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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18. 75 GHz附近六通道亮温
反演大气温度廓线的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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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层大气与全球环境探测开放实验室，北京,00029)

2)(北京应用气象研究所.北京100029)

摘 要 为了能在静止气象卫星上实现微波被动遥感探测大气温度廓线，并保持一定的地

面空间分辨率 (如视场小于60 km),就需要使用高频微波及大天线。欧洲和美国下一代静止

气象卫星上都己考虑采用 118.75 GHz附近通道。为了充分了解 118.75 GHz附近通道遥感反

演温度廓线的能力，为仪器研制及今后资料的解释反演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作者开展了采

用118.75 GHz附近六个通道遥感反演大气温度廓线的数值模拟研究。统计反演的数值试验

表明，118.75 GHz附近六通道对温度垂直分布有一定的遥感反演能力;温度反演较好的层次

对应于权重函数峰值所在的位置

关键词:高频微波;温度廓线;反演

1 引言

    大气温度分布及其变化是表征大气热力状态的一个重要参数。探测全球大气温度
分布及其变化，对于数值天气预报、大气科学和气候变化研究以及各种气象保障工作，

都是必不可少的。地基气象无线电探空仅给出一个 “点”上空的温度分布情况，且全
球无线电探空站网的密度远不能满足业务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而要获得全球大气的三

维温度场信息，卫星遥感是当前一种最佳的选择。
    卫星遥感大气温度廓线最有代表性的仪器是美国NOAA系列极轨气象卫星上的

TOYS和ATOVS探测器，它实际上由三个子仪器组成，即:红外探测器 (HIRS),

微波探测器 (MSU)和红外平流层探测器 ((SSU) 11.21。其中的微波探测仪采用了5。一

70 GHz氧气吸收带中的数个通道。如果在静止气象卫星上仍采用成熟的50-70 GHz
氧气吸收带中的几个通道，则要使用超大天线，否则将进一步降低水平空问分辨率。
而目前卫星微波辐射计较低的水平空间分辨率，已对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除使用超大天线外，提高水平空间分辨率的另一种方案是使用更高频率的微波段。欧

洲和美国的下一代静止气象卫星上都已考虑采用118.75 GHz氧气吸收线附近通道。国

外已研制成功并具有代表性的微波遥感器有美国的AMSU和NITS (Millimeter-wave
Temperature Sounder)和欧洲的MMS (Meteosat Microwave Sounder)等二z-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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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5期 陈洪滨等:从 118.75 GHz附近六通道亮温反演大气温度廓线的数值模拟研究 895

    采用118.75 GHz氧气吸收线附近通道反演温度廓线的优点4.61有:与50̂-70 GHz
吸收带相比，空间分辨率可以提高一倍;是一条几乎完全对称和孤立的吸收线，离其

他(02吸收线足够远，可以忽略重叠 (overlapping)效应‘因此大气透过率及正模式较
为简单;与红外波段相比，具有一定的穿透云的能力 (例如薄卷云)，且完全不受气溶

胶和烟尘的影响;对厚云或对流性降水的探测可提供一1t8辅助信息

    为了充分了解118. 75GHz附近通道遥感反演温度廓线的能力，为仪器研制及今后
资料的解释反演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本工作开展了空基118.75 GHz微波辐射计资料

反演大气温度廓线的模拟研究。使用微波辐射传输模式，通过对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
分析研究，了解六个通道的权重函数分布、亮温与各层温度的相关性以及使用六通道
亮温反演温度廓线的可行性和大致精度

2 通道选择及其权重函数分析

    表1列出卫星上拟采用的118.75 GHz附近六个通道的中心频率及相关的主要参

数，这是根据他人的研究结果和现有的微波技术条件给出的[[2,3.61，其地面分辨率所对

应的天线口径为2 m.

                        表1 辐射计工作方式、极化方式及空间分辨率

通道 中心频率;GHz 中频带宽厂MHz 地面分辨率/km 应用目的

90 2000

~50

水汽总量、对地观测、云雨等

低平流层大气温度测量_ 一{118.7510.33 200

118.75士0. 65 350 平流层底层大气温度侧量

四 118- 75士1.3 500 对流层大气温度测量

五 118.75士2. 0 600 对流层底层大气温度测量

六 118.75士3. 9 600 近地面大气温度测量

    在平面平行无云大气中及卫星天顶角8(观测角)不大于75。时，到达卫星天线处
的微波视亮温TS (0)来自4项贡献6.71，即整层大气向上的辐射Tep、地表向上辐射

T1S、大气向下被海 (地)表反射再经大气衰减后的辐射TDN和地外进人大气经地表反

射再经大气衰减向上的辐射TM,

                          TI, (的 一 TUy十 T}十 TM + 1么!，

根据辐射传输方程的解，各项贡献的具体表达式为

T}一丁wk0，二(x)e Jmz(一dz/cos。，
T,.=s(0,p)与 e ̀ e

、一:，一〔B,p)]e "i-e丁}k,(z)二(z) e10 0̂ ("" dz/cos。，
Ta7=了乞os(1一:)e-2,, - e

式中，k, (z)是高度z处大气吸收系数，T, (z)是温度为T(z)的黑体亮温;在低频，

T,(z)与T(z)近似相等;当频率J>1,00 GH:时，两者有明显的差别;频率越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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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越大，这是需要注意的。,(a, p)是海 (地)表比辐射率.p表示极化，或水平或垂
直:Tsn海表或地表的黑体辐射亮温，在低频段 (f<100 GHz)可用物理温度几 代

