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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年來隨著環保意識的抬頭，人們開始重視健康及居住環境品質，都市裡的

空氣污染問題逐漸成為關注的目標。此外，臺灣大大小小數十個工業區內，無論

是工廠產生之排放物或是異常事件造成之洩漏等污染排放，對於園區內之人員及

周圍居民健康的影響，也是不容忽視的議題。一般用來評估上述種種問題的方法，

大致可分為理論推導、實場監測、風洞實驗及數值模擬，早期在進行研究時，以

理論推導與風洞實驗為最主要之方式，而數值模擬則因受限於電腦的運算速度，

能應用的範圍受到許多限制。直至近年來由於電腦技術的快速發展，在運算能量

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計算效能與可處理問題之複雜度皆已達符合實際應用之水準，

使得過去需要耗用大量資源，甚至難以進行的模擬都成為可應用之對象，計算流

體力學模式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於風環境中之模擬案例亦逐年

增加。本文中將藉由開源之計算流體力學模式「OpenFOAM」，研究於複雜建築

環境下，風場及污染物擴散所受之影響。 

探討尺度介於為數百公尺至數公里，如都市及工業區等議題時，建築物之幾

何形狀對於環境風場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尤其在繁榮的都市中，大量高樓建築對

於風的流動形成干擾，高樓與高樓間之風道、或是建築物群中之街道等都會對風

場產生加速的作用 (Dutton et al., 2005)，這些影響可能使得污染物容易累積於特

定區域，而過高的風速則容易使行人之舒適度受到影響，因此在進行此類議題的

探討時，將建築物的影響納入為一件相當重要的事項。CFD 是一種對於模擬複

雜的地形地物，掌握複雜流場具有著良好效果的工具，藉由 CFD 分析行人風場，

可迅速且精準的分析各建築物對整體風場之影響。因此，無論是於開發階段對於

建築物的先期評估、環境風場的現況了解、行人舒適度的評估改善方式，或是污

染物傳輸行為的掌握，皆非常適合以 CFD 作為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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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簡介及建置 

環境風場的特性，在於建築物周圍的流況相當複雜，建築物的幾何形狀會直

接對風場造成影響，因此模擬時應同時包含主建物及其周遭的鄰近建築。於實際

模擬時，為確保鄰近建築之影響有被納入模擬中考量，常需將模擬域擴展至百公

尺至公里之較為寬廣的大小。而為精確模擬風場現象，所使用之網格又必須足夠

解析地形地物之幾何形狀及各式風場現象，寬廣的模擬域與高解析度之網格配置

兩者之因素導致將可能產生數量龐大的網格，如此數量的網格不僅提高模擬的困

難度，也會增加前後資料處理的時間。因此，模式本身的強度，以及對於各種資

源的支援及使用上的效率與便利性也成為選擇模式的重要關鍵。 

本文中採用之 CFD 模式為「OpenFOAM」，為國內外著名之計算流體力學軟

體，模式擁有涵蓋廣泛領域的物理計算模組，本身也包含資料之前處理、後處理

工具，由模擬開始前地形、建築之幾何資料導入、網格劃分建構，以及模擬完成

後之資料分析及可視化皆有完整工具可以支援，而由於其本身開源之特性，使用

者可依自身需求發展、修改模式功能，也常有使用者開發特定領域上的功能後公

開分享，供其餘使用者參考。模式原始之開發及運行環境為 Unix 系統，也有部

分社群開發維護的分支可以於 Windows 系統上安裝使用，可依使用者之需求決

定要於何種系統上使用，若需進行功能開發或是取用社群分享之套件，建議以

Unix 作為開發環境較為適合。 

2.1 前處理及網格建置 

應用CFD模式於風場分析的模擬流程

可參考圖 1.1，模擬開始前之資料前處理工

作為整個模擬流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其

中包括網格模型建立、初始、邊界條件設

置等。如何建立出品質良好的網格為 CFD

模擬中一件重要的工作，品質不佳的網格

將導致模擬之不確定性提升，甚至造成模

擬結果的發散而無法獲得答案，可說網格

模型之品質對於後續模擬結果成敗有著決

定性的影響。案例之幾何形狀越複雜，網 圖 1.1 環境風場模擬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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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模型的建立越困難。複雜案例之處理，首先需準備好幾何形狀描述檔案，經網

