０　 ２２．５　 ４３．２

５０　 １７．４　 ３４．８

１００　 １３．３　 ２７．７

２００　 ９．０　 １９．８

３００　 ６．４　 １４．７

４００　 ２．５　 ９．２

５００ 　 ０　 ２．９

　　值得说明的是，规范中规定Ｃ类地貌和Ｄ类地貌剖面起始高度（Ｃ类１５　ｍ，Ｄ类３０　ｍ）以下的风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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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剖面起始高度处的风速［１３］，这里为了简便说明问题，统一按照公式（１）计算，并未考虑剖面起始高度

的影响。

４　建筑高度和城市风道作用的探讨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百米高度左右的住宅和多层住宅混合的区域，可以认为是Ｃ类地貌（建筑平均

高度接近Ｂ类地貌的上限）。即使是大城市，属于Ｄ类地貌的区域也相对较少，因此这里仅讨论Ｂ类地貌

（城市外开阔平坦的田野乡村和房屋稀疏的乡镇）和Ｃ类地貌之间的差别。
由表２可知，Ｂ类地貌和Ｃ类地貌之间风速的差别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分别考察１０　ｍ、１００　ｍ、３００

ｍ处的风速可知，将一座原本属于Ｃ类地面粗糙度的城市的楼房全部搬除，变为田野乡村或者房屋稀疏

的乡镇（Ｂ类地貌），上述３个高度处的风速 仅 仅 分 别 增 大２６．２％、１３．３％、６．４％，可 见 局 部 改 变 楼 房 高

度，对整体通风效果的改善是十分有限的。
上述计算是根据规范，针对某个区域的整体平均风速进行的，在不改变该区域地面粗糙度的情况下，

局部楼房的改变（如开辟出城市风道），无法改变该区域整体的风速。
如果城市风道在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方面能起有效作用，需要如下几个前提：
（１）城市外有风。对于华北地区若干次严重雾霾事件，整个区域都处于无风状态的情况，城市风道不

会有任何效果。
（２）如果城外的风速足够小，吹到城市里，在没有城市风道时，受到建筑的阻挡，风速降低到低于驱动

污染空气的风速阀值，无法吹走污染空气，而这时城市风道将建筑的阻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如表２
所示），来风正好能吹走污染空气，城市风道起作用；如果城外的风速足够大，即使受到建筑物的阻挡依然

能吹走污染空气时（如冷空气南下之时），城市风道的作用也可忽略。
（３）污染源或者污染的空气仅在城市里，城市外的空气质量是好的。如果污染源处于风的上游，有风

时反而会将污染物吹进城市。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降低城市建筑物的高度，还是开辟城市风道，对于提高城市整体通风的效

果都是十分有限的。考虑到无论是对于既有城市的改造，还是新建城市的规划，涉及拆迁和大量占地的

城市风道，其代价将十分巨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城市风道规划和建设之前应全面科学论证其效果。

５　结论

利用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分析了不同粗糙度类别下不同高度处的风速分布，以田野乡村（Ｂ类地貌）和

城市（Ｃ类地貌）为例，分析了城市建筑对风速的影响，并探讨了城市风道的作用，发现无论是降低城市建

筑的高度，还是开辟城市风道，对地 表 附 近 风 速 的 增 大 效 果 都 十 分 有 限；如 果 考 虑 雾 霾 天 大 区 域 内 没 有

风，以及污染源同城市的相对位置等具体问题，城市风道的作用将更加有限。无论是对于既有城市的改

造，还是新建城市的规划，涉及拆迁和大量占地的城市风道，其代价将十分巨大，在其通风效果不明确的

情况下，进行城市风道规划和建设之前，建议全面并科学合理论证其作用和效果。
此外，本文是根据规范内平均风速剖面的统计规律，针对某个区域的整体平均风速进行分析的。但对于

城市而言，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的城市冠层以内的风的运动规律是紊乱复杂的，一般并不符合指数或对数规

律，因此，城市冠层内的紊流风场运动特性对于城市风道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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