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6 卷 第 3 期

2 0 0 4 年 5 月

力 学 学 报

A C T AM E C HA I C NA S I I NC A

M
〕
1

.

3 6
,

N o
.

3

M ay
,

2 0 0 4

可侵蚀地表上方含尘大气运动的数值模型
` ’

王柏鼓 陈 强 戚隆溪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北京 10 0 08 0)

摘要 在稀相气固两相流的双流体模型框架下
,

导出含尘大气运动的基本方程
,

其中的源项考虑相间双向祸合

作用 ; 通过对基本方程进行无量纲化
,

求得控制气相和弥散相动力学行为的相似准则
,

包括弗洛德数
、

罗斯贝

数
、

颗粒雷诺数
、

颗粒惯性参数
、

颗粒剪切横移参数
、

颗粒旋转横移参数和沙尘质量载荷率等
.

作为一个模型

问题
,

研究可侵蚀地表上方充分发展湍流大气边界层流动对土壤颗粒的气动卷扬作用
,

其中计及气动阻力
、

萨

弗曼升力和重力等因素的影响
.

为了克服由于沙尘跃移运动轨迹交叉导致流动参数多值性所造成的困难
,

引进

拉格朗 日坐标下弥散相连续方程
.

对两种不同风速和 4 种不同粒径条件下的沙尘运动进行数值模拟
,

给出相

应情况中沙尘运动特性和密度分布剖面并讨论风速和粒径等参数的影响
,

还细致分析了含尘大气边界层中沙尘

与气流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
.

所得的方程
、

准则和方法可以为土壤风蚀和沙尘暴等 自然灾害的预报提供理论基

础
.

关键词 含尘大气
,

气固两相流
,

边界层
,

相似准则
,

数值模型

引 言 出可侵蚀地表上方含尘大气运动的数值模型和典型

算例
.

荒漠化是当今世界 的重大环境 问题之一
,

沙尘

暴是土地荒漠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具体表现
,

又是

加速土地荒漠化的重要过程
.

作为大气与地表相互

作用过程的两个方面
,

土壤风蚀和沙尘暴是特定地

形
、

下垫面和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

这两个方

面是相辅相成的
:

大气边界层将沙尘从地表卷扬到

空中而形成土壤风蚀
; 大量沙尘参与大气的运动则

可能导致沙尘暴的发生
.

风沙运动一直是沙漠地貌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

自 B
agn

d dl l] 以来取得

了不 少进展
,

主要是室内实验与现场观测 以及一

些定量或半定量的分析
,

近年来开始了数值模拟研

究 z[]
,

但对于沙尘运动仍基于单颗粒轨道模型
.

此

外
,

针对沙尘暴现象
,

大气科学学者亦通过数值模

拟手段研究了沙尘的热力影响
、

辐射效应
、

传输扩

散过程和动力机制等 s[]
,

这些工作多是采用将沙尘

的辐射或扩散因子嵌入现有气象学模式的方式
,

针

对个例进行分析计算的
,

在与实测结果比较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
,

但它们都是单流体模型
,

只是处

理沙尘相对空气的扩散
.

本文将从稀相两相流理论

出发
,

针对土壤风蚀和沙尘天气等问题的特点
,

给

2 0 0 2一 1 2一 2 9 收到第 i 稿
,

2 0 0 3一 1 1一 0 3 收到修改稿
.

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1 9 9 7 2 0 6 9 ) 和重点基金资助项目 ( 19 8 3 2 0 6 0 )
.

1 含尘大气运动的基本方程

气象条件下 的含尘大气是一种稀相气固两相体

系
,

即使在沙尘暴这种灾害天气下
,

其中沙尘体积

分数亦远小于 1
,

因而可以认为固相是一种零应力流

体
,

而且气相对固相的作用力和传热等于气体对单

球作用的线性叠加
.

对于沙尘天气过程
,

通常不会

发生相变和化学反应
,

因此只需考虑相间的动量和

能量交换
.

一般而言
,

气固两相间的作用力包括气

动升 力和阻力
、

aS ff n l a n
力

、

M ag n u s 力
、

压力梯

度力
、

B as se t 历程力和表观质量力等等 [’]
,

在含尘

大气运动情况下
,

后 3 种力可以忽略不计
.

其他的

基本假定则为
:

(l) 颗粒是具有相同粒径 *d 和质量

7n
*

的刚性球体
;

( 2 ) 颗粒的布朗运动和相互碰撞忽

略不计
;

( 3 ) 空气满足完全气体的状态方程
.