格工具讀取、編修幾何形狀後產出網格，再匯入模式進行模擬。OpenFOAM 除

可直接導入市面上常見之網格工具產生之網格外，本身內建模組 SnappyHexMesh

也可用來產生網格。在產生網格的過程中，可設定預期生成之網格配置，也有區

域劃分、局部加密、漸進加密、平滑處理及品質控管參數等功能，亦可直接對產

出之網格進行品質檢測及分析，檢測項目包含長寬比 (aspect ratio)、非正交性 

(non-orthogonality)、偏斜 (skewness)等檢測網格品質之參數，品質良好之網格可

直接供 OpenFOAM 模式運算使用。若分析結果發現產出之網格品質不符需求，

可鎖定品質不佳的網格群處理，或再回到前端藉由修改幾何檔案及網格配置參數

調整網格品質。 

2.2 物理模組 

OpenFOAM 擁有許多物理模組，除基本的勢流、純量傳輸等求解器外，在

模擬穩態/非穩態流場 (steady / unsteady state）、可壓縮/不可壓縮流 (compressible 

/ incompressible flow）等不同情境時，由於統御方程式的不同，在 OpenFOAM

裡也分別建立著獨立的求解器，在一般情形下，環境風場的問題大多符合不可壓

縮流之假設，因此可直接選擇不可壓縮流之求解器。而要進行穩態模擬與非穩態

模擬之決定，則應考量案例是否需受時間變化影響結果，若關注的案例對於時間

變化並不敏感，則適合選擇穩態流場。此外，流體依運動方式可分為層流及紊流，

環境風場中大多數情況皆屬於紊流，於計算流體力學中，紊流流場是以紊流模式

進行模擬，例如直接求解法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NS)、k-ε模式、大渦

模擬(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等，其中 DNS 為目前最精準之解法，但於實際

應用上因解析至最小紊流尺度之計算資源過於龐大，以目前之電腦運算能量來看，

能夠使用之場合仍然相當有限。 

k-ε模式假設渦流的尺度與紊流動能 k 以及消散率ε有關，以時間平均的連

續方程式及 N-S equation，配合包含紊流動能 k 與消散率ε之控制方程式解出紊

流流場。LES 模式則是直接求解大於網格尺度之渦流，而小於網格的部份則以

次網格模式(Sub Grid scale model, SGS)模擬。後兩者各自擁有數量眾多的研究及

應用案例，LES 模式對於紊流流場之掌握相對於 k-ε模式來說較為精準，但所

耗費之資源也較多。除上所述外，尚有許多紊流模式，常見之紊流模式於

OpenFOAM 內皆有模組可使用，應用時應依據所需之精準度、時間效率及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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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等考量，挑選適當的紊流模式來做使用。 

