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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遥感作为大气科学中的重要基础与技术支柱#是
!$

世纪
B$

年代以来迅速发

展的一门年轻学科%中国大气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也紧密结合国家需求与国际学术前沿#从

!$

世纪
B$

年代开始在理论研究#技术发展与实验研究#以及在气象!环境和国防应用等多

方面开展了活跃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作者主要对中国科学界在大气遥感与卫星气象学发展方

面作简要回顾#并着重介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大气遥感的基础与方法研究方面的

一些进展#以及对大气遥感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大气遥感的简要发展过程!

卫星气象的早期发展!卫星红外遥感的基础理论研究!大气微波遥感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大

气激光遥感研究!大气光学遥感研究%

关键词!卫星气象学'光学遥感'激光雷达'红外遥感'微波遥感

!

!

引言

大气遥感是
!$

世纪
B$

年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分支之一#也是大气科学发

展的关键技术支柱之一%它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气象与大气科学研究和应用发展对全

球和区域大气特征的时空连续观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物理学!传感器与计算

机信息技术!大气物理学密切结合的产物#是高技术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并紧密围绕应

用需求开展研发的产物%电磁场理论!分子与原子光谱理论!波与介质相互作用的理

论构成了遥感的原理基础%微波雷达与辐射计技术!红外技术!激光技术和光谱学技

术!声学遥感器技术!卫星平台等航天航空平台技术以及计算机!通信技术是实现大

气遥感的技术支柱%基于对大气与地表的物理化学过程特征理解为基础的遥感地球(大

气科学模型是遥感获得结果的应用理论基础%这里的遥感地球(大气科学模型既包括了

直接建立传感器所测波动(辐射量与待测大气(地表参数之间定量关系的直接物理模型#

也包括不能直接建立定量遥感方程但通过对大气(地表过程中各参数定量关系作为约束

而可以获得待测大气(地表参数的 )间接*遥感科学模型%在解决所有以上步骤中#特

别是遥感反演方法的建立中#对数学物理求解方法也提出了需求和挑战%所有以上各

方面构成了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科技前沿%大气遥感这一学科名词的广泛应用

始于
!$

世纪
B$

年代后期#但大气遥感的规模性研究应用则始于
!$

世纪
#$

年代后期#

当时微波雷达迅速应用于区域云雨结构的监测与强天气的报警#对气象学应用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并迅速在以后
?$

多年内形成了一门雷达气象学#即微波主动大气遥感



学#至今仍在蓬勃发展%而
?A>"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和
?AB$

年美国第一

颗气象卫星上天则标志着大气遥感借助于卫星平台#可以实现对全球大气状况的监视

与测量%由于卫星载荷重量!功耗与体积的限制#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将微波雷达等

主动遥感技术应用于卫星遥感#利用光学!红外和微波被动测量来遥感大气参数的研

究就成为卫星大气遥感的主流%这一类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卫星遥感原理与技术的深入

探索%在原理上对分子光谱与遥感波段 "通道$选择!电磁波散射!多次散射辐射传

输#以及相应的快速算法!反演方法等多方面形成了迅速发展的局面%近
#$

年#大气

遥感已发展成为大气科学最为活跃的支柱学科之一%简而言之#前
!$

年更多着重于大

气遥感原理与理论系统的建立!初步技术试验#以及急需而又相对易于实现的应用

"如卫星云图的天气学应用$#后
!$

年则更多着重于系统深入的试验应用#并且更深入

地将大气遥感与大气科学的其他分支相互渗透#在建立遥感地球(大气科学应用模型方

面趋向深入和成熟%

我国大气遥感的发展与国际是同步的#在
!$

世纪
B$

年代已经得到了国家和相关

学者的关注%在业务应用上#气象雷达的发展是地基大气遥感的重要应用%我国利用

国外气象卫星的研究应用始于
!$

世纪
"$

年代初%我国自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自主气

象卫星+风云系列的研发工作%至今取得了极轨与地球同步气象卫星二大系列举世瞩

目的成就%这些成就集中于中国气象局的业务系统内%与此同步#我国大气遥感在研

究所和大学内亦在不同阶段取得了研究进展#构成了对国际大气遥感研究的实质贡献%

本文将对我国大气遥感研究发展作一简单回顾#并简要列举我国大气遥感研究 "着重

在原理和方法上$各阶段的一些重要进展%本文内容更多偏重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 "简称大气物理所$在这方面的工作%

"

!