这样
,

基于双 向祸合双流体模型
,

在跟随地球一起旋转的

局地直角坐标系中
,

描述含尘大气运动的基本方程

为 (这里
,

下标
S
表示沙尘固相参数

,

上标
*
表示有

量纲物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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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固相

其中 V又= 矿 该+ 犷 j 为水平速度 “ 和 j 为水平方向

的单位 向量 )
,

k 为垂直方向的单位 向量
,

矿 为空

气钻性系数
,

而修正因子 D 和 H 表示颗粒滑移雷

诺数 R 。 。
= p

*

*d {v
*
一 v 套}/矿 为有限值的效应 0[, 7 ]

.

引入下列无量纲参量

口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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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
*

和 *v0 为所研究 问题的特征长度和速度
,

尤
。

为沙尘相密度 的参照值
.

这时
,

修正因子 D ( R c 。

) 和

H ( R o 3 ,

R e 。
) 中的两个雷诺数可表达为

、

、q一
了

t

、.leseses、.....t少

方程 ( l) 和方程 (2 ) 中
,

扩
,

矿 和 V
*

为压力
、

密度

和速度矢量
; E一

v
· ’

/ 2 + 犷 : ·
十 C T

·

为比总能

(其中
: `

为高度
,

C广为定容比热 ) ; *g 和 口
*

为

重力加速度和地球 自转角速度矢量
;
厂 为空气豁

性所导致的内摩擦力
; Q

,

为辐射等外界的加热通

量 ;
式 和 叮 为单个球形沙粒承受的空气作用力和

热流
.

与无尘大气的情况类似
,

这组基本方程可以

描述含尘大气中各种尺度的运动
,

在不同情况下可

以对基本方程作不同的简化
.

例如
,

分析 自由大气

运动时可以忽略内摩擦力
,

分析近地边界层运动时

可以忽略科氏力
.

对于无尘大气
,

气相方程就还原

为通常 的大气运动基本方程 同
.

R e 。
= }V 一 V

s

}R eo

R e 。 = (d
*

/ 4 L
*

) l口环
`

/口
:

IR
e 。

其中 R e o = 川军 d
*

/矿 为颗粒雷诺数
.

这样
,

弥散

相的无量纲动量方程取下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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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含尘大气运动的相似准则

控制含尘大气运动的动力学相似准则可以通过

对基本方程进行无量纲化求得
.

这里首先讨论沙尘

运动的相似准则
,

对于实际的天气系统
,

将空气按

不可压缩流体处理
,

而且考虑沙尘颗粒承受的作用

其中 斤 和 ` 分别为地球 自转轴线和颗粒旋转轴线方

向 匕的单位矢量
.

根据方程 ( 4 ) 可知
,

控制沙尘动力

学行为的相似准则有
:

(l ) 弗洛德数 F : = *v0
2

/ g
·

*L
,

它表征沙尘惯性力与重力之比
.

当 F : 》 1 时
,

重力

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

( 2 )罗斯贝数 R 。 = 嵘 /*f *L (这

里科氏参数 f = 2刀 S in 甲 或 2刀 c
os 司

,

它表征沙尘

惯性力与科氏力之比
.

当 R 。 》 1 时
,

科里奥利效应

可以忽略不计
.

( 3 )颗粒雷诺数 R e 。 = 矿*vo d
`

/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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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征沙尘实际承受的气流拖曳力和剪切横向力对

t S ok es阻力和 Sai ffn an
力的最大偏离

.

(4 )颗粒惯性

参数 尽 =(1 /15 ( )户母加
*

( )d
*

/L
*

)R。 。
(这里 戒为颗粒

材料密度 )
,

它表征沙尘惯性力与气流拖曳力之比
.

当口《 1 时
,

沙尘的惯性可以忽略不计
.

( 5 )颗粒剪

切横移参数
、 二 (7T / 9

.

6 9 )( 对/矿 )( d
·

/*L )
` /“ R姑/ “

,

它

表征沙尘惯性力与 S a ff l l l a n
力之 比

.

当
、 》 1 时

,

S a iff l l a n
力可以忽略不计

.

(6) 颗粒旋转横移参数

x = (3 / 4 ) (此/矿 )(*v0 /。
’

L
*

)
,

它表征沙尘惯性力与

M ag im
S
力之比

.

当 x 》 1 时
,

M ag n us 力可以忽略

不计
.