2.3 邊界條件 

CFD 模擬中另一項關鍵為邊界條件，邊界條件反映著模擬區域外部的流場

環境，並且會影響整個內部流場的流動，因此所選擇的邊界條件必須合乎實際的

物理規則，否則將導致計算結果無法收斂，或是計算出不合理的流場。例如在模

擬域中只給定入流邊界及牆面而沒有給定任何流出口，在這種不合理情境時，計

算結果將會發散。通常的設置中會包含入、出流口以及牆面，邊界條件的性質常

以指定速度、壓力或其梯度的值來設定。在風場案例中，入流口的邊界常使用指

定速度值的方式，配合風剖來給定不同高度上的風速值，出流口的邊界則常設定

為自由流出或定壓力。此外，給予邊界適當的位置也相當重要，若邊界距離流場

內結構物過近，周圍受建築物影響之流場可能無法充分發展就觸及邊界而干擾模

擬結果，於環境風場的模擬中，側向及頂部邊界建議應距離主要建築物高度五倍

以上距離 (Mochida et al., 2002; Shirasawa et al., 2003），而下游出口邊界應距離主

要建築物高度的十倍以上距離 (Tominaga et al., 2008)，才可使影響降至最低。 

2.4 後處理 

後處理的部分主要分為資料分析與繪圖，模式本身可依指定座標配置測點，

取出速度、壓力等數值結果，進行時序分析等處理，進一步的功能也有許多使用

者開發之輔助程式進行資料分析與再應用。繪圖方面，模式整合同為開源軟體的

ParaView，常見之商用軟體Tecplot、Ensight等亦可配合OpenFOAM之數據格式，

使用上相當容易即可繪製出等值線、面、向量、流線或是動畫類影像，以視覺化

的方式，由各面向呈現流場細部，將更完整之資訊提供給後續的研究分析使用。 

 

三、 模式驗證 

至今已有許多研究對於 OpenFOAM 計算之準確度進行驗證 (Vranckx et al., 

2013; Miao et al., 2014)，為進一步了解應用於環境風場領域之適用性與風場特性，

且確保模式建置無誤，本文將以於建築物影響下之環境風場為主題進行驗證。驗

證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建築物周圍風場之驗證，第二部分則是複雜建築

區域內之流場情形驗證，將上述兩案例之模擬結果與測量值進行比對，證明模式

計算之準確性，並了解誤差可能產生之原因。 

3.1 案例驗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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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驗證的部分首先採用 Ishihara (1998)之實驗數據，其設置為將一長、寬、

高比值為 1:1:2 之高層建築物放置於平面上，上游以隨高度變化之風速入流，建

築物周圍之三維風速以探針測量，此案例可反映出風場經過結構物後受其干擾所

產生之影響，因此相當適合用於檢驗數值模式。模擬設置（圖 3.1）參考實驗數

據，設定建築物之長與寬 b = 0.08 公尺、高度 H = 0.16 公尺，並將兩側及垂直方

向之邊界延伸至建築物高度之五倍以上，下游側則延伸至建築物高度之十倍以上，

且阻塞比小於 3% (Tominaga et al., 2008)，避免建築物周圍流場受到邊界的影響，

入流風速依實驗測量值，依高度設置風速剖面（圖 3.2）。圖 3.3 為模擬結果與實

驗數據比較，可看出於風剖中低於建築物高度之部分，因受建築物影響，於前方

即開始產生變化，高層風則仍可維持風速，至建築物後方時，由於尾流現象的影

響，風速呈現降低甚至向前迴流之情形，隨著逐漸遠離建築物至下游，風速剖面

漸漸回復初入流時之狀態。實驗數據及模擬結果之比較結果顯示模式於掌握建築

物周圍之風場速度分布情形相當精準。 

  

圖 3.1 模擬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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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風速剖面 

 

圖 3.3 CFD 模擬結果與實驗值比較 

3.2 案例驗證（二） 

第二部分以較複雜之情境做為驗證，參考 Yoshie (2005)對於都會區建築物群

之風場研究之實驗數據，實驗之尺度為 1/400，主建物位於流場中央（圖 3.4），

長、寬為 62.5 mm，高 H=250 mm，周遭之低矮建築物之長、寬為 100 mm，高

度為 25 mm。測量點之位置分布於主建物四周（圖 3.5），測量高度距地面 5 mm 

（實際之 2 m 高處），主建物高 H=250 mm 處之風速 UH=6.61 m/s，實驗採 0°、

22.5 °及 45 °三個風向，分別測量該風速下各測點之風速值。CFD 模擬設定參

考實驗設置建立模擬域及建築，模擬域之長、寬、高皆為 1.8m，水平方向建立

均勻網格，垂直方向網格由頂部向下逐層加密，目標區域再以局部加密方式提升

網格解析度，以主建物及周圍鄰近區域最密，外圍較疏，總網格數約 296 萬，網

格配置如圖 3.6、圖 3.7。上游風速邊界依實驗量測之風速剖面設置，下游側設定

為零梯度之開放邊界，側向及頂部邊界為自由滑移邊界，建築物之表面及地表則

以壁面函數設定。各風向之模擬結果皆為收斂時之答案，模擬與實驗值之比較結

果如圖 3.8，圖中橫坐標為各測點之編號，縱座標為測點之風向與 UH之風速比，

其中風速較強之區域中以點 48、51 之風速差異最大，約為 25%，其餘各點之差

異皆於 15%以下，差異較明顯之區域主要發生於建築後方之尾流區。整體來看，

各風向模擬值之趨勢皆與量測資料相符，0、̊22.5 ˚及 45 ˚風向下之平均偏差(Mean 

Bias)分別為-23%、-20%及-15%，CFD 之模擬結果相較於實驗值略有低估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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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建築物配置（紅色為主建物） 