我国大气遥感的发展回顾

!$

世纪
B$

年代初期#我国大气科学界就开始了大气遥感相关的研究与应用试验%

利用
C-D+-)

紫外光度计探测大气臭氧总量是我国最早的大气遥感研究,

?

-

%

?A>@

年国

际地球物理年期间#赵九章主持引进了该项设备并开始了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中央气

象局观象台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简称地球物理所$二室 "后为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分别引进了气象雷达#开始了微波雷达观测云雨的研究%这一工作

一方面从气象业务上为中小尺度气象与业务提供了重要手段#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微

波与大气云雨介质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结合强风暴探测研究的迫切需求#顾震潮!

周秀骥提出了地基对雷暴云的综合探测(遥感的设想#并主持了这一方向的研究#其主

要成果后来总结于大气物理所专刊第
#

号 .雷暴探测和雷电物理研究/

,

!

-中%其中的内

容包括了利用闪电电磁辐射特征来做闪电定位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利用存在于大气自

身的电磁辐射特征来了解大气过程与特征 "参考射电天文学的发展#顾震潮提出建立

射电气象学$%在此期间#结合大兴安岭森林防 "雷击$火任务与雷雨云中小尺度研究

计划#地球物理所二室开展了雷雨云多波段电磁辐射探测研究,

%

-

%为深刻理解这些放

电与射电物理过程#赵燕曾等,

#

#

>

-建立了高电压实验室进行闪电通道放电电磁特征和雨

滴在云中强电场的行为实验%与此同时#利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沙河观测站刚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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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75

射电望远镜#进行了对流云和雷雨云微波射电特征的实际观测,

B

-

#发现了

雷雨云的云雨热辐射和闪电脉冲微波非热辐射两类信息%上述工作均与国际前沿研究

同时开展#并获得了新的认识%随着我国于
?AB%

年研制成红宝石激光器#大气物理所

与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合作迅速开展了以测云和能见度等为目标的红宝石激光雷

达研制#并于
?AB"

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激光雷达#开始了一系列激光大气遥感理论

与实验研究#并一直发展至今%

在发展地基大气遥感原理与技术的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气象卫星所发布的卫星云

图资料是一项具有重要应用发展的技术和研究工作%

?ABA

年#大气物理所首先研制成

可用以接收美国气象卫星云图广播资料的
3EF

接收机,

"

-

%从而在我国开始了卫星云图

在天气分析和预报应用的新局面%随后#大气物理所又研制成功高分辨率卫星云图

GHEF

接收机#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卫星天气学的发展%

我国独立发展气象卫星任务始于
!$

世纪
"$

年代初#这一重大需求大大促进了卫

星遥感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在中央气象局总抓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局面下#大气物

理所曾庆存及其研究组在卫星红外遥感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在总

结国际已有研究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卫星红外遥感反演温度!水汽垂直

分布的系统理论,

@

-

%这一理论分析同时适用于其他波段的被动遥感%

与红外卫星遥感发展的同时#微波遥感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

亦得到了重视%从 )无球探空*的目标出发#北京大学赵柏林,

A

-在我国首先研制了
I

!

>55

波段的测温微波辐射计#并对地基扫角法测量大气温度廓线进行了研究%大气物

理所于
?A"B

年在国内首先研制了地基测雨微波辐射计#并投入了区域降水量的观测试

验,

"

-

%随后#北京大学赵柏林研究组,

??

-和大气物理所分别发展了多波长地基辐射计系

统#用以综合遥感大气温度!水汽!云和降水%在地基理论与实验的同时#

?A">

年起

周秀骥及其研究组,

?!

#

?%

-关于卫星微波遥感的理论研究在大气物理所得到了比较系统的

发展%由于洋面微波发射率远低于
?