在这些相似准则 中
,

前两个参数 (F
: 和 R o)

和气相运动的相似准则完全相同
,

它们与地球的引

力和 自转效应相关
.

其余 4 个参数则是含尘大气运

动特有的
,

与气固相间相互作用相关
.

此外
,

含尘

大气系统中空气的动力学相似参数亦取决于关于两

相体系的模型
.

当忽略固相对气相 的影响时
,

气相

运动的相似准则仍可采用气象学惯用的动力学参数

(如弗洛德数 F : ,

罗斯贝数 R 。 ,

基别尔数
: ,

泰勒

数 T 和雷诺数 R 。
等 )

,

其推导过程不再赘述 囚
.

当

需要考虑气相运动受弥散相影响时
,

从方程 ( l) 不

难看出
:

控制气相运动 的相似准则无非是再增加沙

尘质量载荷率 a = 尤
。

/矿 以及弥散相的无量纲动力

学参数 口
, 、 ,

义和 R e 。
等

.

向上
,

对于强风和阴天时的中性层结大气边界层

平均风场风速廓线由下式给定

u

一葵
In 犷土丝 、5 )

八 场

其中
,

矿 为平均风速
;

畔 一 、
俪石

不为摩阻速度 ;

K 为卡曼常数 (一般情况下均取 K = .0 4 )
;
弱 为

粗糙度参数
.

引入下述无量纲量

( 6 )

、 ...̀几了.les夕

成一呢

矿一畔一一
一一n锐

*S一*
`犷砂

=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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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
’

= m
` 二

} / 3 7r d
`

矿 为基于摩阻速度的颗粒速度

弛豫长度
,

嘴 == N
`

/好 为颗粒数密度参照值 (N
’

为地表处垂直向上沙尘输运数通量 )
.

将风速廓线 ( 5 )

无量纲化后得到

一补小
十

1) (7 ,

3 含尘大气表面边界层流动结构的数值模拟

风沙运动主要发生在近地面的大气表面边界层

内
,

作为一个模型问题
,

现考虑广阔平坦裸露沙地
,

大气中的风将沙尘由地表卷扬进入空中
,

形成含尘

大气表面边界层
.

本文集中考虑气动卷扬特性
,

即

颗粒在驱动风场气动力作用下的卷扬
、

运动及其在

跃移过程中从大气中获取的动量等
.

一般而言
,

近

地边界层中大气运动具有明显的湍流性质
,

但是由

于沙尘密度远大于空气
,

其惯性作用使得沙粒难以

对高频的气流脉动产生响应
,

因此在考虑相间作用

力时
,

只计入气流的平均运动所产生的气动阻力和

s a f f l l l a n
力

.

另外
,

当固相质量载荷率很小时可采用

单向祸合模型
,

即气相流动可由动力气象学理论直

接得到 s[]
:

在充分发展的大气表面边界层中
,

平均

J戏速随高度的变化近似于对数分布
,

风向亦不随高

度变化
.

这样
,

可在 已知的风场条件下求解给 出沙

尘的运动特性及其密度分布
.

由于本文计及 S a ff l l i a n
力和重力对颗粒运动的

影响
,

大气边界层中沙尘颗粒可能以跃移方式运动
.

这样
,

颗粒轨道交叉导致了 E ul er 坐标下固相运动参

数的多值性
.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
,

本文在 L ag
r
an ge

坐标下描述固相拟流体的运动
.

众所周知
,

流体力学

的 L a g ar n g e
观点是跟随着流体微团来研究其运动特

性的
.

这就是说
,

我们着眼于每个初始时刻位于地表

并在大气边界层剪切作用下从地表卷扬出来的固相

拟流体微团
,

研究它们在气动阻力和 S a fl h l a n
力 (还

有颗粒本身的重力 ) 共同影响下的运动轨道
,

并给出

沿着各 目迹线的速度
、

密度等场量
.

在 L ag ar gn
e 坐

标下
,

每个颗粒微团在流场 中的位置和速度分别用

(式
,

或 ) 和 (嵘
,

嵘 ) 来表示
,

它在地表的初始位置为

哺
,

从地表开始沿其轨道运动的时间为 犷
.

