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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气探测学科是大气科学学科重要的核心学科分支之一* 我校大气探测学科从
#-(* 年创建至今"经 %( 年的风雨征程"几代人的努力与执着"历经重组和调整"始终围
绕学校发展目标"将专业建设与国家需求紧密接合"不断探索和加强人才培养+师资建
设和提升科研水平"建立了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为学校和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本文概略介绍了大气探测学科内涵和我校大气探测学科概况"从初始建立+
改革发展+发展提升等三个阶段描述学科沿革拓展+师资队伍壮大+实习实验设备+课程
教材建设+基础理论技术研究+气象系统开发+学科建设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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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探测学科内涵与我校大气探测
学科概况

!#!"大气探测学科内涵
大气探测学科是大气科学学科(管兆勇"!"!")

中最重要的核心学科之一"既很重要又颇具特色"专
门研究地球大气中各种现象和状态参数的探测理

论+技术方法和数据应用* 通过定量估测描述地球
大气物理及化学性质的各种特征参量"对获得的各
种信号+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提取表征大气状态和成
分的温+湿+压+风+云+雨+雪+雾等多种信息"并对这
些信息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综合分析应用"为社会生
产和人类生活提供服务* 大气探测业务观测和科学
实验观测为大气科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与应用提供

数据支撑(林晔和顾松山"#--%)*
探测手段的创新通常会带来以往难以预计的重

大发现"大气探测学及时融合相关电子计算+微波+
信号数据处理以及数理等领域的新成果"新型气象
传感器更新拓展探索大气探测技术方法 (王振会
等"!"#&)* !" 世纪大气科学取得迅速发展"其原因

之一就是重视观测系统建设和新探测技术应用* 国
际几个大型研究计划"如全球能量和水分循环研究
计划 (:3/*23L->15H 2-& <2#>19H,3>L)$>1AE>-#"
:L<LM)+气候变化与可预报性研究计划 (93AE2#>
N21A2*A3A#H 2-& 81>&A,#2*A3A#H 81/512EE>"9OIND?)+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13& <>2#">1?>4>21," 81/!
512EE>"<<?8)都把观测系统建设放在首位"并积
极发展新的大气探测技术* 目前卫星遥感技术+无
人机技术+相控阵天气雷达技术+激光应用技术+微
波辐射计技术等等"一代接着一代"仪器设备能力越
来越强+观测数据量越来越大"信息应用水平越来越
高* 我国已基本建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地基+空
基和天基综合气象观测系统* 常规气象要素和各种
大气现象已经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的地基台站网观测

和记录"同时还建立了包括沙尘暴+大气成分+海洋
气象+农业气象+航空气象等一批新的观测业务系
统* 自主研制生产的自动气象站和高空探测系统正
式投入业务运行"气象雷达和气象卫星进入业务体
系"自主研制的探测设备在气象观测业务和大气科
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体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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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大气探测学科概况
我校的大气探测学科以气象卫星和天气雷达为

主要探测技术"同时倚重气象要素的直接测量"以现
代电子信息+数据处理和网络技术为支撑"获得大气
以及地表的各种状态参数为对象"发展大气遥感科
学理论与技术应用为目的"为我国气象事业和遥感+
探测相关行业培养既具有大气探测科学特色+又能
广泛适应于相关行业需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经过
近 '" 年的发展"本学科形成了在国内研究院所和高
校中均处于前列+在国际也都有一定影响的六大研
究方向!#)多种波段的气象雷达+多种型号的气象
卫星及遥感信息反演,!)雷达+卫星资料在气象及
相关领域中的同化应用,*)大气辐射传输及遥感机
理研究,%)大气遥感新技术研究及与其他探测技术
的综合应用,')卫星和雷达遥感数据在各种时空尺
度天气过程分析和天气预报中的应用研究,&)相关
传感器及仪器设备开发研究*

我校拥有$大气遥感与大气探测%二级学科硕
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并招收留学生* !"#- 年我校
大气科学一级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
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蝉联全国第一+获评 D.等
级* 我校大气科学专业和大气科学一级学科因包含
大气探测专业方向以及$大气遥感与大气探测%学
科而更有特色*

$"我校大气探测学科发展历程及主要
成果

$$我校大气探测学科自 #-(* 年大气探测专业创
办至今经历三个阶段!初始建立阶段+改革发展阶
段+发展提升阶段* 每个阶段中都涌现出诸多优秀
人才和标志性成果* 在 &"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对大
气探测学科的发展+重要成果和贡献进行总结"回顾
历史"继往开来"志存高远"进一步推动大气探测学
科蓬勃发展*
$#!"初始建立阶段(!%&'!!%&& 年)

!" 世纪 (" 年代初"南京气象学院党委书记黄
鹏+院长罗漠组织教师调查研究认识到!气象雷达+
气象卫星等已成为大气探测业务新的装备和手段"
气象业务部门急需一批专业人才* 经国家批准
#-(* 年初成立大气探测专业"任命张培昌为专业主
任+储长树为支部书记"行政归属于申忆铭领导的农
业气象学系* 由张培昌+顾松山+汤达章+陈渭民+戴
铁丕+杜秉玉+田明远+袁立功+孙勇鹤+王德勤+朱清
坤+林国藩等教师组成大气探测教研室"张培昌+顾

松山担任教研室正+副主任* 教研室下设两个教学
小组"一个小组负责探测原理+方法及资料分析应用
等"另一个小组负责探测技术+设备+信号处理+传感
器等"分别制定雷达气象学+卫星气象学+天气雷达
原理+微波技术与天线+电子线路等课程的教学大
纲"编写教材讲义"筹建气象雷达实验室+气象卫星
实验室及电子技术实验室"强调对学生业务技能的
培养*

#-(% 年大气探测专业开始招生* #-(' 年初夏"
教师带领第一届学生到安徽省灵璧县"利用 (## 及
探空雷达实时探测资料参与指挥三七高炮进行人工

消雹"获得成功"受到当地政府与群众的高度赞扬*
#-(&+#-(( 年"教师继续带领第二+三届学生到江苏
省响水等县以同样的方案指挥小火箭消雹"同时为
学生开设了-雷达气象学. -卫星气象学.的理论课
与实验实习课"使学生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及资料分
析"又学会了对新型探测设备的操作使用及维护检
修"了解这些设备在监测灾害性天气和人工影响天
气方面的重要意义"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至
#-(( 年初"初步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成为我
国第一个以雷达气象和卫星气象为培养特色的大气

探测专业*
在初建阶段"除教学外"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张

培昌"!"!")"其中重要的科研成果是 $建立双因子
算法精确测定降水诸物理量%* 张培昌+汤达章+戴
铁丕+杜秉玉等 (戴铁丕等"#-+",汤达章等"#-+",
汤达章和张培昌"#-+%,张培昌等"#-+-)仔细分析
后认识到"通常用雷达测得的反射率因子 !这一单
因子去反演出雨强 ""用的是统计关系"故对某一次
降水往往精度不高* 原因是 !与 "均可由雨滴谱确
定"而雨滴谱分布模型由两个参数决定"因此必须在
!值之外再增加一个可测的已知量形成双因子"才
能较精确测定雨强 "* 为此开展$雷达定量测定降
水诸物理量方法研究%"在一定假设下推导出几个
双因子函数关系式"分别用于确定理论的雨强 "+静
止大气中下落末速度 #K以及速度标准差 !!