 

 

圖 3.5 測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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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網格配置（俯視） 

 

 

 

圖 3.7 網格配置（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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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CFD 模擬結果與實驗資料比較 

（紅線為 CFD 模擬結果、藍線為實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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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行人風場模擬 

行人風場 (Pedestrian wind)一般指離地 1.5~2.0 公尺處，為人於路上行走高

度的風場，於此高度中風場容易受該區域的地形、道路與建築物之幾何形狀配置

所影響，在某些風速情況下有時會使行人感覺到不舒適、干擾活動，在風速更高

之情況下甚至會造成災害，因此評估建築物對於風場之影響為一重要課題。行人

風場的評估主要是了解該處建築物對其周遭各個重要場所、人群路經、聚集地點

及所有可能受影響範圍之區域內的風場影響，尤其在建築物興建、改建前、後對

於該地風場狀況之差異。本研究中以位於新北市之新建大樓做為實際案例，以計

算流體力學模式模擬之方式分析行人於此區域活動之舒適度所受到的影響。 

4.1 氣象資料分析 

臺灣位處北半球東亞季風氣候區，一般而言，夏季吹西南季風，冬季吹東北

季風，但因地形不同等因素致各地風向及風速有著局部性差異。統計十年內（2004 

– 2014）之風場資料，臺北地區全年之盛行風向為東風（圖 4.1），而以冬、夏季

來看，冬季盛行風向與全年相同，皆為東風，夏季之風向則以東風至南風為主。

以風速進行分析，各月之平均風速介於 1.8~3.1m/sec 之間，年平均風速為 2.5 

m/sec。 

 

 

圖 4.1 中央氣象局台北站各風向發生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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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行人風場舒適度評估準則 

評估行人風場之舒適度，需考量之因素包括風速、行人活動方式及評估場所

特性，許多研究提出不同的行人風場舒適度評估標準。以風速來說，在不考慮溫

度、濕度、噪音等其他條件的情形下，風速越大越容易使人感到不舒服，一般來

說平均風速 V > 5 m/s 會使人開始感到不舒適，隨著風速增加不舒適感也逐漸增

加，而到風速 V > 20 m/s 則可能會造成危險。在行人活動方式及評估場所特性的

部分，大多數研究將行人活動分為站立、坐、行走，又依評估場所特性將活動行

為分為長時間、短時間，快走、慢走等不同分類，依照分類給定不同之適宜風速

與舒適度級別分類，例如 Davenport et. Al (2007)將行人於各種區域中不同的活動

方式分類為：(1) 長時間停留；(2) 短時間停留；(3) 散步；(4) 快走；等四種舒

適度等級，各研究之舒適度評估標準彙整於表 4.1。本研究中採用 Lawson (1990)

之評估標準，將舒適度分為： 

(1) 長時間站坐：平均風速超過 2 m/s 的機率小於 5%，進行各種戶外活動時

皆感舒適之等級，適合長時間停留，可作為戶外餐廳、咖啡店、休憩場

所之參考舒適度。 

(2) 短時間站坐：平均風速界於 2 m/s 至 6 m/s 之間，且大於 6 m/s 的機率小

於 5%，塵土及紙片會受風吹拂飛揚，長時間停留可能會產生些微不舒適，

於公園座椅、公車站、建築之入口處等場所發生尚不會明顯造成行人不

舒適。 

(3) 行走：平均風速界於 6 m/s至 10 m/s之間，且大於 10 m/s的機率小於 5%，

於此風速環境下會影響行人坐定的舒適感，而能接受的風速於行走時較

高些，能接受之場所包含路面、人行道、公園廣場等。 

(4) 不舒適：平均風速超過 10 m/s 的機率大於 5%，於此風速下逆風行走會

感到困難，妨礙行人的各種活動，並且明顯產生不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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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行人風場舒適度評估標準文獻 