这些参

量的无量纲化的方式仍采用式 ( 6 ) 形式
,

而无量纲

时间则为 才 = 亡
`

略l/
’

·

这样
,

无量纲的固相运动方

程为

二 (
。 一 。 ,

)D

_ 1 / a u 、

二 一刃
二

刀 + 一 l一 ,
凡 \口夕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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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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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一一

七一hd一hd一dd一(d一(d一̀

.3 1 控制方程

若取平均风速的方向为 *x 轴
,

犷 轴垂直地面

此时连续方程取下述形式

n s

}J !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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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为坐标变换 J ac ob i

梦
。

)

行列式

a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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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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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U s
不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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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给出了两种不同起跳速度下各种粒径沙尘

运动的高度 h 和距离
,

.

若规定跃起高度小于颗粒

半径时属于蠕移
,

本文结果表明在所考虑的粒径范

围内
,

起跳速度满足 % 。 、 0
.

1 条件沙尘便能卷扬进

入空中运动
.

图 1 给出一些典型的沙尘运动轨迹
,

它们皆在

弱 二 0 .5 m m 及 vs 。 = 0
.

1 的条件下得到
.

由图中可

以得知
:

( l) 在强风条件下
,

当沙尘尺寸为 1尸m 量

毋一创

对于充分发展 的边界层 问题
,

口,
。

/a
x o 三

口 x ,

/ a x 。 三 1
.

因此有

( 10 )

O 和

( 1 1)
1一讥

一一S几

相应 的初始条件则为
表 2 30 m /

s
强风条件下沙尘运动轨迹参数

t = o : x ,

= x 。 ,

军
占

= o
, 。 。

= o
, v ,

= v s 。
( 12 )

T a
b l e Z

d /拜m

rT aj
e e t o r y P a r a m

e t e r s o f P a r t ie le s a t

w i n d s p e e d 3 0 m /
s

v s o = 0
.

0 1 v 日。 = 0
.

1

h /科m s
/拼m h /拼m s

/拼m

1
.

0 8 x 1 0一 1

4
.

1 8 x 1 0 0

7
,

4 8 x 10 0

7
.

5 0 x 10 0

1
.

l l X

9 5 9 X

7石 3 X

7石 I X

4
.

1 7 x 10 1

4 3 0 x 10 3

1
.

3 4 x 10 4

1
.

1 0 x 10 3

01工220000
11J .1111.14

.

2 0 x 1 0 一 1

2刀5 x 1 0 1

1 0 6 x 1 0 0

4 7 5 x 1 0 一 2

110100500

其中
,

妈。 是沙粒在初始时刻的法 向速度 (即初始

起跳速度 )
.

不难证明
,

当取 l
*

作为流动特征长度 L
*

时
, 、 = (二 / 3

.

2 3 ) ( 2户尽加
*

)
` / 2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里的

L ag ar gn
e
方法是跟随每个流体微 团而求解沿其迹线

的流动特性变化
.

颗粒跃移运动与通常流体运动的

不同之处在于颗粒微团迹线有交叉
.

本文计算显示

在每个场点处有两条轨道交叉
,

这表示了固相流场

中运动速度具有双值特性
.

在计算固相数密度时
,

必

须将通过该场点的
、

分别位于轨道上升支和下降支

的两个微 团的数密度 (它们均可由式 ( 1 1) 给出 ) 叠

加起来
.

3
.

2 结果与讨论

研究平均风速和粒径对沙尘运动特性和密度分

布的影响
,

计算中考虑了高度 10 m 处平均风速 ` 要

为 30 m s/
,

10 m s/ (相应的摩阻速度值为 畔 一 L 21
,

0
.

4 0 4 m /
s
)

,

沙尘直径 d
*

为 l
,

20
,

10 0
,

5 0 0扭m ) 的 8

种情况 (取沙尘与空气材料密度比 p旦/矿 = 2 5 00 )
,

表 1 列出相应条件下特征长度 *l 的数值
.

本数值模

拟表明
:

对于充分发展的大气边界层
,

沙粒必须具有

一定的初始起跳速度 vs 。
才能进入跃移运动

.

与撞

击卷扬情况的起跳速度相 比 (一般为摩阻速度的量

级 )
,

气动卷扬时由于计及大气边界层剪切效应
,

其

起跳速度可以减小一个量级
,

这说明边界层的剪切

作用是颗粒气动卷扬的主要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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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的沙尘运动轨迹

F ig
.

1 T y p i e a l p a r t i e l e t r aj e e t o r i e s

110100500



第 3 期 王柏鼓等
:

可侵蚀地表上方含尘大气运动的数值模型 29 6

0
.

0 05 0
0

.

0 0 8
0 0 01 0 0

.

0 01 5

, -门 0
.