林;r是整层大气的光学厚度;D一。(B, p)]是海 〔地)表反射率;Tas是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2. 7 K，在110 GHz以上高频，I'EXr通常是个可忽略的小量。
    在晴天平面平行大气中的微波亮温和表示某 一小层贡献的权重函数的数值计算，

是将平面平行大气细分为N层 (如10。层);每一小层中的大气参数及导出的吸收系数

设为均一，这样每一小层大气的向L及向下辐射和衰减项就可逐一计算出来;整层大

气的贡献包括地 (海)表和地外的贡献，通过逐层累加及衰减得到。本工作所用的微

波辐射传输模式是Che护二发展的，其中微波大气吸收模型使用Liebe"」的MPM(微波

传播模1.)，并参考了Rosenkranz-"的模型;海面比辐射率模型采用Wentzl'o1的，因为
这一模型较为简单，在7m、，风速处没有不连续;包含8种标准大气模I'1,具体是热
带大气、副热带夏季、副热带冬季、中纬夏季、中纬冬季、副极地夏季、副极地冬季

和U. S. 1976标准大气;大气温压湿廓线还可使用气象探空资料
    本节首先计算和分析118.75 (;Hz附近六通道的权重函数。图1所示结果的计算条

件为单边单色通道、U. S.工976标准大气、观测角00和两种地表比辐射率。选00观测

角是因为静止卫星上的观测角很小;选单边单色通道是因为计算结果在吸收中心线两

边对称。由图1可见，在观测天顶角为。“时，自上而下各通道权重函数峰值对应的高
度约为:100 hPa(118. 75 1 0. 33 GHz )、200 hPa (118.7510.65 GHz), 350 hPa

(118.75土1. 30 GHz)、对流层低部一地面 (118.75士2.00 GHz)、海 (地)面 〔118.75

土3. 90 GHz)和海 (地)面 (90. 0 GHz)还可看出，海 (地)表比辐射率变化时，

权重的数/k.-'

  图 1  118. 75 GHz附近六通道的归一化权重函数

自F而下曲线对应的通道距离118. 75 GHz中心线越远

  实线:海表比辐射率 。.5:虚线:海表比辐射率 09

探测对流层低部 一地面的3个通道的

权重函数有所变化，而对探测对流层

中上部和低平流层的三通道没有影

响。以上是针对单色通道而言，对于
有一定带宽的各通道来说，其权重函

数分布的上下范围还要展宽一些。

    我们还计算了不同模式大气条件
下各通道权重函数的廓线。在热带大

气条件下，权重函数分布降低，这是
因为在相同海拔高度上热带对流层大

气密度 (即氧气密度)较低。同理，
在冬季大气中，权重函数分布将有所
抬高。也就是说，各通道的权重函数

垂直分布与大气廓线有一定的相关

性

    不同观测天顶角条件下各通道权

重函数的比较表明.观测天顶角大时

(如450)权重函数分布上移，这是因
为斜向观测路径比垂直大气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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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探测对流层低部一地面的3个通道的权贡函数有所变化，峰值高度仍在地面层;
探测低平流层和对流层中上部的3个通道的权重函数其峰值高度明显上移。但对静比

气象卫星，在观测角变化范围内各通道权重函数变化不大

    我们分析研究了各通道亮温与大气 (标准)层温度的相关性。由于没有卫星资料

和机载校飞的实测资料.就用微波辐射传输模式模拟计算获得118. 75 GHz辐射计亮温

的人工资料样本，模拟计算亮温时采用北京和I海两站1992-1993年的探空资料 覆

盖r全年大气廓线分布情况

    表2列出三通道亮温与11层大气温度 (包括海表)的相关系数。由表2可见，

118. 75 GHz附近通道的亮温不仅与对流层下部温度和海表温度有很高的正相关，而巨
与高层温度 〔18 km以上)呈反相关，这不说明这些通道亮温中有很多“负”的上层

温度信息，而是因为低平流层温度与近地面温度有一定的负相关，即在夏季时地面温

度高，对流层顶高，平流层的温度较低;在冬季正好相反 同理，近118.75 GHz吸收
线的三通道亮温与低对流层温度有一定的相关，也并不说明其中有很多近地面大气层

温度的信息。这是在通道选择和温度反演时要注意的

表 2 三通道亮温与 11层大气温度 (包括海表)的相关系数

气 温

注:T-411 T�, %JrTIW水沮和气iv; T}。二为1000 hP。等压面F的气温.其他类推。

3 温度廓线反演的数值试验

    同样由于没有实测的资料，需要采用 “人工”模拟资料来建立温度反演算式。本

工作选用传统的统计反演方法，来进行反演的数值试验。与物理反演方法或其他反演
方法相比，统计反演方法对极端情况的反演能力较差，但该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可给

出大于通道数目的大气层温度。

    4y据卜节的相关性分析，各层温度 工与亮温TB呈线性相关，

T;一a。十云a;,, TB, (;一1,""",14),

其中，i为大气层数，总数取14，从海面 (海面水温孔，.海面气温几)一直到90
hPa (Tso); 7表示通道数。表3给出线性回归的相关系数和残差。残差值基本可以反

映反演算式的平均反演误差的量级

    如果用逐步线性回归方法，某些层温度的反演算式可用较少的微波通道。例如，
对于洋面大气温度可仅用万、六通道，即

        T。一151.1+1.859 T(118.75士2.0)一0. 1782界(118. 75士0.33).