* GEM (Gust Equivalent Mean) speed = max(mean speed, gust speed/1.85) 

  

舒適度 

評估標準 
舒適度等級 參考風速 

風速範圍 

( m/s ) 
發生機率 

Davenport 

(1972) 

長時間站坐   3.5  5 % 

短時間站坐   5.5  5 % 

散步   7.5  5 % 

快走   10  5 % 

Hunt 

(1976) 

長時間站坐 3   6  10 % 

短時間站坐 3   9  10 % 

行走 3   9  10 % 

不舒適   9  10 % 

Lawson 

(1990) 

長時間站坐   2  5 % 

短時間站坐   6  5 % 

行走   10  5 % 

不舒適   10  5 % 

Soligo 

(1998) 

坐定 GEM  2.5  80 % 

站立 GEM  3.9  80 % 

行走 GEM  5  80 % 

不舒適 GEM  14  20 % 

NEN8100 

(2006) 

坐定   5  2.5 % 

散步   5  5 % 

快走   5  10 % 

不舒適   5  20 % 

Shane 

(2011) 

坐定   3.9  70 % 

站立   6.1  80 % 

行走   8.3  80 % 

不舒適   8.3  20 % 

危險   25  0.01 % 

Mississauga 

(2014) 

坐定 GEM  2.8  80 % 

站立 GEM  4.2  80 % 

行走 GEM  5.6  80 % 

不舒適 GEM  5.6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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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行人風場模擬 

本研究中以計算流體力學模式 OpenFOAM 模擬高樓建築之興建對於行人風

場舒適度之影響。模擬中主建物為一高 90 公尺之建築物，建築配置如圖 4.2，模

擬域則以主建築物為中心，建立長、寬 900 公尺範圍內建築物之三維數值模型，

再將此區塊往各方向延伸 400 公尺做為模擬範圍，以避免邊界對於目標區域之影

響。模擬域之長、寬為 1,700 公尺、高為 700 公尺，網格設定以建物周圍及鄰近

區域最密，外圍及高空較疏，總網格數約為 833 萬，網格之配置可參考圖 4.3、

圖 4.4。邊界條件的部分，上游風速邊界以具代表性之風速設置，風速剖面如圖

4.5，下游側設定為零梯度之開放邊界，側向及頂部邊界為自由滑移邊界，建築

物之表面及地表則以壁面函數處理。模擬中以 16 個方位之風向入流，並於模式

中設定 48 個不同座標之測量點，進行風場分析及行人風場舒適度之評估。 

 

圖 4.2 建築物配置（紅色為主建物） 

 

圖 4.3 網格配置（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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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網格配置（俯視） 

 

 

圖 4.5 模擬入流設定之風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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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案例結果分析 