@ 这些

物理量"并使用实测雨滴谱资料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这种双因子关系在精度上有很大提高"物理意义更
清晰* 专家鉴定认为"该成果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
平* #-(- 年"$雷达定量测定降水诸物理量%的成
果"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奖状*
$#$"改革+发展阶段(!%&&!$(() 年)
!)!)#$学科沿革拓展

#-(+ 年初学校恢复$大气物理系%建制"王鹏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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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大气物理系主任"张培昌任系副主任* 大气物
理系设有大气探测学专业和人工影响天气专业"分
别于 #-(( 年冬+#-(+ 年开始招生* #-(+ 年初学校
专为大气物理系建的电子楼落成"张培昌升任副院
长"顾松山任副系主任"人工影响天气改为云雾物理
专业"后按教育部学科分类定为大气物理学与大气
环境"#-+! 年获准招收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专业
(含大气探测)硕士研究生"#--- 获准招收大气物理
学与大气环境(含大气探测)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
鹏飞退休后"顾松山任系主任"#-+- 年汤达章任系
主任"#--+ 年王振会任系主任"期间章澄昌+周文
贤+刘晓阳+黄兴友+肖稳安先后任副系主任* 常德
顺+李子华+顾松山+陈建勋先后任书记"任维贞+蔡
桂香先后任副书记*

#--" 年学校批准以大气探测气象电子技术师
资及实验室为基础"新设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 #--"
年开始招收专科生"#--' 年升格招收本科生)"#--+
年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更名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 年新设电子信息工程雷电防护与电磁兼容方
向"!""% 年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更名为雷电科学与
技术专业* 大气探测与应用电子技术两专业相互促
进"学科水平+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学校首个
工科类硕士点$信号与信息处理%于 !""* 年获国家
批准* 自主设置$雷电防护科学与技术%硕士博士
学位点于 !""' 年获得国家批准* 在此意义上"我校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和雷电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大气探

测专业的延伸和发展* 至此"大气探测专业作为学
校发展过程中的主干专业之一"已被记录在南京气
象学院校史卷中*

!""! 年按照教育部学科调整大气探测专业本
科按$大气科学专业 (大气探测方向)%招生* !""*
年按国务院学位办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大气遥感
科学与技术专业%招收博士生*
!)!)!$师资队伍壮大

#-+" 年前后从气象业务部门及科研单位调入一
批老师"充实教师队伍"并先后派出部分教师出国做
学术访问和进修"同时陆续邀请英国著名雷达气象学
家布朗宁+日本名古屋大学武田乔男教授+美国强风
暴实验室专家范森特等来校讲学"积极开展国际学术
交流"顾松山+陈钟荣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参加台
风+海陆水循环国际学术交流* !""! 年以后"学校扩
大办学规模"招生专业+人数增加"组建科研创新团
队"通过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团队引进和留校两
种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大气探测专业师资力量*

!)!)*$实习实验设备
!" 世纪 (" 年代初期"进一步扩展传统的地面

气象观测+高空气象探测实习台* #-(* 年自己动手
建设了实时接收美国笫一代极轨气象卫星资料的

D8K站"随后陆续添置两部 (##+一部 (#* 天气雷
达* #-+( 年购进日本 :P;气象卫星接收设备*
#-+% 年学校获得一笔世界银行贷款"时任南京气象
学院副院长章基嘉从全局考虑"立足高远"力主引进
当时最先进的 ;波段脉冲多普勒天气雷达"先于业
务部门十多年"使大气探测专业拥有了世界一流+能
定量探测云雨降水和监测预警强对流天气的有力手

段* 此后又相继引进了地球观测系统(LQ;)+风云
静止卫星接收系统+激光雷达探测系统等"建成大气
遥感信号与信息处理实验室* #--( 年电子技术实
验室扩展为由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高频电路+微波
技术四个分室组成的电子技术实验室* !""" 年电
子技术实验室改名为电工电子实验室"后来成为江
苏省电工电子示范教学实验中心*
!)!)%$课程教材建设

本科生除数理外等公共课程外"开设的主要基
础及专业课程有大气探测学+天气学+大气物理学+
雷达气象学+卫星气象学+电子技术+天气雷达原理*
硕士研究生开设数字图像处理+大气微波遥感基础*
其中雷达气象学和卫星气象学一直是我校在全国知

名的专业课程* 教材建设是专业和学科发展的重要
保证"多年来"大气探测学科教师们重视教材建设"
通过辛勤耕耘"课堂上认真教书育人"课下总结经
验"调研科技发展最新成果"及时吸纳+提炼"编写出
一批适合专业需要和发展并紧跟时代步伐的系列教

材* 由我校主编的-雷达气象学. (张培昌等"#-++)
和-卫星气象学.(陈渭民等"#-++)经气象出版社出
版后"被全国高校有关专业+科研单位及业务部门采
用"且多次再版印刷* -雷达气象学.#--! 年被中国
气象局评为优秀教材二等奖"并列入普通高等学校
$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卫星气象学.获江苏省
教材建设二等奖*

#--% 年林晔+顾松山等编写出版 -大气探测学
教程."#--' 年由张培昌+王振会编著出版-大气微
波遥感基础."#--+ 年赵恒轩编写出版-天气雷达及
其信号处理.及-微波技术与天线.*
!)!)'$基础理论技术研究

#)非球形降水粒子微波电磁特性的研究
#--* 年王宝瑞+张培昌教授组建科研团队"蒋

修武+研究生忻翎艳及嵇驿民等参加 (张培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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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驿民等"#--#,王宝瑞等"#--&"#--()"对申
请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非均质轴对称形状
气象粒子电磁波散射理论研究 (含实验)%开展研
究"包括针对旋转椭球+锥球+短圆柱状这些逼近降
水粒子形状的模型"从电磁场理论出发"采用分离变
量法+积分方程法等求解出这些粒子的散射场,用椭
球函数展开法编制了计算粒子散射+吸收特性的程
序* 并对在气象上有重要应用价值的降水粒子雷
达截面+衰减系数以及雷达反射率因子等随电磁
波型+波长和降水粒子参数变化的数据进行了计
算* 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该项研究达到当时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并获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奖三
等奖*

!)大气折射指数对雷达波束影响
为了提高雷达探测精度"张培昌+戴铁丕带领研

究生郑学敏+詹煜等 (詹煜等"#--%"#--',!"等"
#--',张培昌等"#--',戴铁丕和詹煜"#--&)"研究建
立了国内几个地区大气微波折射指数垂直分布的统

计模式,还研究了三种计算雷达波束轴线总折射角
的方法* 通过交叉谱+时空谱以及最大熵谱分析"给
出不同地域多频振荡周期和时空演变规律"#--' 年
编写出版了-雷达气候学.*

*)多普勒天气雷达风场反演方法的研究
:0 >#23+(#--%)用 *R云模式生成对流单体三

维风场作为真值"用径向速度通达涡度方程反演切
向速度"用谱分析方法建立单多普勒雷达实测径向
速度反演水平风场概念模式"用于自动识别雷达回
波图像中特定天气特征*

%)开展天气雷达组网拼图技术的研究
#-+& 年承担国家$七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子

专题$天气雷达组网拼图技术的研究%"张培昌和顾
松山等带领研究生李晓正+袁招洪等 (袁招洪等"
#--*)开展将多部天气雷达回波强度资料"用统一
地理经纬坐标拼图"在低速通讯条件下设计了一套
专用调制解调器及针对雷达回波图像资料特点进行

数据压缩编码软件"用于数据传输"最终在国内首次
实现南京+上海+盐城三地天气雷达回波准实时自动
拼图* 从而扩大了雷达资料的可视范围"能够实时+
有效地追踪和预警灾害性天气系统降水回波的移

