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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溶胶遥感定量反演研究与应用》共14章，介绍气溶胶的遥感定量反演方法，简要介绍气溶胶的来
源和性质、气溶胶遥感反演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描述地基观测仪器太阳分光光度计和激光雷达的
观测原理及气溶胶参数反演方法，阐述卫星遥感探测海洋与陆地气溶胶的原理、方法和数据处理以及
相应反演结果的验证等内容。

《气溶胶遥感定量反演研究与应用》可供从事气溶胶遥感、辐射平衡研究和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的
科研人员和相关专业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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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气溶胶和大气分子与入射太阳辐射相互作用，除了可以散射和吸收入射辐射外，还可
以使入射辐射发生偏振。
多角度偏振探测器通过测量后向散射的偏振特性，可以得到陆地气溶胶的更多信息。
利用多角度偏振卫星数据在进行陆地气溶胶的反演有两个的优点。
首先，地表反射率相对大气来说是低偏振或无偏振的，对大气顶的偏振辐射贡献小，大气顶的偏振信
号主要来自于大气中分子和气溶胶的散射。
利用多角度偏振信号有利于去除地表反射的影响，实现对气溶胶光学厚度等光学性质的精确反演。
其次，对于气溶胶类型的判定问题。
卫星的多角度偏振所能反映的气溶胶的光学性质主要是偏振相函数。
气溶胶偏振相函数对气溶胶性质，如复折射指数的虚部十分敏感。
多角度偏振信息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别气溶胶的类型，反演气溶胶的物理性质。
实际上，Kaufman等对气溶胶反演方法的总结，不应当被看成是气溶胶反演方法的分类，因为上述6种
方法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
若要对气溶胶反演方法进行分类，则必须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或是分类依据。
例如：①从探测平台来分，有地基气溶胶遥感和卫星气溶胶遥感；②从探测到的辐射特性来分，有标
量探测与矢量探测之分；③从探测角度来看，存在单角度和多角度探测反演的区别；④从主动和被动
探测来区分，有激光雷达主动探测和其他的被动探测之分；⑤从探测波段来区分，有单波段反演与多
波段反演的差异；⑥从对地表反射噪声的去除方法上看，有暗目标反演方法、耦合地表反射率方法，
后者又称地表反射率协同反演气溶胶方法等；⑦从地表类型来说，有陆地气溶胶反演与海洋气溶胶反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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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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