本案例於興建大樓後，區域風場會受到建築造成之影響而改變，圖 4.6 至圖

4.9 為盛行風向（東風）下，大樓鄰近地區擷取行人高度 H = 1.5 m 處之風速圖，

由圖 4.6 及圖 4.7 之模擬結果顯示，在大樓興建後，由於可供風流通之斷面積縮

減，產生束縮效應，使得流速加快，以及建築迎風面之下切作用影響，造成大樓

前方（圖 4.7、圖 4.9 中之區域 1）、大樓北方巷道（區域 2）及大樓西南方氣流

匯流點（區域 3）產生風速增加的現象，平均增加之幅度約為 0.3 m/s。 

大樓周圍之行人舒適度評估可參考圖 4.10、圖 4.11，圖中綠色區域為舒適度

等級較高之「長時間站（坐）」，黃色區域為舒適度等級一般之「短時間站（坐）」，

於此案例中並沒有區域之舒適度等級低至「行走」或「不舒適」。由圖 4.6 及圖

4.7 中可看出，由於興建大樓後風速增加，主要加速區域之舒適度等級皆由「長

時間站（坐）」降低至「短時間站（坐）」。 

圖 4.12、圖 4.13 為各測點之舒適度等級評估結果，其中點 14、15、18、21

於興建前、後之舒適度等級皆為「短時間站（坐）」，點 13、34 之舒適度等級於

興建後皆由改善「短時間站（坐）」改善至「長時間站（坐）」，而大樓正前方之

點 3、5、6 及大樓邊角之點 9、10、19、20、30，以及外圍之點 34、38 之舒適

度等級則由「短時間站（坐）」降低至「長時間站（坐）」，各測點於興建前、後

之舒適度等級評估結果整理於表 4.2。 

前文提到，因不同的區域使用規劃，適用之舒適度標準亦不相同，若該區域

規劃用途為戶外餐廳、咖啡廳等場所，則該區域之舒適度等級應滿足「長時間站

（坐）」之標準，而用途為路邊座椅、走道等場所，則舒適度標準僅需滿足「短

時間站（坐）」、「行走」即可。假如預期在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對於行人風場之

影響可能改變舒適度而導致不符區域使用特性時，應規畫如植栽、防風柵等改善

措施，或是調整建築物之設計，降低對於行人舒適度之影響，也可降低危險發生

之機率，保障周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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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盛行風向（東風）下行人高度（H=1.5 m 處）風速等值圖─興建前 

 

 

圖 4.7 盛行風向（東風）下行人高度（H=1.5 m 處）風速等值圖─興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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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盛行風向（東風）下行人高度（H=1.5 m 處）風速向量圖─興建前 

 

 

 
圖 4.9 盛行風向（東風）下行人高度（H=1.5 m 處）風速向量圖─興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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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盛行風向（東風）下行人高度（H=1.5 m 處）之舒適度等級─興建前 

 

圖 4.11 盛行風向（東風）下行人高度（H=1.5 m 處）之舒適度等級─興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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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各測點之舒適度等級評估結果─興建前 

 

圖 4.13 各測點之舒適度等級評估結果─興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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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測點舒適度評估結果 
測點 興建前舒適度 興建後舒適度 

1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4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5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6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7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8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9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10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11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12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13 短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14 短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15 短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16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17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18 短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19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20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21 短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22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3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4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5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6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7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8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29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0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31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2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3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4 短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5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36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7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38 長時間站坐 短時間站坐 

39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0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1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2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3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4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5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6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7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48 長時間站坐 長時間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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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論 

(1) 本文介紹開源之三維計算流體力學模式「OpenFOAM」及應用計算

流體力學模式於環境風場模擬之方法，並驗證此模式於環境風場應

用上之準確度。 

(2) 模式驗證部分採用 Ishihara (1998) 於單一高樓建築下之實驗數據。

模擬結果顯示，本文使用之模式於掌握建築物周圍之風場速度分布

情形相當精準。 

(3) 複雜環境下之風場驗證採用 Yoshie (2005) 於複雜建築情境下之風

場實驗數據，實驗資料及模擬結果比較顯示，整體之風速分布與實

驗數據相比有良好之一致性，證明模式適用於模擬複雜流況之風

場。 

(4) 環境風場之實際應用案例以新北市之新建大樓進行模擬，模擬結果

中可看出於大樓興建後，鄰近區域各位置之風速、風向所受到之影

響。 

(5) 風場模擬結果配合 Lawson (1990)提出之行人舒適度評估準則，分析

鄰近地區舒適度指標，並藉由興建前、後之舒適度分析，了解大樓

之興建對於行人風場舒適度之影響，以測點分析結果來看，有 2 測

點之舒適度等級提升，10 測點舒適度等級降低，其餘測點則維持不

變，整體來說，模擬域中各測點之舒適度等級皆符合其使用目的。 

(6) 以 CFD 做為模擬分析工具，可迅速準確的模擬複雜建築物群周圍之

流況，而因 CFD 可提供全域之完整數值資料，再與各種視覺化工具

配合，可以更靈活之方式，由不同的角度觀察並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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