动+演变等情况"为短时和临近天气预报提供直观的
分析依据* 随后上海市气象局扩大到 #* 部天气雷
达拼图* 专家评审认为该专题的项目达到国内领
先"优于 !" 世纪 +" 年代初国际水平"#--# 年获江
苏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天气雷达资料的收集和预处理方法研究
#-+' 年顾松山教授承担国家七五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专题$天气雷达资料的收集和预处理方法研
究%(南京气象学院首次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专题)"与研究生及教师赵放+黄兴友+陈建章等
研究天气雷达资料 89机处理显示编码传输"地杂
波特征及抑制+数据质量检测控制等"#--# 年获江
苏省重大科技进步三等奖*

&)建成国内第一个$数字化天气雷达定量估测
区域降水量业务系统%

在$八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我国台风+
暴雨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业务系统%中"张培昌+
顾松山+戴铁丕+杜秉玉+汤达章等承担 $雷达定量
估算降水强度和区域降水监测技术的研究%子专
题"培养了刘传才+伍志芳+邓勇+胡雯+林炳干+刘晓
阳+李建通+王登炎+魏鸣等一批优秀研究生 (邓勇
和张培昌"#-+-,伍志方等"#-+-,刘晓阳和张培昌
等"#--!,张培昌等"#--!"#--*,胡雯等"#--*,顾松
山等"#--%,李建通和张培昌"#--(,林炳干和张培
昌"#--(,张培昌和刘传才"#--+,马翠平和张培昌"
#---,陈家慧和张培昌"!""",潘江和张培昌"!""")*
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雷达反
射率因子与雨强的各种关系及其适用条件"提出了
采用雷达与地面雨量计联合估测降水强度分布的多

种方法进行研究"由于暴雨中许多雨滴为非球形"研
究推导建立了新的雷达气象方程"率先研发了国内
第一个能用于业务的先进$数字化天气雷达定量估
测区域降水量的实时系统%* 专家组鉴定认为该成
果整体上达到当时 -"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内容
已进入当时国际前列* #--& 年该子专题获中国气
象局科学技术二等奖"该项目 #--( 年获得国家重大
科技成果二等奖*

()长江三角洲地区灾害性天气预报研究
#-+( 年顾松山教授与南京大学徐玉貌教授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灾害性
天气预报研究%"与研究生教师赵放+刘晓阳+黄兴
友+魏鸣+焦玉玲等研究基于多普勒天气雷达资料进
行临近天气预报的技术方法"#--! 获中国气象局科
学技术奖三等奖*

+)双 8?S扩展不模糊速度范围新方法研究
双 8?S扩展不模糊速度区间的算法"由于速度

方差变大"会引起对灾害性中小尺度天气产品产生
误判* 鉴于此情况"!""+ 年"由汤达章教授主持+张
培昌教授参与"建立了一种基于双 8?S的逻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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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使速度方差可保持不变* 与安徽四创电子
有限公司合作"在雷达信号处理器上试验成功"成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算法* 安徽四创电子有限公
司已用于新生产的多普勒天气雷达上*

-)回波衰减订正的研究
针对早先用于衰减订正的解析法和迭代法存在

的问题"!""# 年王振会+张培昌 (<2-5 2-& 7"2-5"
#---,张培昌和王振会"!""#)设计了衰减订正的逐
库解法及由此产生的逐库近似算法"定量给出影响
数值计算稳定性的临界值"有效防止过量订正和提
高了订正计算效率"通过实例试验证明此法有效"被
许多业务应用单位采用*

#")气象卫星数据的计算机处理系统研发与
应用

#-+( 年起"蒋本汤副教授带领王振会以及研究
生陈建章等"组织团队开展气象卫星数据的计算机
处理系统研发"建成了基于小型机的极轨气象卫星
数据计算机解码和存储系统"并开发了静止气象卫
星图像导风研究实验系统(王振会等"#--(,<2-5 >#
23+"!"#()"为后续实验室升级+学科建设和国家级
项目申请奠定了基础* 肖稳安副教授带领研究生研
究静止卫星云图并结合大气电场+闪电定位等观测
数据分析预报强对流天气"促进了卫星云图等多种
数据的综合分析及其在天气分析预报中的业务应用

(张春龙等"!"#!)*
!)!)&$气象工程系统开发

#)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多普勒天气雷达网建设
!" 世纪 -" 年代初"中国气象局决定与美国洛

马公司合资在中国成立 $北京敏视达雷达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 ;与 9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以此在
国内构建世界一流水准的现代天气雷达网* 张培
昌+顾松山+汤达章被聘为顾问"张培昌教授任专家
顾问组组长"并为合资公司中方董事之一* 赵垣轩+
潘江+陈佳慧+鲁迎春等老师直参加了公司初期运
作"张培昌+顾松山教授长期参与该雷达的检查检测
定标验收* 顾松山教授与研究生刘钧+沃伟峰+王岩
等为该雷达设计配置了中国数字地理信息系统(王
岩等"!""!)* 大气探测专业师生为我国现代多普
勒天气雷达网建设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天气雷达二次气象产品开发平台及系统
软件

!" 世纪 +" 年代末"根据科研积累及行业需求
预估"顾松山教授自立选题"历时十余年(:0 >#23+"
#--*)"持之以恒"与沃伟峰+刘钧+胡胜+徐芬+吴

蕾+楚志刚+胡汉峰+官莉+王蕊+李杰+李劲+吴林林+
徐月飞+严红梅+陶岚等一批优秀研究生及老师研制
了天气雷达二次气象产品开发平台及系统软件* 其
中地理信息系统"已成为我国所有天气雷达厂原始
软件标配"内含天文年历精度可确保使用 '" 年* 该
专业软件包已被十四所恩瑞特公司系列天气雷达及

其他军用雷达投入业务运用"该软件包共获十七件
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天气雷达二次气
象产品开发平台软件+天气雷达地理信息处理软件+
天气雷达中尺度气旋自动识别软件+天气雷达阵风
锋自动识别软件+太阳法定标软件+天气雷达估测降
水软件+天气雷达反演大气风场软件+天气雷达
RLP地形图软件+天气雷达数据格式归一化软件
等* 目前该气象工程软件包由楚志刚博士维护升
级* 其中优秀硕士沃伟峰毕业后"承担 ;<DF系统
中的软件总体架构+数据处理框架+客户端功能设
计+雷达基数据解码和显示平台开发等* 优秀博士
毕业生胡胜负责研发和改进 ;<DF系统对风暴识
别与追踪算法(;9IK)"在全国推广应用"为我国强
对流天气监测预警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的研制
顾松山教授承接北京市气象局八五国家科技攻

关项目组委托试研能见度仪"后联合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大气探测所曾书儿正研究员主持的国家重点

课题组正式研制红外前向散射能见度仪"经反复外
场对比试验"采用闭环锁相及过采样"大大提高了信
噪比及弱信号检测能力"可比探测指标超过同类型
国外产品* 顾松山与李祥超+陈钟荣及研究生刘钧+
冯民学+何玉翔+朱成建+涂钢+莫月琴等在实验室生
产此仪器"与江苏省气象局交通气象研究合作"建成
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宁)平均间隔 #" (E的自
动能见度监测站"能见度值实时传送到省局预报台"
长期投入业务使用"获一致好评* 博士研究生冯民
学编著出版-高速公路交通气象智能化监测预警系
统研究.* 其中优秀硕士生刘钧毕业后研发并推广
了两代自动气象站"累计生产近 #" 万台"目前正致
力于第三代自动气象站的研制,基于云.端的系统
架构使得地面气象观测系统将变得越来越智能*