#十分有利于水汽廓线的遥感#这方面的研究得到

了重视%大气物理所将微波辐射计遥感与雷达遥感相结合,

?#

-

#在反演原理与遥感器技

术发展上推进了一步%

!$

世纪
"$

年代中期#大气光学遥感在大气物理所开始得到发展%利用多波段太阳

光度计和激光雷达观测结果#我们获得了大气气溶胶总光学厚度及其在边界层中的分

布%光学遥感的总目标是利用太阳直射和散射辐射的光谱与偏振探测#从中了解大气

气溶胶和云的特征%由于光学遥感原理涉及包含多次散射的辐射传输理论与算法#形

成了极大的挑战#也促使我国科学家们在多个方面有所突破#随着大气科学界对气溶

胶!云和微量气体在气候!环境变化中重要性的认识的深入#大气光学遥感在我国和

在国际上一样得到重视%

!$

世纪
@$

年代以来#由于美国
;I33

气象卫星中
39GHH

多波段扫描辐射计资料的广泛应用以及
JICK8

等一系列新的地球环境卫星资料的广泛

应用#卫星光学遥感原理与应用研究亦愈加广泛和深入%

虽然大气遥感主体是利用电磁波谱中的不同波段#特别是卫星大气遥感只能利用

电磁波谱#但是在地基遥感中声波遥感也是重要的一方面#特别是大气边界层温度和

风的遥感%大气物理所科学工作者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就开始研制声雷达#并不断

投入边界层的探测应用,

?>

-

%

#>>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如果说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外大气遥感研究主要在建立理论体系#探

索各种探测原理并进行相应的技术试验#那么近
!$

年的大气遥感则更多地从应用目标

出发结合研究应用对象#采用多种遥感手段#融合非遥感手段和其他信息#更好地解

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方案#如多种传感

器遥感对多个大气与地表特征的同时遥感问题!四维同化问题等%在这些研究中大气

遥感与大气动力学!物理学与化学研究#甚至与地球科学的其他分支更多地融合在一

起#形成地球环境的综合遥感与同化%一些
!$

世纪
A$

年代以来的新遥感手段#如

LE8

遥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应用,

?B

-

%

#

!

卫星气象学的早期发展

自
?A>"

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全球第一颗气象卫星美国
FKHI8=?

于

?AB$

年发射成功并发回了首幅卫星云图%

?ABB

年以后#美国气象卫星开始从全球发布

星上实时观测的卫星云图%在我国#大气物理所首先于
?ABA

年研制成低分辨率卫星云

图接收设备 "

3EF

$#随后又研制成高分辨率卫星云图接收设备 "

GHEF

$%

?A"@

年在

日本发射地球同步气象卫星 "

LJ8

$的同时#大气物理所提前准备了卫星云图接收设

备#在
LJ8

试验发布资料时#即收到了信息%由于卫星云图的重要价值#其接收设备

一开始便获得了推广#随后在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在陶诗言等气象学家的主持下#

以台风与热带风暴等以往难以获得资料的灾害性天气系统的云图分析为重点#同时发

展了云图用于暴雨分析与预报!监视陆上的强对流天气等#迅速发展了卫星天气学研

究与应用%以下只是早期工作的一点介绍%

从卫星云图上能直观地看到台风的螺旋云系结构以及台风眼#从
LJ8

云图还首先

看到了西太平洋上多个台风同时存在的现象%朱宗申等,

?"

-利用卫星云图研究台风在海

上的移动#总结了云系特征与移动路径的关系%陈联寿,

?@

-研究了登陆后台风的云图特

征%陶诗言总结了在陆地上典型四类台风路径#即继续西行#登陆后向北行#登陆后

向东北行出海后变成气旋波以及登陆后向东北行出海仍维持台风#他发现各类台风在

云图上都有比较清楚的特征#其结果可作为判别台风在陆地上移动的判据%李玉兰

等,

?A

-利用卫星云图做
!#

!

#@

小时的台风路径预报#取得了较好成果%范蕙君和丁一

汇,

!$

-利用卫星云图分析南海台风发生!发展的云系演变#发现南海台风的发生和发展#

与西太平洋台风有不同的地方#南海台风有一种是在热带辐合区生成的#另一种与冷

空气活动有关%方宗义等,

!?

-用气象卫星扫描辐射仪图片分析了西太平洋高空流场#用

于研究热带扰动强度的变化%赵思雄,

!!

-从卫星云图估计在台风中的高低空流场及其与

台风强度变化的关系#他从云图获得了台风中
@>$'E0

和
?>$'E0

的风场%朱宗申

等,

?"