0 0 8

0 O( 〕6

—
3o m /

s

-

一 l o m /
s

0
.

0 0 6

气

0
.

(;旧 4 0
、

0 0 4

。
·

00 2匕
,

一
飞

~ . 、

.

0
.

0 5

(
e
) d

*

0
.

0 0 2

- 习

一
山 - ,

一一
~ ~ J O

0
.

10 0
.

1 5

= 1 0 0 拜m

Z E
一

0 6 3 E
一 0 6

0
.

0 0 0 3

4 E
一 0 6

一 - 门 0
.

0 0 0 3

—
3 o m /

s

-

一 10 m /
s

0 0 0 0 2

气
0

.

0 0 0 2

0
.

0 0 0 1 0 0 0 0 1

0 0
一

0 0 0 1

l 、

0
.

0 0 0 2

X

0 0 0 0 3

一 ` 泛 J O

0
.

0 0 0 4

(d ) d
*
二 5 0 0 拼m

图 1 典型的沙尘运动轨迹 (续 )

F 19
.

1 T y p i e a l p a r t i e l e t r aj e e t o r i e s
(

e o n t in u e d )

级时
,

由于 S a iff l l a n
力作用卷扬到大气后沉降过程

十分缓慢
,

沙尘运动以悬移为主 ; (2 ) 对于相同的风

力
,

随着粒径的增加
,

重力作用的增强
,

沙粒将以跃

移的形式前进 ; ( 3 ) 对于相同的粒径
,

随着风力的减

小
,

气流剪切减弱
,

S a iff l l a n 力效应降低
,

沙尘跃移

的高度和距离明显减小
.

本文计算表明
:

在没有计

入湍流扩散效应的情况下
,

即使有 30 m /
s 的强风

,

粒径 10 拼m 以上的沙尘亦无法维持悬浮状态
,

沙尘

运动将以跃移为主
.

比较表 2 和图 1 中的计算结果显示了在同样的

风力作用下
,

10 0 # m 沙粒跃移的高度和距离最大
.

这表明
:

在所考虑的风力范围内
,

沙尘粒径在 100 拼m

量级时与大气的动量交换最有效
.

这一点对于预报

土壤风蚀十分有意义
,

因为沙尘跃移是导致土壤风

蚀的重要机制
,

而土壤风蚀又是沙尘暴形成的必要

条件
.

在这类现象中
,

跃移粒子必须从气流中获得足

够的能量
,

才能在落地时将其能量传递给下游的颗

粒使之起跳
,

这样地表沙尘颗粒的跃移运动便能持

续不断地进行
,

从而形成土壤侵蚀
,

或者在一定的

气象条件下形成沙尘暴
.

当然
,

在这个演化过程中
,

开始以气动卷扬为主
,

达到平衡时则以撞击卷扬为

主
.

这里留下的问题是
,

第一批跃移颗粒是如何产生

的 ? 本文的结果表明
,

在充分发展大气边界层中
,

地

表中沙尘要有一定的起跳速度才可能在 S a iff l l a n
力

作用
一

F卷扬到一定的高度
,

尽管此速度很小
,

但它

只能在上游颗粒的跃移撞击作用下获得
.

因此
,

人们

尚需寻找其他机制来解释跃移起始问题
,

如 wa
n g 0[]

等关于运动阵面诱导的边界层的工作曾表明颗粒可

完全凭借 S a iff l l a n
力而形成气动卷扬

,

此时起跳速

度可以取为无穷小
.

表 3 给出在强风条件下不 同粒径沙尘落地末

速度的水平和垂直分量 (
u 。

和 v 。

)
.

这些结果表明

100 拼m 沙粒在完成跃移运动过程中从气流中吸收了

相当的能量
,

其落地末速度比起跳速度高一个数量

级
,

因此可能撞击更多的颗粒起跳并在 S a ff ll l a n
力

作用下卷扬进入空中
.

比较而言
,

粒径更小 (如微米

表 3 3 0 m /
。
强风条件下沙尘落地末速度 。 : ,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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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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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或更大 (如毫米级 ) 的沙尘从气流中获取的能量

均小得多
,

它们的跃移运动则难以为继
.

表 4 给出了地表粗糙度对沙尘运动有明显的影

响
,

其中风速 呱
= 30 m /

s ,

而起跳速度 vs 。 = 0
.

1
.

表 2~ 表 4 的数据表明
,

随着粗糙度的增加
,

沙尘的

跃移运动受到越来越大的抑制
.