%)大气中飞行昆虫监测雷达+大气中漂浮作物
花粉自动?集器及雾水采集器的研制

!""& 年陈钟荣+黄建松老师应有关单位要求"
开发研制数部调频连续波测虫雷达供有关部门使

用* !""+ 年顾松山+胡汉峰配合应用气象学院姚克
敏教授等承担的国家级课题研制大气中漂浮作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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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自动?集器"研究不同气象条件下不同作物花粉
扩散规律* !"#( 年胡汉峰+杨军开发研制数套雾水
采集器供有关部门使用* 胡汉峰+楚志刚开发简易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雷达* 上述仪器设备均获用户一
致好评* 另外在 !" 世纪 (" 年代"林国藩+田明远老
师研制出 G=S模拟量闪电定位仪* 孙勇鹤+赖明+
林有任+杨径富老师研制硅基半导体压力传感器并
转工厂生产*

大气探测学科在雷达+卫星和新探测技术的教
学科研及气象工程开发领域取得的成绩"在行业中
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发展提高阶段($(() 年!现在)

!""+ 年大气探测学系参与成立大气物理学院*
此后"大气探测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目前的大气探测学科师资队伍拥有教授 ( 人+
副教授 -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 人+硕士生导师 #'
人"均拥有博士学位"-"T以上的导师具有海外留学
经历* 同时"聘有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
健民院士+大气探测专业优秀毕业生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特聘专家翁富忠研究员等"以及新西兰皇家
科学院 :>/CC1>H D04#A- 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 I2-
930,(A>院士等作为大气探测学科兼职教授*

大气探测学科的师资队伍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多年来荣获国家 $海外高层次
引进人才计划%+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青蓝工
程%+$*** 人才工程%和$双创人才%## 人次+涂长望
青年气象科技奖 # 人次* 在校内主要由大气探测学
科师资队伍组成"由王振会为首席的 $灾害天气遥
感技术%团队多年来在我校教育部气象灾害重点实
验室以及江苏省气象灾害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

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继续支持着其他学院相
关学科和专业的建设*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已建成 $大气遥感信号与
信息处理实验室%"拥有完备的天气雷达探测系统
(包括 M波段车载雷达+国内一流的 9波段双偏振
多普勒天气雷达+;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数据处理
系统)+气象卫星(风云三号和风云四号)数据接收
及处理系统(含 &" 套数据终端)+激光雷达系统+先
进自动气象站等* 建设过程中"原中国气象局局长
郑国光教授(我校优秀毕业生)在任期间通过局党
组研究"一致同意对我校在气象装备+学生培养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特别及时地为学校提供了一部当
代最先进的 9波段双线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为先
进设备超前业务部门得到应用+并为开展科学研究

与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提供了极好的基础* 近几
年"大气探测学科还在湖北+深圳等省市气象局建立
了大气探测学科生产实验实习基地"这不仅为大气
探测学科的师生提供了实验实习环境"也为提高全
校大气科学类专业学生的现代气象科学实践 (习)
能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在教学方面"张培昌等编著的-雷达气象学.和
陈渭民编著的-卫星气象学."历经多次修订再版"
如今几乎通用于气象类各高校有关专业"也是业务
和科研部门的权威参考书* 王振会组织卫星气象学
教学团队编写出版了-卫星气象学实习教程."组织
大气探测学教学团队+有关教师和业务部门专家先
后编写出版了-大气探测学. (第一+第二版)和-新
编大气探测学."既培养了年轻教师"也有力地加强
了重点课程教学建设+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刘超带
领辐射团队翻译出版了-大气辐射."作为本科及研
究生大气辐射学课程的教材* !"#+ 至 !"!" 年"张
培昌+魏鸣+陈渭民带领相关教师分别先后出版了
-双线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探测原理与应用. -卫星
云图观测原理和分析预报. -龙卷形成原理与天气
雷达探测. -大气辐射学. -电磁原理与大气遥感基
础.等多部著作"内容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雷达气象
和卫星气象学这两门课程中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

目* 大气探测学科自成立以来"编写教材及教学参
考书 *" 多本*

在科学研究方面"大气探测学科在项目+经费+
成果多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 近 #" 年来主持或参
加国家级项目 '* 项"总经费超过 * """ 万元"发表
期刊论文共 %'' 篇"其中 ;9I收录文章 #"" 余篇+授
权专利 +! 项* 主要代表性成果如下!

#)基于 K?PP星载雷达的我国 ;波段业务雷
达网反射率因子一致性研究

王振会带领李南+寇蕾蕾+楚志刚等教师以及博
士生韩静等在公益性(气象)行业专项支持下"研究
了利用 K?PP星载雷达"对我国江苏地区内 ;波段
业务雷达群的雷达反射率因子进行一致性标定与评

估"解决了星载测雨雷达与地基 ;波段业务雷达数
据时空匹配和预处理+业务雷达网观测系统差异的
一致性标定+标定效果的评估等问题 (OA>#23+"
!"#(,=2- >#23+"!"#+,U/0 >#23+"!"#+)* 项目成果
得到鉴定专家的一致认可*

!)机载气象雷达云雨探测系统和强降水系统
的临近预报研究(<>A>#23+"!""-)

魏鸣教授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国家 +&* 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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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的支持下"研究了机载测云雷达的回波机理
和云微物理参数的反演"进行不同云雨与其他设备
的对比观测"研发了对雷达数据质量控制以及气象
产品生成算法"填补了 < 波段双线偏振多普勒测云
雷达回波分析的空白 (高仲辉等"!"#%)* 同时"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行业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下"利
用多普勒天气雷达+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静止气
象卫星+探空+地面自动站+风廓线雷达+闪电定位
仪+:8;%PLK+DPRD?及微波辐射计等资料"研究
资料质量控制 (如多普勒雷达资料的退速度模糊+
三维风场反演等)+信息提取+参数反演及产品研
发"研究强对流及暴雨的结构与演化"探索灾害性天
气预报的预测机理+临近预报及潜势预报方法* 利
用 K?PP%8?+:8P%R8?+SV!9%!R"SV% 闪电定
位仪和垂直温湿廓线资料作强降水系统的临近预报

研究与产品开发"部分产品已在业务运行*
*)大气粒子散射理论研究+大气辐射传输算法

和模式的开发

刘超教授团队(<2-5 >#23+"!"#-)在科技部公
益性行业专项和多项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研发
了多种准确表征大气粒子光学特性的数值模型* 其
团队研发的快速辐射传输算法 (刘超等"!"#()"已
经被应用于国内外多个卫星光学仪器的仿真模拟"
并先后荣获 <2#>1E2- 散射青年奖+第十七届涂长
望青年气象科技奖等奖项* 胡方超副教授与张培昌
教授推导了小椭球粒子群偏振雷达的气象方程和取

向正态分布下的粒子散射与衰减特性 (张培昌等"
!"#!,胡方超等"!"#()"改进了 DQR反演方法"提
高了模拟卫星接收辐射的精度* 王震博士独立自主
开发了蒙特卡罗三维云大气偏振辐射传输模式

P;9D?K软件"可以处理大气分子吸收和水云+冰
云+气溶胶和瑞利散射(章超等"!"#&)"已参与 I8?K
和 I*?9等国际辐射传输比对计划"数值计算精度
和效率得到国际认可* 杨元建副教授(V2-5 >#23+"
!"#-)提出了气象探测环境的卫星遥感评估技术"
进一步发展了客观的卫星遥感台站分类方法(参考
站选取)"被气象部门应用推广,发展了基于卫星遥
感的云参数和单柱辐射传输模式相结合的云辐射计