-还根据台风云系和四周系统的配置#以及台风本身云型的特点#确定台风在登陆

时的降水分布#解决台风警报中的难题%通过不断分析和总结#中央气象台 "现为中

国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卫星资料联合分析组编制了一个可供遵循的

利用
LJ8

云图资料预报台风的流程,

!%

#

!#

-

#用于判断扰动是否发展#确定台风中心位

置#估计台风强度及大风范围#预报台风移动路径#以及预报台风登陆后的暴雨情况#

在业务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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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带辐合区是卫星云图的另一个应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热带辐合区中的云系

的加强和减弱与南半球的锋面云系活动有关,

!>

-

%它还被用来对副热带高压进行分析#

帮助确定副热带高压脊线,

!B

-

%一些在天气图上分析不出来的热带 )云团*尺度的天气

系统从卫星云图中可以发现%有许多云团和天气图上的系统 "如台风!东风波!高空

冷涡$是相联系的#但是也有一些云团在天气图上反映不出来#这些云团有时候也能

引起强烈的暴雨和大风天气现象%

卫星云图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天气系统的分析#包括温带气旋和高空切断冷涡!

锋面云系!高空急流云系!西南低涡等天气系统的分析%

自从
!$

世纪
@$

年代初以来#气象卫星云图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尺度天气学的分析

与预报应用中#出现了大批应用研究成果%可以说卫星云图分析已经成为天气学研究

中的基础部分和基本手段之一%部分结果可参考文献 ,

!"

-%

$

!

卫星红外遥感的基础理论研究

!$

世纪
"$

年代#我国启动气象卫星发展计划#对大气遥感研究工作者提出了重大

的挑战%在确定以卫星红外遥感大气温湿廓线作为主攻方向后#曾庆存及其研究组在

国际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在理论基础特别是红外反演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系

统的理论观点与反演方法#将数学物理基础与大气温湿分布以及地表特征相结合#澄

清了国际上当时存在的一些理论上的混乱与不确切之处%曾庆存,

@

#

!@

-系统地总结了卫

星红外遥感大气温度和大气成分 "特别是水汽$垂直分布的两类普遍性的遥感方程#

即频谱法和扫描法所对应的遥感方程的适定性问题%对于频谱法测温#他指出为满足

线性第一类
M/*N'-15

方程有解必须加上的物理约束#包括首先大气柱处于平均的平衡

状态#并在实际观测有误差时对最优近似光滑解的限制%在具体求反演解时#提出了

一种迭代法#充分利用遥感方程中核函数在有限区域内不为零#并具有极大值位置

"高度$的特点#提出具有稳定与光滑解的步骤%这一方案是十分有效的%对于频谱法

测水汽 "及其他大气成分$#曾庆存澄清了有效辐射层在水汽遥感中的不适用性#提出

了 )最佳信息层*的概念#即对于某一频段 "通道$#其卫星所测辐射量变化对某高度

的水汽变化最敏感才是反演该高度水汽的有效频段#可获得该层的最佳信息%研究表

明有效信息层一般不同于最佳信息层%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大气水汽实际分布集中于

近地的实际情况#证明了除非有其他辅助信息约束#频谱法难以获得低层大气水汽分

布信息%在扫描法的理论研究中#曾庆存证明了遥感方程有解且唯一#解对测值误差

是稳定的%在实际遥感中由于遥感器角分辨率的有限性#其高度分辨率以及解对观测

误差的稳定性也需要深入讨论%

在建立卫星红外遥感的理论系统同时#黄荣辉等,

!A

-

!曾庆存等,

%$

-讨论了测温的通

道选择问题%袁重光和曾庆存,

%?

-

!黄荣辉等,

%!

-以及徐飞亚等,

%%

-分别讨论了遥感温度的

迭代法!经验正交函数的应用与改进等%李崇银等,

%#

#

%>

-研究了红外水汽遥感反演原理

和方法%

上述是卫星红外遥感基础研究的早期工作%由于我国在较长时间内未能有自己的

卫星红外测温仪上天#这方面的研究未能继续进行%此后#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黎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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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组对红外遥感温度反演方程的适定求解与通道选择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改

进的有偏估计解,

%B

#

%"

-和最佳测值条件分析,

%@

-

%随着我国将美国
;I33

气象卫星红外

探测器
GKH8

(

!