这一结果从力学机

理上阐明了建草方格
、

种灌乔木等防沙治沙工程措

施的有效性
,

因为它们改变了下垫面的性态
,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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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粗糙度参数情况下沙尘运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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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气边界层中沙尘数密度的剖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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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表粗糙度
.

图 2 示出大气边界层中沙尘数密度的剖面分

布
,

其中横坐标为无量纲数密度的倒数
.

由图中结

果可以得知
:

( l) 沙尘密度在地表处最小
,

随高度

的增加而增加
,

在沙尘运动轨迹包络线处趋于无限

大
,

在包络线上方则为零
;

( 2 ) 沙尘密度的分布形式

与沙尘的粒径 (或运动特性) 相关
.

对于以悬移为主

的微尘
,

分布基本上是均匀的
,

仅在毗邻包络线处

的薄层内急剧增加
.

随着粒径的增加
,

该分布越来

越偏离均匀形式 ; (3 ) 随着风力的减小
,

地表处无量

纲数密度的数值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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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稀相气固两相流的双流体模型框架下
,

导 出了含尘大气运动的基本方程和相似准则
.

作为

一个模型问题
,

分析了可侵蚀地表上方充分发展大

气边界层流动导致的土壤颗粒气动卷扬
,

其中计及

了气动阻力
、

S a ff l n a n
升力和重力等因素的影响

,

并通过引进拉格朗 日坐标下沙尘相连续方程
,

克服

了由于沙尘跃移运动轨迹交叉导致流动参数多值性



第 3期 王柏彭等
:
可侵蚀地表上方含尘大气运动的数值模型 27 1

所造成的困难
.

本文对两种不同风速和 4 种不同粒

径条件下的沙尘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
,

给出了上述

各种情况中沙尘运动特性和密度分布剖面
,

并分析

了含尘大气边界层中沙尘与气流之间的传递过程
.

本文的方程
、

准则和方法可以为土壤风蚀和沙尘暴

等 自然灾害的预报提供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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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 e r o v e r a n e r o d ib l e s u r fa e e a r e s t u d ie d a n d t h e a e r o d y n a m i e d r a g a s w e l l a s t h e S a ff l l l a n li ft i n g a n d g r va i t y

fo r e e s a r e e o n s i d e r e d
.

OT
o v e r e o m e t h e d i iff e u l t i e s a s s o e i a t e d w i t h t h e n o n 一 u n i q u e n e s s o f t h e fl o w p a r a m e t e r s

d u e t o t h e i n t e r s e e t i o n o f P a r t ie l e t r aj e e t o r i e s ,
t h e e o n t i n u i t y e q u a t io n o f t h e d i s p e r s e d P h a s e 15 i n t r o d u e e d i n

t h e L a g r a n g i a n e o o r d i n a t e s
.

T h e m o t io n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e s a n d e o n e e
nt

r a t i o n d is t r i b u t i o n s o f t h e d i s P e r s e d p h a s e

a r e s im u l a t e d n u m e r i e a l l y a t t w o d i ffe
r e

nt w i n d s p e e d s a n d fo u r d iffe
r e

nt P a r t i e l e s i z e s a n d t h e e
ffe

e t s o f w i n d

ve lo e i t 3
厂 a n d d u s t s i z e a r e d is e u s s e d i n d e t a i l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a l

·

e a l s o r e le
va nt t o t h e e n e r g y e x e h a n g e p r o e e s s

b e t w e e n t h e t w o p h a s e s i n t h e a t m o s p h e r i e b o u n d a r y l a y e r
.

T h e e q u a t io n s , e r i t e r i a a n d m e t h o d m叮 b e u s e fu l

in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s o m e n a t u r a l d i s a s t e r P h e n o m e n a s u e h a s 从 i n d e r o s i o n a n d s a n d
一

d u s t s t o r m
.

K e y w o r d s d u s t y a t m o s p h e r e ,

g a s 一 p a r t i e l e fl o w
,

b o u n d a r y l:心 e r , s i m i la r i t y e r i t e r io n , n u m e r ie a l m o d e li n g

R f e e i v e d 2 9 D e e e m b e r 2 0 0 2
,

r e v i s e d 3 N o v e m b e r 2 0 0 3

1 ) T h e p r o j e e t s u p p o r t e d b y t h e N a t io n a l N a t u r a l S e i e n e e

OF
u n d a t i o n o f `〕h i n a

( 19 9 7 2 0 6 9
,

1 9 8 3 2 0 6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