算方案"定量解决了高云(卷云和云砧)辐射强迫不
确定性问题* 张小林副教授(7"2-5 2-& P2/"!"!")
发现长距离气溶胶输送有助京津地区灰霾的形成爆

发"提出一种比当前主流内混合气溶胶复折射率参
数化方案误差更低的新方案"为辐射传输+模式应用
以及气候效应评估等提供指导和参考*

%)多源卫星遥感数据的产品开发和应用
官莉教授 (官莉"!""(,官莉等"!""+,M0>2-&

:02-"!"#-)在多项国家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的
支持下"是国内外较早开展星载红外高光谱探测资
料引用的科学家之一"在国内首次将人工神经网络
算法应用于星载红外高光谱资料大气温+湿度廓线
反演"并第一时间对我国自主研发的风云气象卫星
系列微波和红外高光谱探测器的观测资料质量进行

评价"为资料的后续开发+应用及将来仪器的设计和
改进提供及时指导和参考* 陈爱军副教授(陈爱军
等"!"#+)应用极轨业务卫星 FQDD搭载的微波探
测仪 DP;G!D%W数据开展了微波遥感监测积雪覆
盖范围和雪深研究,建立了中国风云三号极轨气象
卫星+风云四号静止气象卫星地表反照率业务化反
演算法"正在进行业务化运行调试* 王剑庚副教授
(<2-5 >#23+"!"#+)定量研究天山地区典型流域的
融雪过程"揭示复杂地形条件下雪粒径与环境参数
的相互作用机制* 郜海阳副教授(:2/ >#23+"!"#()
在国际上首次解释双层夜光云的形成机理"并利用
9I8;%DIP数据研究了小尺度重力波对夜光云亮度
影响的特征和机理* 钱博博士利用我国新一代极轨
气象卫星 SV!*%P<?I六年的观测数据建立了一个
全新的全球热带气旋亮温特征数据库(XA2- >#23+"
!"!")* 吴莹博士(<0 >#23+"!"#-)开展了微波数据
?SI订正及我国典型地区地表微波发射率反演研
究"改进了现有的微波地表发射率计算模型和反演
算法* 许丹博士(M0 >#23+"!"##)基于卫星观测优
化高反射率地表沙尘辐射模型"并研究了基于
9DOI8;Q星载雷达和 DI?;星载高光谱探测器的
主被动联合雾霾遥感* 王泓博士利用机器深度学习
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生空气污染+极端气象条件以及
台风等事件时"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地理位置以及不
同人群承受的健康风险*

')天气雷达数据反演与气象应用
黄兴友教授团队(黄兴友等"!"#*)在多项国家

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利用地基毫米波
云雷达和微波辐射计联合测云"不仅反演出云粒子
谱等参数"也准确地监测云的发展演变"为云物理研
究等提供基础数据"同时研究了多普勒与双偏振天
气雷达及云雷达的资料质量控制和反演* 李南副教
授(李南"!"##)建立了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多普勒雷
达风场反演方法"新方法对于中小尺度降水尤其适
用"能够得到更高分辨率+更准确的风场反演结果*
寇蕾蕾副教授(U/0 >#23+"!"#+,寇蕾蕾等"!"#-)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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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和星载雷达探测降水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揭
示了雷达强降水数据小波域统计特征"建立了雷达
强降水数据的尺度内和尺度间综合性参数化模型"
并研发了地基和星载雷达降水数据的最优融合理论

和算法* 沈菲菲副教授(沈菲菲等"!"#+)率先建立
了云分辨尺度下具有吸收高频雷达观测资料的

%RL-N21同化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基
于水凝物控制变量的雷达反射率因子直接同化技

术"有效改进对我国近海登陆台风的数值预报水平*
楚志刚博士(9"0 >#23+"!"#-)研制了$面向区县的
强对流临近预报及区域预警系统%"已应用于南京
五区一县气象局+陕西渭南+华山气象局* 于华英博
士(V0 >#23+"!"#-)对我国东部的雾过程"从气候到
天气尺度有详细的理论和分析基础"研发了云雾降
水过程的实地观测和预报模型*

&)大气探测新方法+技术和装备的研发
卜令兵教授团队 (W0 >#23+"!"!")依托科研实

验平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企事业单位项目的
支持下"建成了南信大瑞利!拉曼!米散射激光雷达
系统,与南京大学+南京先进激光研究院等单位合
作"建立了国内第一台工作波长为 !/% !E的中红
外差分吸收激光雷达"用于观测多种痕量气体* 鲍
艳松教授(7"0 >#23+"!"!")在多项$-(*%计划课题+
重点研发课题和企事业单位项目的支持下"建立了
一套可用于业务的$大气温湿度遥感反演系统%"该
成果整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曹念文教授
(92/ >#23+"!""&)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研究了南京地区气溶胶拉曼!米!偏振激光雷达综合
探测反演及分类方法"并开发了南京地区 ;Q! 和 Q*

浓度廓线较高精度同时综合观测反演新方法* 陈钟
荣副教授(陈钟荣等"!""')在研究了宽带复杂雷达
发射信号在大气边界层精细结构探测中的应用"并
成功研发了基于红外光散射原理的能见度测量仪+
云雨+昆虫等多目标探测多普勒雷达"在应用的过程
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可* 郜海阳副教授 (:2/ >#23+"
!"!")利用被动光学遥感原理"研制了一台气辉光
谱成像仪"并成功实现了对南京郊区上空中高层
(约 -% (E)大气温度的有效探测* 王金虎副教授
(<2-5 >#23+"!"!")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了空天地一
体化的大气污染物监测系统"并已实现技术转化"已
在相关部门实现了应用* 夏俊荣博士带领无人机团
队参加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在青藏高原开展
大气要素垂直向观测* 胡汉峰和黄建松实验师着眼
于新型探测仪器设备的研发"擅长气象仪器组网及

数据无线传输技术"涉及大气廓线资料测量"大气成
分观测"微物理结构获取"成功研发了针对城市内涝
及水利水电的观测预警系统*

'"我校大气探测学科未来发展方向

根据国内外进展以及我校大气探测学科力量现

状"我们希望未来着重提高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水平!
#)探索大气探测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同时以
产学研和校企合作为依托"大力加强大气探测新装
备的自主研发能力,!)发展与数值模式和理论研究
同步结合的现代化大气探测系统"实现观测与模式
的双向支撑作用"从而提高大气探测技术的原理性
创新,*)开展空天地一体化多种平台协同观测及数
据融合处理方法研究和应用* 探索海量观测数据在
不同探测原理+数据类型+时空分布等层面上的深度
融合"从而真正实现多平台协同观测的科学价值*

目前"我校已形成 % 个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研究
方向"除传统的雷达气象和卫星气象之外"在各种波
段遥感技术和大气辐射传输等领域也已有丰硕的成

果* 展望未来"我校大气探测学科也将围绕这 % 个
方向开展创新性和引领性的研究!