资料应用于气象分析#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更多地对业务系统的建立作

了大量工作 "有关工作可参考文献 ,

!"

-$%对美国
85(4'

等,

%A

-提出的同时物理反演算

法 "

8EHJ

$作了引进!分析和改进%

8EHJ

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求解多参数线性化亮温

泛函方程直接同时反演出相关地表气象气数和温湿廓线%从业务应用角度出发&黎光

清等,

#$

!

#!

-作了大量的改进工作#包括建立温湿参数初估值分析场!光谱特性的统计修

正!针对我国大陆与高原地表的通道合理选择等#通过大量业务试验#形成了可应用

于气象业务改进的
8EHJ

#即
K8EHJ

%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卫星红外遥感由于分光技术#包括
M-./(*/

光谱仪技术的

进一步成熟#可以实现的光谱分辨率达到了分辨大气成分单个谱线的水平#由此开始

了大量通道同时遥感大气温湿廓线和多种微量成分的方案%美国
OI8

(

3PQ3

卫星上

的大气红外探测仪 "

3KH8

$正是这方面的第一个成功之作%事实上#与国际这方面的

早期研究同时#关于大量高光谱分辨率,

#%

-通道同时遥感应用的原理#赵高祥等,

##

-也早

在
?A@$

年就提出了有关多个宽通道的应用设想%

%

!

大气微波遥感进展

%&!

!

气象雷达主动遥感

从学科上讲#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出现气象雷达是典型的重要大气遥感%自从

?AB$

年前后中央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分别引进了首批气象雷达#开始

了研究与业务应用%几十年来#我国气象雷达的技术发展与业务应用网的建设已经历

了三代以上的重大推进#至今已进入全国
C-

66

1*/

气象雷达组网阶段#逐步跨入气象装

备先进国家的行列%这方面我国已有大量雷达气象应用研究 "不在本文介绍之列$%除

了云雨测量雷达外#晴空风和湍流探测的
9GM

和
QGMC-

66

1*/

雷达研制与应用亦得

到了发展%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于
?A@A

年研制成功用于对流层风廓线探测的
QGM

雷

达%大气物理所于
@$

年代后期开始研制用于中层大气的大型
9GMC-

66

1*/

雷达#

?AA%

年实现了平流层风与湍流的首次探测#

!$$$

年完成了香河
9GM

(

8F

雷达#获得了风!

波动!

!

!

"

等多个大气动力参数的垂直结构,

#>

-

%

%&"

!

卫星微波遥感的早期原理研究

针对卫星微波遥感温湿廓线在洋面和一般有云条件下较红外遥感有较大优越性的

特点#

!$

世纪
"$

年代中期#大气物理所周秀骥及其研究组,

?!

#

#B

-以微波遥感为主要对象

探讨了具有第一类
M/*N'-15

积分方程形式的遥感方程的解的性质#指出方程中的核

"权重$函数起着空间滤波的作用#它决定了反演的最终空间分辨率#而观测误差!模

式误差以及计算误差的存在使空间分辨率降低%基于此#提出了一个针对具体核函数

的探讨最优化通道组合的方法%利用这一方法#进行了微波测温的数值试验,

#"

-

%针对

水汽分布遥感方程的非线性特征#黄润恒,

#@

-和薛永康,

#A

-提出了用
J-)4*=&0/1-

方法反

演水汽分布的试验%周秀骥,

>$

-提出利用微波辐射起伏进行大气动力场遥感的设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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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基微波被动遥感

在地基大气被动微波遥感方面#

!$

世纪
"$

年代初期#赵柏林等开始在我国首先研

制用于地基遥感大气温度分布的氧气吸收带微波辐射计,

A

-

#发展了有关的反演方法#

随后扩展到水汽和云和降水的微波遥感,

??

-

%根据
?AB>

年利用射电望远镜观测雷雨云的

经验,

B

-

#大气物理所于
?A"B

年在国内首先研制成用于降水遥感的地基
R

波段辐射计#

并迅速投入了观测%在此基础上#吕达仁和林海等人提出利用多角度微波辐射计观测

来估算区域降水总量的设想#并进行了初步实验,

"

-

%由于微波辐射计比气象雷达在经

济和维持要求上相对低廉#这一方法作为辅助监测手段至今仍有其价值%

在比较充分地分析微波雷达主动遥感测雨和微波辐射计被动遥感测雨各自的原理!

