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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曼近似解模型在太湖藻类浓度场求解中的应用 

洪晓瑜，逢 勇 

(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利用太湖常规监测点的监测资料，在黎曼近似解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太湖二维藻类生长模 

型．该模型采用有限体积法及黎曼近似解对二维水流水质方程组逐时段、逐单元进行求解，将每个 

时段各个单元 p(TN)Z~p(TP)的模拟值传递到藻类的生长项，从而模拟 出藻类的生长过程．率定验 

证结果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模拟藻类的生长过程 ，并能对太湖水体富营养化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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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沿湖地区工农业的迅猛发展，水体富营养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成为太湖目前面临的主要环 

境问题．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指标是叶绿素a的浓度，而叶绿素 a的产生与 TN和 11P的浓度有密切关系．因 

此，本文应用二维藻类生长模型对太湖水质指标TN和11P以及富营养化指标藻类叶绿素a进行模拟，并对该 

模型进行率定验证，以期对水体富营养化进行预测． 

1 控制微分方程及其积分离散 

1．1 控制方程 

二维浅水方程和对流一扩散方程的守恒形式为 
’ 

t+ + ： ) (1) a 十 a 十 a1， 一l， ， ， 

q=(h，hu，hv，hp)T ，(口)=( ， + ／2，huv，hup)T g(q)=(hv，huv，hv + ／2，hvp)r 

6(口)=(o，gh(S0 一 厅)，gh(S0y一 )， -(Di (̂P))+S／A—r,hp)T 

式中：口—— 守恒物理量；，(口)—— 向通量；g(口)——，，向通量；b(口)—— 源汇项；̂—— 水深； ，l，—— 

向和Y向垂线平均水平流速分量；JD—— 污染物质量浓度． 

1．2 方程离散 

定义矩阵 F(口)=[，(q) g(q)] ，在任意形状的单元 上对式(1)进行积分．利用散度定理，可得有限 

体积法的基本公式⋯1 

lI qtd8：一I F(q)·ndl+ (q)d6 (2) 如 

式中：Jl—— 单元边界a 的单位外法向量；d叫，d卜一 面元积分和线元积分；F(q)·Jl——法向数值通量． 

离散方程(2)并利用 ，(口)和 g(q)的旋转不变性n]，得有限体积法的基本方程为 

A ：一∑ ( )一 ，( ) +A6(口) (3) 
』#1 

式中：，( )叫 (口)的增广矩阵； ——单元第 ．『边的长度；A——单元 的面积；m——单元的边数． 

在单元各边两侧 口(或 )值可能不同，当单元界面上 口(或 )值不连续时，可通过解局部一维黎曼问题 

求得，( )[引． 

1．3 藻类叶绿素 a的求解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求解叶绿素a的基本方程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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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chl—a))
．

a(̂u (ĉZ．a)) a(̂口p(ĉZ．a)) 
。一 =———————一 ．4- ———————— ————————一  —————————————————一 一  

a‘ a d，， 

( ̂ )+ ( )+Sp(chl-a)h P( (4) 
Sp~cu

_。)= l(t)一 l(t)一二D』 l(t)=u 。 ( (t)) (t)) (ID(TN(t))) (ID(TP(t))) 

㈤)⋯p(一 0opt 1) f(L㈤)= f(P(TN㈩))_ 

f(p(TP( )= KI 。R0_2o℃+K。。 

式中：P(chl—a)——叶绿素 a的垂线平均质量浓度；u，口—— ，Y方向垂线平均水平流速分量； ，D —— ， 

Y方向各污染物的扩散系数；sP( 。)——叶绿素 a的转化率； l——藻类生长率；D l——藻类死亡率； 
— — 藻类的沉降率；D——水深；Umax——藻类最大增长率； ( )， ( )，f(TN)， (TP)——温度、光照、氮、 

磷对藻类生长的影响程度； ——温度； 。。 ——藻类生长的最佳温度； ——水面上的光照强度；KlR——藻 

类的呼吸率； lR——系数；KlD——藻类死亡率； ——光的半饱和常数；p(TN)，ID(TP)——总氮、总磷的质 

量浓度；KN，KP——氮、磷的半饱和常数． 

1．4 定解条件 

a．边界条件．(a)流量及水位边界条件：Q=Q0；z=z0．(b)浓度场边界条件：进水边界 P=P0；出水边界 

： 0． 
d 

b．初始条件．水位变幅为0 rn。初始流速为0m／s，初始质量浓度为前一个月的平均质量浓度． 

2 模型的率定和验证 

2．1 水流模型率定 

模型计算离散的网格间距为1 km×1 km，计算域内共有2373个计算单元和2467个计算节点．水流模型 

边界条件由2002年5月出入太湖的实测流量资料确定，初始流速为0m／s，初始水位变幅为0m，风场取太湖 

地区典型风场偏南风 3．5 m／s，计算时间步长取为3 s．比较结果表明，模拟计算所得太湖流场(图 1)在态势及 

流速量级上与实测结果(图2)基本一致．模型基本参数率定成果为：糙率 ／7,=0．02；风应力系数 =0．002． 

图1 3．5m／s东南风持续作用下太湖的稳定流场 图2 太湖实测流场 

Fig．1 Stable wind-driven current field in Taihu Lake Fig．2 Observed current field in Taihu 