#)雷达气象方向
近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 9波段雷达数据

处理和应用+地基和星载雷达探测云降水数据最优
化融合研究+多普勒雷达的风场反演+高频雷达观测
资料 %R!L-N21同化系统的开发+双偏振雷达的水
凝物相态识别及应用+双偏振雷达探测降水演变的
灵敏性的散射机理+双%多基地双偏振天气雷达探测
原理等方面* 在未来的发展上"雷达气象团队将继
续在前沿领域重点开展以下研究!新体制雷达 (如
合成孔径雷达+太赫兹云雷达+相控阵雷达等)数据
质量控制和气象参数的反演方法,进一步研究非球
形大粒子与带电粒子的回波特性,研究多参数联合
估测降水强度的方法"结合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方
法"研究精细化临近预报的方法和预报系统*

!)卫星气象方向
近期的研究方向主要围绕基于星载红外高光谱

观测用机器学习和物理的算法反演全天候大气参

数+典型流域雪粒径与融雪过程的卫星遥感定量研
究+热带气旋强度估计算法及气旋亮温特征数据库
的开发+我国典型地区地表微波发射率反演研究等
方面展开+:8P及高分辨率卫星资料的应用等方面
展开* 在未来的发展上"卫星气象团队将继续在前
沿领域重点开展以下研究!围绕我国新一代极轨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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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卫星风云 ' 号开展主动遥感方法和技术预研"并
在星载仪器遥感观测的大气辐射传输计算模型和多

源卫星资料同化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各种波段遥感技术和装备方向
近期团队的研究重点在机载二氧化碳!气溶胶

测量激光雷达+探测痕量气体的中红外差分吸收激
光雷达+用于临近空间探测的气辉光谱温度仪+空天
地一体化的大气污染物监测系统+云雨+昆虫等多目
标探测多普勒雷达+针对城市内涝及水利水电的观
测预警系统等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另外也在开展全
天候大气温湿反演+最优观测科学布局+资料融合系
统的研究工作* 未来遥感技术团队将主要围绕星载
激光雷达的正演模型+反演算法+数据产品+实验室
定标测试+机载协同观测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另外也会涉及多波段遥感新方法和技术+气溶胶云
降水组网观测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大气辐射传输方向
目前团队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卫星反演冰云特性

的不一致性+沙尘气溶胶光学特性数值模拟中非球
形问题+高时空分辨率多源卫星遥感气象灾害产品
的融合+主被动观测系统下云和气溶胶辐射偏振态
逐阶演变机理+逐阶优化的三维云大气辐射传输模
式研究等方面* 未来大气辐射团队将重点在适用于
大气探测和卫星遥感领域的辐射传输算法+完整大
气辐射传输模式+快速辐射传输系统+风云系列卫星

观测仿真和云定量产品的研发等方面开展研究*

*"结语

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几代人的热情与执着"大气
探测学科在 %+ 年的历程中"将学科的建设与国家的
需求紧密接合"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和提升
科研水平"建立起特色鲜明的专业学科体系"为学校
和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气探测专业和大气遥感探测研究生硕士博士

培养点招生数十载"培养数千人* 毕业生受到用人
单位的欢迎与好评"在不同的岗位上涌现出许多优
秀的校友* 有的成为气象业务部门的骨干+首席预
报员和首席科学家,有的在学校教书育人"既开出精
品课程"又培养研究生,有的在科研单位做出创新性
的重要成果并获奖,有的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勤奋
工作"使所在单位或个人评为先进,有的在企业内肩
负重要职责"攻克难关"取得?破性进展,有的在基
层第一线长期坚持做好测报预报工作"被评为模范
或优秀工作者* 毕业生的成绩令母校骄傲*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不断改革和创新"进一步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丰富学科内涵"强化专业特色"
在同类高校和行业中起到引领作用"为将我校大气
科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贡献力量"也为我国气
象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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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军"曹晓云"韩琛惠"等"!"#+)!"""#!"#& 年青藏高原地表反照率时空分布及动态变化&6'+气候与环境研究"!*( *) !*''!*&'+$9">- D6"

92/ MV"=2- 9=">#23+"!"#++;$2#A23!#>E$/123&A4#1A*0#A/- 2-& @21A2#A/- /C32-& 401C2,>23*>&/ /@>1#">KA*>#2- 832#>20 &01A-5 !"""#!"#&

&6'+93AEL-@A1/- ?>4"!*(*) !*''!*&'+&/A!#")*+(+%.+A44-+#""&!-'+')!"#()#(##*+(A- 9"A->4>)+

陈家慧"张培昌"!"""+用天气雷达回波资料作临近预报的 W8网络方法&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9">- 6="7"2-5 89"!"""+

K">*2,( $1/$252#A/- ->#B/1( E>#"/& C/1-/B,24#A-5 04A-5 B>2#">112&21&2#2&6'+6F2-.A-5 I-4#P>#>/1"!*(!) !!+*!!+(+&/A!#")*-&-%.+A44-+

#&(%!("-()!""")"!)"#-+(A- 9"A->4>)+

陈渭民"肖稳安"陈广玉"等"#-+++卫星气象学&P'+北京!气象出版社+$9">- < P"MA2/ D<"9">- :V">#23+"#-+++;2#>33A#>E>#>/1/3/5H&P'+

W>A.A-5!9"A-2P>#>/1/3/5A,2381>44+(A- 9"A->4>)+

陈钟荣"李祥超"顾松山"!""'+双基多普勒天气雷达信号采集方法研究&6'+仪器仪表学报"!&(+) !#""'!#""&+$9">- 7?"OAM9":0 ;;"!""'+

?>4>21," /- #">,/33>,#A/- E>#"/& /C*A4#2#A,R/$$3>1B>2#">112&214A5-234&6'+9"A- 6;,AI-4#10E"!&(+) !#""'!#""&+&/A!#")**!#%.+A44-!"!'%!

*"+()!""')"+)"(-+(A- 9"A->4>)+

9"0 7"OA0 <"7"2-5 :">#23+"!"#-+9/-#A-0/04E/-A#/1A-5 /C&ACC>1>-#A231>C3>,#A@A#H *A24C/19!*2-& $/321AE>#1A,12&2104A-5 /-3A->4/321>,"/>4A-

@/30E>4,2-4&6'+?>E/#>;>-4"##(!!) !!(#%+&/A!#")**-"%14##!!!(#%+

戴铁丕"汤达章"张培昌"#-+"+用雷达反射率因子 7和衰减系数 U确定雨强 I的方法&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R2AK8"K2-5 R

7"7"2-5 89"#-+"+R>#>1EA-2#A/- /C12A-C233A-#>-4A#H I*H 12&211>C3>,#A@A#H C2,#/172-& 2##>-02#A/- ,/>CCA,A>-#U&6'+6F2-.A-5 I-4#P>#>/1"*

(!) !#(&!#+'+(A- 9"A->4>)+

*(#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戴铁丕"詹煜"#--&+我国 !" 个地区大气折射指数垂直分布的三种统计模式&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R2AK8"7"2- V"#--&+

K"1>>4#2#A4#A,23E/&>34C/1@>1#A,23&A4#1A*0#A/- /C2#E/4$">1A,1>C12,#A@>A-&>) A- !" 1>5A/-4/C9"A-2&6'+6F2-.A-5 I-4#P>#>/1"#-( %) !%'&!

%&*+(A- 9"A->4>)+

邓勇"张培昌"#-+-+利用数字雷达柱体最强回波图象作强对流天气路径临近预报&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R>-5 V"7"2-5 8

9"#-+-+F/B,24#A-5 #">,/014>/C4>@>1>,/-@>,#A@>B>2#">1*H 04A-5 #">E/4#A-#>-4A@>>,"/ AE25>A- #">&A5A#2312&21,H3A-&>1&6'+6F2-.A-5

I-4#P>#>/1"#!(%) !%"'!%#%+(A- 9"A->4>)+

:2/ =V";">$">1& ::"K2-5 V=">#23+"!"#(+R/0*3>!32H>14#10,#01>A- $/321E>4/4$">1A,,3/0&4/*4>1@>& C1/E;QSIL%DIP&6'+D-- :>/$"H4"*'

(!) !!-'!*"-+&/A!#")'#-%%2-5>/!*'!!-'!!"#(+

:2/ =V"OAO9"W0 OW">#23+"!"!"+P>2401>E>-#/CE>4/$204>#>E$>12#01>04A-5 #">E>4/4$">1A,2A153/B4$>,#10E$"/#/E>#>1(PD;8) &6'+Q$#

9/EE0-"%&%!#!''%&+&/A!#")#"#&%.+/$#,/E+!"!")#!''%&+

高仲辉"黄兴玉"魏鸣"等"!"#%+机载 <波段双线偏振测云雷达回波分析&6'+雷达科学与技术"#!(') !'&#!'&++$:2/ 7="=02-5 MV"<>AP"

>#23+"!"#%+D-23H4A4/C,3/0& >,"/ /*4>1@>& *H 2A1*/1-><!*2-& &023!3A->21$/321AY2#A/- ,3/0& 12&21&6'+?2&21;,AK>,"-/3"#!( ') !'&#!'&++

&/A!#")*-&-%.+A44-+#&(!!!**()!"#%)"')"!"+(A- 9"A->4>)+

:0 ;;":0 =X"<2-5 9?">#23+"#--*+D->B2$$1/2," #/ 40$$1>44A-5 ,30##>1C/12B>2#">112&21&9' %%!&#" I-#>1-2#A/-239/-C>1>-,>/- ?2&21P>#>!