特点与长处后#吕达仁和林海,

?#

-提出了微波主!被动联合遥感云雨分布的原理#并提

出了一套迭代反演算法%这一原理和迭代反演算法也同样适用于飞机和卫星微波主!

被动遥感云雨分布,

>?

#

>!

-

%基于这一原理#大气物理所研制了双波长雷达+辐射计系统#

用于地基降雨分布测量#取得了试验的成功%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云含水量和水汽在气候系统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到了

重视#大气物理所研制的双波长 "水汽
!!:!%>LGS

和云水
%>:$LGS

$微波辐射计在

陆上云水和水汽变化的监测中发挥了作用,

>%

!

B$

-

#并先后
>

次投入了国际气候研究计划

"

T&HE

$所组织的有关热带海洋+全球大气相关的赤道西太平洋海域野外观测"

FIL3

和
FIL3

(

&I3HO

$系统观测,

B?

#

B!

-

%

!$

世纪
A$

年代中期以来#水汽和云水微波辐射

计正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导应用中发挥作用%针对地基微波辐射计应用地域越来越

宽广的情况#物理统计反演方法是唯一实用的反演方法%吕达仁等,

B%

-发展了一个具有

全球普适性的大气降水反演方法#利用了微波辐射亮温和地面气象观测反演水汽总量%

魏重和吕达仁,

B#

-发展了一个全球普适的双频道遥感云水和水汽的反演算法%

%&$

!

卫星微波遥感的近期研究

?AA$

年以来#国际卫星微波遥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温湿廓线的遥感方面#新

一代
;I33

卫星将红外与先进微波探测单元 "

3J8Q

$联合或单独应用#大大推进了

反演的精度与在云雨天的适用范围%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系统水循环的关注#

卫星微波遥感在这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以美国国防气象卫星 "

CJ8E

$的微波遥感

成像仪 "

88J

(

K

$为代表#一系列卫星微波遥感器在大气遥感中发挥作用%我国大气微

波遥感界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国际合作研究#发展方法#应用资料#另一方面也为发展

我国的卫星微波大气遥感技术而努力%在 )神舟*

#

号飞船上试验了多模态微波遥感

器#在 )风云*

%

号系列卫星中将应用微波遥感探测单元%

在微波遥感水汽和降水的方法研究中#卞建春等,

B>

#

BB

-发展了利用神经网络对
88J

(

K

遥感降水强度的反演算法#显示出较高的精度%吕达仁等,

B"

-综合了经验统计反演法以

及概率配对法等#提出了综合统计算法%陈洪滨等,

B@

#

BA

-发展了水汽反演方法针对降水

云的不均匀特征#林龙福等,

"$

-发展了非对称侧边界三维不均匀降水云的微波辐射模式#

开展了对于非均匀降水云与假定水平均匀降水云亮温差异的订正%刘锦丽等,

"?

#

"!

-研究

了微波主!被动结合空基遥感云水和降水分布%针对层状云的动力物理模式与微波遥

感的结合#崔哲虎等,

"%

-将层状云模式的各种强微物理量输出与微波辐射传输模式结合#

探讨了融化冰粒对微波亮温及反演精度的作用%对于散射计这一主要用于海面风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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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遥感器#陈洪滨等,

"#

-提出了对遥感降水强度的应用可行性%

在卫星微波水汽和云水反演方面#陈洪滨等,

">

#

"B

-讨论了测水汽总量的最优波长#

提出了云水总量的一个反演算法%陈洪滨,

""

-还提出了利用接收星载微波发射机的辐射

强度变化遥感云水总量的建议%

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LE8

差分接收信号来反演大气水汽变化是
?AA$

年以来国际发展

迅速的遥感方法#我国北京大学!中国气象局!北京市气象局等单位也积极进行了试

验,

?B

#

"@

!

@$

-

#取得了几个地点中尺度试验的成功%毛节泰等的试验表明#

LE8

可以实现

很高精度的水汽遥感%在区域
LE8

布网后#这一结果可以纳入短时预报与分析的同化

系统中%我国也在开展利用低轨卫星组网接收
LE8

卫星的掩星信号来反演全球温度与

水汽廓线的研究#并在同化的优化算法研究中已取得了进展,

@?