under action of southeast wind of3．5m／s 

2．2 水质模型率定 

a．水质边界条件确定．人流边界质量浓度由2002年5月排入太湖的主要污染源排放量确定． 

b．初始质量浓度条件确定．由于太湖不同区域质量浓度相差较大，将太湖划分为 13个初始质量浓度不 

同的区域，各个区域的质量浓度由2002年4月太湖各采样点质量浓度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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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率定结果见表 1，所选用的参数见表 2．从表 1可以看出，计算值与实测值比较吻合
，除了叶绿素 

的计算结果中有 1个测点的相对误差超过 50％外，其余相对误差值均较小，大部分相对误差在 30％以内
． 

表1 2002年 5月各测点 p(1N)。p(11P)。P(ch／-a)实测值、计算值及相对误差 

Table 1 Calculated and observed concentrations an d their relative errors 

of TN- I1P an d ch／-a at each monitoring point for May 2002 

2．3 模型验证 

为了考察该模型对太湖水质状况描述的可靠性，应用 2002年 10月太湖实测水文、水质资料对该模型进 

行了验证．其中：参数值取表2率定结果；水量边界条件由2002年 10月出入太湖的实测流量资料确定；水质 

边界条件由2002年 10月排人太湖的主要污染源排放量确定；初始质量浓度条件由2002年 9月各采样点质 

量浓度资料确定． 

表 2 二维水质模型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2-D water ql】帅 model 

各采样点 ID(cM—a)实测值与计算值的对比结果如图 3所 吾年、60．0『 一实测值 

晨 。 计苎竺 责 较吻合·因此，所建模型 莹 暑E：： 三 能够描述太湖叶绿素
a的时空分布特征． 一 u广 —亨一 —；__一言— ．．言— 

监测点编号 

3 模拟结果分析 11t 3 2oo2年1o月各测点 

由模拟流场(图 1)可知：在太湖西岸形成规模较大的顺时 P(cA／-a)计算值和实测值对比 

针环流，湖体中心及东北部分别形成规模相对小一点的逆时针 Fig·3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and observed 

环流；太湖西部的流速较大，东部及湖中心的流速较小．这与 ch／-a concentratiom for Oct·2OO2 

1960年 6 7月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太湖开展的调 

查结果一致[71． 

从图4可以看出，人湖河道附近污染物浓度较大，并由此向湖心递减，其中湖西部及。梅梁湾水域浓度较 

高，形成明显的污染带．这与实际情况(太湖的人湖河道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及梅梁湾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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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l0 2O 3O 40 5O 6O 70 

x／klu 

(a)p(TN) 

lO 2O 3O 40 5O 6O 70 

X／KIU 

(b)PcrP) 

lo 20 30 40 50 60 70 

x／km 

(c)p(chl-a) 

图 4 3．5m／s东南风持续作用下稳定的浓度场分布 

Fig．4 Stable distribution of concentrations in Taihu Lake under action of southeast wind of3．5m／s 

论 

a．由率定验证结果可以看出，黎曼近似解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太湖富营养化状态，进而可对太湖富营 

养化状态进行预测，为太湖水质管理及对沿湖各企业排污量的定量控制提供合理、有效的依据． 

b．在典型风场偏南风 3．5m／s的持续作用下，太湖西岸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顺时针环流，湖体中心及东北 

部分别形成了规模相对小一点的逆时针环流；太湖西部流速较大，东部及湖中心流速较小． 

c．污染带分布由人湖河道附近向湖心递减，其中太湖西部及梅梁湾水域的浓度较高，污染带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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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algae 

in Taihu Lake、 th Riemann approximate solution model 

HONG Xiao-yu，PANG Yong 

(Col~ge of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Hohai Univ．，Nanjing 210098，Ch／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monitoring data from conventional monitoring points of the Taihu Lake，a 2-D model for algae 

growth in the lak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Riemann approximate solution mode1．In this model，the finite volume 

method and Riemann approximate solution were adopted to solve the 2-D water flow and water quality equations d by 

d for each time series，and the simulated results of ID(TN)and ID(TP)were transmitted to the growth term of algae．In 

this way，the process of algae growth WaS simulated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results with the monitoring data 

shows that the Riemann approximate solu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growth process of algae and thus，forecast 

the eutriphication of the Taihu Lake． 

Key words：Taihu；Riemann approximate solution model；algae growth；field of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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