/1/3/5H!!!+!!*#+

:0 ;;"72B2&Y(AI"O21/,">;"#--%+?>#1A>@23/C"/1AY/-#23BA-& $>1#01*2#A/- CA>3&4C1/E4AE032#>& 4A-53>R/$$3>112&21/*4>1@2#A/-4&6'+D,#2P>#>/1!

/3/5A,23;A-A,2"+(#) !+-!#"++&/A!9FUI!;GF!XMM<+")#--%!"#!""-+

顾松山"张培昌"孙海冰"#--%+雷达估测区域降水量的外场试验流程&9' %%中国气象学会大气专业委员会大气探测论文集+$:0 ;;"7"2-5 8

9";0- =W"#--%+S3/B,"21#/CCA>3& #>4#C/112&21>4#AE2#A/- /C1>5A/-23$1>,A$A#2#A/- &9' %%9/33>,#A/- /C$2$>14/- 2#E/4$">1A,>)$3/12#A/- /C

2#E/4$">1>,/EEA##>>/C9"A->4>E>#>/1/3/5A,234/,A>#H+(A- 9"A->4>)+

官莉"!""(+星载红外高光谱资料的应用 &P'+北京!气象出版社+$:02- O"!""(+D$$3A,2#A/- /C4$2,>*/1->A-C121>& "H$>14$>,#123&2#2&P'+

W>A.A-5!9"A-2P>#>/1/3/5A,2381>44+(A- 9"A->4>)+

官莉"=GDF:=O"王振会"!""++红外高光谱资料反演有云时大气温湿廓线的模拟研究&6'+遥感学报"#!( &) !-+(!--!+$:02- O"=02-5 =O"

<2-5 7="!""++;AE032#A/- /C2#E/4$">1A,$1/CA3>1>#1A>@23C1/E"H$>14$>,#123A-C121>& &2#20-&>1,3/0&H ,/-&A#A/-&6'+6?>E/#>;>-4"#!(&) !

-+(!--!+&/A!#")**!#%.+A44-!#""(!%&#-)!""+)"&)"!*+(A- 9"A->4>)+

管兆勇"!"!"+回首甲子峥嵘"再展万千气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学科 &" 年发展历程回顾&6'+大气科学学报"%*( #) !*-!'++$:02- 7V"

!"!"+:1>2#>CC/1#42-& *1A33A2-#2,"A>@>E>-#4!21>#1/4$>,#/C#">&>@>3/$E>-#/CD#E/4$">1A,;,A>-,>4A- FGI;K4A-,>#-&"&6'+K12-4D#E/4

;,A"%*(#) !*-!'++&/A!#")#*+(+%.+,-(A+&'())*+!"!""#!&""-+(A- 9"A->4>)+

=2- 6"9"0 7:"<2-5 7=">#23+"!"#++K">>4#2*3A4"E>-#/C/$#AE2351/0-&!*24>& 12&21&2#24>#4*H ,/E$21A4/- 2-& ,/11>32#A/- 2-23H4>4BA#" 4$2,>!

*/1->12&21&2#2&6'+P>#>/1/3D$$3"!'(#) !#&#!#("+&/A!#")#""!%E>#+#&+!+

胡方超"辛岩"张培昌"等"!"#(+偏振雷达探测小椭球粒子群OR?的雷达气象方程&6'+大气科学学报"%"(') !(#'!(!"+$=0 S9"MA- V"7"2-5 8

9">#23+"!"#(+?2&21E>#>/1/3/5A,23>'02#A/- /COR?C/1$/321AE>#1A,12&21&>#>,#A-5 4E2334$">1/A&4&6'+K12-4D#E/4;,A"%"(') !(#'!(!"+&/A!

#")#*+(+%.+,-(A+&'())*+!"#&"%"+""#+(A- 9"A->4>)+

胡雯"张培昌"顾松山"等"#--*+多卜勒天气雷达预报强对流回波移动模式&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0 <"7"2-5 89":0 ;;"

>#23+"#--*+DE/&>3C/1$1>&A,#A-5 4#1/-5 ,/-@>,#A/- >,"/ 4"AC#BA#" #">B>2#">1&/$$3>112&21A-C/1E2#A/-&6'+6F2-.A-5 I-4#P>#>/1"#&(*) !

*"!!*"(+&/A!#")#*+(+%.+,-(A+&'())*+#--*)"*)""(+(A- 9"A->4>)+

黄兴友"樊雅文"李峰"等"!"#*+地基 *' :=Y测云雷达回波强度的衰减订正研究&6'+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 !*!'!**"+$=02-5 MV"S2- V

<"OAS">#23+"!"#*+K">2##>-02#A/- ,/11>,#A/- C/12*':=Y51/0-&!*24>& ,3/0& 12&21&6'+6I-C121>& PA33AE <2@>4"*! ( %) !*!'!**"+&/A!

#")*(!%%;8+6+#"#")!"#*)""*!'+(A- 9"A->4>)+

嵇驿民"王宝瑞"张培昌"#--#+计算雷达截面的积分方程法&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6AVP"<2-5 W?"7"2-5 89"#--#+K">A-#>!

5123>'02#A/- E>1"/& C/1,/E$0#A-5 12&21,1/44!4>,#A/-&6'+6F2-.A-5 I-4#P>#>/1"#%(#) !&#!(!+&/A!#")#*+(+%.+,-(A+&'())*+#--#)"#)""++(A-

9"A->4>)+

U/0 OO"<2-5 7="M0 S"!"#++K"1>>!&AE>-4A/-23C04A/- /C4$2,>*/1->2-& 51/0-& 12&211>C3>,#A@A#H &2#204A-5 2->0123->#B/1(!*24>& 2$$1/2,"&6'+

D&@ D#E/4;,A"*'(*) !*%&!*'-+&/A!#")#""(%4""*(&!"#(!&**%!-+

寇蕾蕾"王振会"沈菲菲"等"!"#-+基于小波域高斯尺度混合模型的天气雷达图像高分辨率插值 &6'+气象学报"((( #) !#%!!#'*+$U/0 OO"

<2-5 7=";">- SS">#23+"!"#-+=A5" 1>4/30#A/- A-#>1$/32#A/- C/1B>2#">112&21&2#2*24>& /- :2044A2-!4,23>EA)#01>4E/&>3A- B2@>3>#&/E2A-

&6'+D,#2P>#>/1/3;A-"(((#) !#%!!#'*+&/A!#")##&(&%'))*!"#-)""#+(A- 9"A->4>)+

李建通"张培昌"#--(+欧拉方程中三个参数选取与雷达测定区域降水量的精度&6'+气象"!*(-) !*!(+$OA6K"7"2-5 89"#--(+;>3>,#A-5 /C#"1>>