-

%

'

!

大气激光雷达遥感

?AB$

年#国际上发展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由于窄脉冲激光源具有高度单色性!

窄时间脉冲!高脉冲功率#成为大气主动遥感极为理想的技术基础#为大气气溶胶和

云的遥感以及基于不同的吸收和量子散射原理的大气气体成分探测提供了理想手段%

?AB%

年#国际上第一台用于探测大气的激光雷达问世%我国大气科学界对这一新兴领

域亦十分敏感%

?AB%

年我国研制成红宝石激光器#

?AB>

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二室 "现大气物理所$即启动激光雷达研制计划#赵燕曾等和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联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雷达#并开始了测云!测人工烟羽和一系列对

大气气溶胶和相关参数的遥感研究%自
?AB"

年完成第一台激光雷达后#在
"$

年代先

后有三代激光雷达研制成功并投入研究 "有关我国激光雷达早期研究结果可参阅文献

,

@!

-$%

!$

世纪
@$

年代初#大气物理所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用以平流层气溶胶的中型激

光雷达%此后#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平流层气溶胶探测激光雷达#随后进

一步研制了平流层臭氧探测激光雷达%

!$

世纪
A$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

与数学研究所发展了探测中层大气温度和密度的
H0

<

1*(

U

'

激光雷达和中间层顶区纳原

子激光雷达#取得了宝贵的中层大气相关资料%

!$$$

年以来#武汉大学亦发展了中层

大气探测激光雷达%这些激光雷达的研制和应用#开拓了从近地直到中层顶区大气层

特征的遥感能力#这些能力中的大部分是其他遥感手段在原理上难以做到的%

有关大气气溶胶特征的激光遥感工作#包括原理!遥感方程求解!以及遥感结果#

邱金桓等,

@%

-已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这里补充一点#利用气溶胶在一定条件下保守被动

的特征#激光雷达的高重复频率探测亦可适用于大气湍流时空特征的探测研究,

@#

-

%有

关中层大气的激光雷达遥感#在文献 ,

@>

-中亦有较详细介绍#本文不再重复%

(

!

大气光学遥感

大气光学遥感从历史上讲是最古老最直观的遥感手段%目视天空的天色表明了无

云大气洁净而少气溶胶的特性%气象卫星所拍摄的云图提供了天气系统最直观的宏观

结构%从定量遥感而言#大气在光学波段的最主要光源是太阳辐射 "包括紫外!可见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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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近红外和短波红外波段$#其相互作用包括气体吸收!分子散射!气溶胶散射和吸

收#还包括云的多次散射和吸收%在光学波长范围内#气溶胶粒子与光波的相互作用

包含着最为丰富的信息%同时#特定的气体吸收波长可用于遥感大气某些微量气体的

气柱总量与分布%在这些方面#我国大气遥感工作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地基光学遥感方面#

!$

世纪
"$

年代开始了建立多波长太阳光度计遥感大气气溶

胶光学厚度谱的观测研究并反演气溶胶粒谱#这类观测一直持续至今#提供了全国多

个地点气溶胶光学厚度的气候性资料%在扩展气溶胶特征遥感的原理方法方面#我们

发展了消光+小角度联合反演气溶胶谱,

@B

-

#利用前向散射观测反演气溶胶折射率,

@"

-

%

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遥感的另一个进展就是利用气象台站的短波辐射通量资料反演气

溶胶的等效光学厚度,

@@

-

%这一方法的长处在于可充分利用气象台站过去几十年的历史

资料#从而获得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几十年来的变化趋势,

@A

-

#为全球气候变化中大气

气溶胶辐射效应评估提供基础#并进而分析气溶胶变化的自然和人类活动原因%在卫

星光学遥感反演气溶胶方面#吕达仁等,

A$

-和邱金桓,

A?

-分别提出了利用地表反射率谱特

征和大气气溶胶厚度谱特征的约束#利用卫星多波段光学观测同时反演大气气溶胶光

学厚度和地表反射率的原理方案#并为反演方法的实况提出了参数化方法%毛节泰

等,

A!

