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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大气环境卫星遥感技术及其应用进展，对国内外大气环境遥感卫星的发展现状、气溶胶遥
感技术和痕量气体遥感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总结。
主要讲述了大气环境卫星遥感基础、气溶胶及其颗粒污染物卫星遥感反演技术、污染气体／温室气体
卫星遥感反演技术、生物质燃烧火点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基于空气质量模式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技术，并结合实际研究工作给出了区域大气环境卫星遥感软件系统及其应用案例。

本书可供环境遥感监测与管理专业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参考用书及
相关专业科技工作者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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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 大气环境卫星遥感技术及其应用进展1.1 大气环境卫星及传感器发展现状1.1.1 国
外大气环境卫星及传感器发展现状1.早期大气环境卫星及传感器发展情况最早用于气溶胶光学厚度反
演的卫星传感器是AVHRR，它是一个5通道的交叉轨道扫描辐射计，1978年开始搭载于美国国家海洋
大气局的极轨卫星上飞行；自1981年以来，NOAA下午星上的AVHRR被用于海洋上空气溶胶光学厚度
业务反演。
另一个长期用于探测气溶胶特性的传感器是TOMS，最初搭载在1978年发射的Nimbus-7卫星上，并被
广泛用于臭氧总量的遥感。
1979年NOAA系列卫星开始搭载SBUV传感器，可连续监测臭氧廓线。
2.近期大气环境卫星及传感器发展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搭载于不同卫星上的大气探测传
感器相继升空，为气溶胶和痕量气体等环境空气监测提供了丰富数据源。
1995年欧洲空间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发射的ERS-2卫星上搭载了一种新型多角度传感
器ATSR-2，其主要目的是准确测定海面温度。
由于具有与AVHRR相似的通道，并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进行观测，ATSR-2也可用于气溶胶反演。
1996年日本发射了第一颗ADEOS卫星，星上搭载的法国的POLDER和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提供的OCTS，可用于气溶胶反演；另外，ADEOS卫星搭
载的IMG传感器，是第一个高分辨率近红外对流层探测仪，能够同时反演多种痕量气体含量，CO
和HNO3是其中较受关注的反演指标。
但ADEOS卫星运行不到1年，于1997年6月由于卫星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力供应中断，停止了收集和传输
数据。
1997年，由NASA和ORBIMAGE公司共同研制的SeaWiFS传感器发射升空，其目的是获得全球海洋水色
数据供全世界渔民使用，可基于地物表面反射的蓝波段弱信号反演气溶胶。
还有一些其他的传感器被用来反演气溶胶。
ICESat上的GLAS雷达被设计用来测量冰面海拔，但是现在也被用来反演气溶胶垂直廓线
（Spinhirneet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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