$212E>#>14A- >0321>'02#A/- 2-& 2,,012,H /C21>2$1>,A$A#2#A/- E>2401>E>-#*H B>2#">112&21&6'+P>#>/1P/-"!*(-) !*!(+(A- 9"A->4>)+

李南"!"##+多普勒雷达资料的退速度模糊+风场反演和临近预报的研究 &R'+南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OAF"!"##+;#0&A>4/- #">@>3/,A#H

&>23A24A-5"BA-& 1>#1A>@232-& -/B,24#A-5 /C#">R/$$3>112&21&2#2&R'+F2-.A-5!F2-.A-5 G-A@>14A#H /CI-C/1E2#A/- ;,A>-,>JK>,"-/3/5H+(A-

9"A->4>)+

OAF"<2-5 7="M0 S">#23+"!"#(+K">244>44E>-#/C51/0-&!*24>& B>2#">112&21&2#2*H ,/E$21A4/- BA#" K?PP 8?&6'+ILLL:>/4,A?>E/#>;>-4

%(#



张培昌"等!气象万千 探本索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探测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校庆专栏

O>##"#%(#) !(!!(&+&/A!#")##"-%O:?;+!"#&)!&!&*!"+

林炳干"张培昌"#--(+天气雷达测定区域降水量方法的改进与比较 &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OA- W:"7"2-5 89"#--(+IE!

$1/@>E>-#/CB>2#">112&21E>2401>& 1>5A/-2312A-C233BA#" ,/E$21A4/- #/ /#">1#>,"-A'0>4&6'+6F2-.A-5 I-4#P>#>/1"!"(*) !**%!*%"+(A- 9"A!

->4>)+

林晔"顾松山"#--%+大气探测学教程&P'+北京!气象出版社+$OA- V":0 ;;"#--%+D,/014>A- 2#E/4$">1A,4/0-&A-5&P'+W>A.A-5!9"A-2P>#>/1/!

3/5A,2381>44+(A- 9"A->4>)+

刘超"银燕"闵敏"!"#(+风云 %D成像仪辐射仿真模拟系统开发&9' %%第 *%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 (;!#) !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应用论文集+$

OA0 9"VA- V"PA- P"!"#(+R>@>3/$E>-#/C12&A2#A/- 4AE032#A/- 4H4#>EC/1SV!%2AE25>1&9' %%K">*%#" D--023P>>#A-5 /C9"A->4>P>#>/1/!

3/5A,23;/,A>#H (;!#) !->B5>->12#A/- 5>/4#2#A/-21H E>#>/1/3/5A,2342#>33A#>2$$3A,2#A/- $1/,>>&A-54+(A- 9"A->4>)+

刘晓阳"张培昌"#--!+用折叠线跟踪算法退除多卜勒速度折叠 &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OA0 MV"7"2-5 89"#--!+K12,(A-5

23A24>& 3A->#/ &>23A24>R/$$3>1@>3/,A#H&6'+6F2-.A-5 I-4#P>#>/1/3"#'(%) !%-*!%--+(A- 9"A->4>)+

马翠平"张培昌"#---+用单多卜勒雷达确定中尺度气旋环流中心及最大风速半径&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P298"7"2-5 8

9"#---+R>#>1EA-2#A/- /CE>4/,H,3/->,>-#>12-& 12&A04/CE2)AE0EBA-& BA#" 24A-53>!R/$$3>112&21&6'+6F2-.A-5 I-4#P>#>/1"!!(*) !%"*!

%"(+&/A!#")*-&-%.+A44-+#&(%!("-()#---)"*)"#++(A- 9"A->4>)+

潘江"张培昌"!"""+利用垂直积分含水量估测降水&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82- 6"7"2-5 89"!"""+L4#AE2#A-5 $1>,A$A#2#A/- *H 12!

&21!E>2401>& @>1#A,23A-#>512#A/- /C3A'0A& B2#>1&6'+6F2-.A-5 I-4#P>#>/1"!*(#) !+(!-!+&/A!#")*-&-%.+A44-+#&(%!("-()!""")"#)"#%+(A- 9"A!

->4>)+

XA2- W"6A2-5 =V"<>-5 S7">#23+"!"!"+93AE2#/3/5H /C$244A@>EA,1/B2@>*1A5"#->44#>E$>12#01>4A- #1/$A,23,H,3/->42-& #">A11>32#A/-4#/ 4#/1E

A-#>-4A#A>4244>>- *H SV!*W%P<?I&6'+?>E/#>;>-4"#!(#) !#%(+&/A!#")**-"%14#!"#"#%(+

沈菲菲"许冬梅"闵锦忠"等"!"#++云尺度雷达资料的混合同化对台风$桑美%的数值模拟研究&6'+海洋学报"%"(') !%+!&#+$;">- SS"M0 RP"

PA- 67">#23+"!"#++D44AEA32#A/- /C12&21/*4>1@2#A/-4BA#" L-*RND?2#,3/0&!1>4/3@A-5 4,23>C/1#">$1>&A,#A/- /CKH$"//- ;2/E2A&6'+D,#2

Q,>2-/3;A-"%"(') !%+!&#+&/A!#")*-&-%.+A44-+"!'*!%#-*)!"#+)"')""'+(A- 9"A->4>)+

汤达章"张培昌"#-+%+用雷达反射因子 7和雨强 I估算雨滴谱的方法&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K2-5 R7"7"2-5 89"#-+%+D

E>#"/& C/1&>&0,A-5 12A-&1/$ 4AY>&A4#1A*0#A/- *H 1>C3>,#A@A#H C2,#/12-& 12A-C23312#>&6'+6F2-.A-5 I-4#P>#>/1"((!) !!##!!#++&/A!#")#*+(+%.+

,-(A+&'())*+#-+%)"!)""++(A- 9"A->4>)+

汤达章"张培昌"楼文珠"等"#-+"+雨滴在静止大气中的平均多卜勒速度&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K2-5 R7"7"2-5 89"O/0 < 7"

>#23+" #-+"+D@>125>R/$$3>1@>3/,A#H A- 24#2#A,2#E/4$">1>& 6'+6F2-.A-5 I-4#P>#>/1" * ( # ) ! &"!&++&/A! #")#*+(+%.+,-(A+&'())*+

#-+")"#)""++(A- 9"A->4>)+

涂强"王宝瑞"张培昌"#--'+分层均匀介质折射率廓线的重建&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K0 X"<2-5 W?"7"2-5 89"#--'+U>!

,/-4#10,#A/- /C1>C12,#A@A#H $1/CA3>C/10-AC/1E3H 4#12#ACA>& E>&A0E&6'+6F2-.A-5 I-4#P>#>/1"#+(!) !#(-!#+&+(A- 9"A->4>)+

王宝瑞"忻翎艳"张培昌"等"#--&+锥球状粒子对偏振雷达电磁波的散射和衰减特性&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2-5 W?"MA- O

V"7"2-5 89">#23+"#--&+L3>,#1/E25->#A,4,2##>1A-5%2##>-02#A/- /C"/E/!5>->/042-& ">#>1/5>->/04#2$>1>&!4$">1A,"2A34#/->4&6'+6F2-.A-5

I-4#P>#>/1"#-(%) !*+(!*-!+&/A!#")#*+(+%.+,-(A+&'())*+#--&)"%)""#+(A- 9"A->4>)+

王宝瑞"张培昌"蒋修武"等"#--(+分层旋转椭球散射场准解析解级数系数的确定&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2-5 W?"7"2-5 89"

6A2-5 M<">#23+"#--(+;>1A>4!>)$2-&>& ,/>CCA,A>-#4/C4,2##>1A-5 '024A!2-23H#A,4/30#A/- *H 232H>1>& $21#A,3>&6'+6F2-.A-5 I-4#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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