    虽然回归残差大致反映了反演的平均精度，但我们仍需对以上所得的反演算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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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统计反演算式的相关系数 R和残差S。及

反演温度与真实温度的相关系数和均方根差

了 相关系数 R 残差S/均方根差 丁 相关系数R 残差 S,/均方根差

T 0. 918 / 0. 950        1.32 / 1.43 T- 0. 969 / 0. 774 161 1/ 3.14

T� 0. 829 / 0. 811        6. 54 / 4. 48 { 0. 957/0. 686 1. 72 / 3. 36

T- 0. 989 / 0. 954                                        1.34/1- 46 { 0.938 / 0.799 1.70/2.68

Tv25 0. 983 / 0. 933        1. 73厂2. 74 厂二/ 0.857/0. 756        1.86 / 3. 24

T- 0. 978 /。·，。， ‘83/3‘。{T- 0. 867/0.790        1.72/1. 78

T;na 一0. 968 / 0. 900       1. 62 / 2. 0。一刁} 0. 826 / 0. 507              3.20/6. 25

Tsw                   1{ 0. 871 / 0. 485              1. 57/1. 18

行检验。为此，选用1994年北京的探空资料 (等间隔选取，共210份)，再由辐射传
输模式算出每一探空资料和海表情况对应的六通道亮温，并加上方差为。.5K的随机

误差，形成一个用于反演试验的独立样本。

    各层反演的温度与真实温度比较的相关系数和均方根差也列于表3中 (每列斜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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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反演 <虚线)与 真实”(实线)大气温度廓线的比较

(a), (6)代表冬半季廓线;(c),〔山 代表夏半季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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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数)。由表3和散点图(略)都可看出，洋面、1000 hPa, 700 hPa, 250 hPa, 150
hPa和90 hPa层的温度反演精度明显比其卜下层的好。这，。前面权重函数分析的结果
是一致的。如果要提高其他层次温度的遥感反演精度，还要适当增加通道数。

    为了进 一步比较反演的温度廓线与真实温度廓线，我们从 21。条廓线中随机地绘

出4条 (图2)。总的来看，无论是何季节.标准层大气温度廓线基本都反演出来了。
由图2还更清楚地看出:洋面、1000 hPa, 700 hPa, 250 Ott, 150 hPa和90 hPa层的

温度反演精度明显比其上下层的好。

    要说明的是，以L数值模拟统计反演试验中已包含了权重函数变化所产生的反演

误差;如果采用更为 “先进”的反演方法 (如文献 [11]),温度廓线反演精度要提高

一些。但考虑到仪器测量误差、波束不均匀分布等问题，温度廓线反演精度大致与表3
中给出的相当。当然在实际遥感反演时，可以天基与地基结合，即用一些地面探空资

料做标准，来修正全球反演廓线，这样可以极大地消除反演的系统偏差，从而提高反

演精度 。

4 结 论

    (1)六通道的权重函数计算和分析表明，在接近。。天顶观测角时，其测温的最大

信息层约在100 hPa, 200 hPa, 350 hPa、对流层中下部一地面、地面、地面;权重函
数垂直分布与大气密度廓线有关，在热带降低，寒冷气候带升高;探测低对流层和地

面的三个通道的权重函数还与地 (海)表比辐射率有关。
    (2)辐射传输模式模拟表明，各通道亮温与其权重函数覆盖的大气层温度有一定

的相关，也就是说，118. 75 GHz附近通道亮温中包含着一定垂直范围大气层的温度信

息。

    (3)统计反演的数值试验表明，118. 75 GHz附近六通道对温度垂直分布有一定的
遥感反演能力;温度反演较好的层次对应于权重函数峰值所在的位置。

致谢:本工作开展过程中得到了吕达仁和黄润恒研究员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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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Profile Retrievals from

the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in 6 Channels near 118. 75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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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microwave frequencies near Oz emission lines and/or large antenna have to be used for

monitoring th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profiles with an acceptable ground resolution from passive mi-

crowave radiometry on the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The use of the 118. 75 GHz认 resonance has already

been considered for the microwave payloads onboard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next-generation geo-

stationary satellite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118. 75 GHz capability of retrieving temperature pro-

files, a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with 6 channels neat 118. 75 GHz. It is shown

from numerical experiments with statistical retrieval method that microwave sounder using the 118. 75

GHz (h line can provide the useful information on temperature profiles: better retrievals of temperature

are given at the levels where are located the peaks of the weighting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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