-把地基气溶胶遥感和
JICK8

气溶胶产品相结合分析了气溶胶区域变化特征%有

关这方面的许多结果已在文献 ,

@%

#

@>

-中进行了介绍%

在利用光传输效应遥感雨强和雨滴谱方面%吕达仁和吴北婴,

A%

-发展了国际已有的

光闪烁测雨的原理和算法#提出了不同的雨强和雨滴谱反演方法%吴北婴和吕达

仁,

A#

#

A>

-进行了一系列数值试验结果表明这是十分有效的方法%王开祥和吕达仁,

AB

-用野

外实验证实了这一反演算法#取得了成功的结果%此外#黄润恒,

A"

-很早就提出用光闪

烁效应测风的原理方案%

云的地基观测长期靠目视主观判断#如何客观定量自动观测分析本站上空天空情

况#并将大气辐射传输过程与云参数相联系#是大气遥感中的一个挑战性问题%从国

际发展趋势看#采用全天空成像辐射仪进行云和晴天辐射参数的遥感是一个必然的方

向#例如美国大气辐射测量 "

3HJ

$计划就采用了两种相关的探测云的设备%吕达仁

等,

A@

-发展了全天空成像辐射技术#拟用全天空可见光多波段数字成像并转化为辐射率

分布与热红外天空亮温分布相结合来综合遥感云量和云底高%目前#霍娟和吕达仁,

AA

-

在云量的遥感上已得到初步结果%利用数字成像技术确定地面能见度的研究也由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陶善昌等,

?$$

-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大气紫外遥感是大气遥感中一个历史长而又不断有发展的分支%利用地基
C-D+-)

紫外光度计遥感大气柱臭氧总量的工作在大气物理所从
?A>@

年开始%

?A"@

年后#这一

观测成为
TJI

的全球地面观测站之一#一直至今%

!$

世纪
A$

年代以来#中国气象局

亦建立了以
V/*W*/

光谱仪为手段的大气臭氧和紫外辐射观测系统#成为
TJI

新的业

务站%在大气臭氧垂直分布的紫外反演中#早在
!$

世纪
B$

年代初#魏鼎文等,

?$?

#

?$!

-就

提出了反演权重函数的特殊性及相应的反演解的不稳定性与高度分辨率的局限性%这

是对被动遥感方程解非适定性的一个早期认识%在空间紫外遥感方面#李俊和吕达

仁,

?$%

-

针对美国的太阳紫外后向散射"

8VQ9

$发展了大气臭氧廓线的非线性反演方法%郭

$B> !!

大
!!

气
!!

科
!!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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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霞!吕曜#吕达仁#紫外临边遥感同时反演大气密度和臭氧分布的可行性研究#自然科学进展#

!$$%

"已接收$

X

霞等?

$对紫外临边同时遥感大气密度和臭氧分布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数值试验表明其

可行性%

)

!

小结与讨论

上述简单的回顾#让我们看到我国大气遥感的研究与发展工作
#$

多年来一直是紧

密结合大气科学与应用需求#并在国际学术前沿上力求在多个阶段都有所创新#形成

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从另一方面看#大气遥感是一项基础研究!高技术和重大应用

密切结合的学科分支%它的发展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研究力量#还需要国家在技术和经

济上的重大支持%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大气遥感研究所得到的支持

是不足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未能及时有效地落实到我国自己的实验与应用发展

中%随着国力加强#这方面情况已有很大改观#例如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有

所体现%而业务气象卫星及其应用的发展已得到国家更大的支持%

大气遥感作为地球遥感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是提供全球和区域足够时空分辨率

和精度的多种大气要素%在这一含义上#它与信息科学密切相关%充分利用信息科学

的方法与技术将会促进大气遥感的发展%反之#大气遥感的许多进展亦将贡献于信息

科学%例如#基于大气遥感的多种辐射传输算法#对反演数学物理问题的深入研究以

及当前四维同化等结合大气遥感和大气科学其他分支的思想和方法正在地学遥感中起

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更好的学科融合将使大气遥感在地球系统遥感中发挥更为积极的

作用#这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文简要回顾我国#主要是大气物理所在这方面的进展#限于水平和时间#肯定

有许多遗漏与错误之处#尚希批评和鉴谅%

感谢!陈英女士为本文作了文字录入和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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