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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辐 射 会 议 综 述 �

由中国气象学会和美国气象学会共同发起
，
世界气象组织�����

、

国际气象学与

大气物理学协会 ���� ���以及中国气象学与大气物理学协会���� ���共同赞助

的
“
北京国际辐射会议

” ������于����年 �月��一�� 日在北京举行
。

会议的名誉主席

是叶笃正教授 �中方�
‘

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

������教授 �美方�
，

执行主席是中国

气象学会大气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

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周秀骥教授和美国犹他大学气

象系廖国男教授
。

这次会议有中国
、

美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法国
、

西德
、

意大利和 日本的科学家

共 ���人参加
。

会议上宣读了 ���篇论文
，

其内容涉及辐射收支和青藏高原上的辐射收

支
，

大气遥感
，
云

、

辐射与气候
，

大气气溶胶与辐射
，

辐射测量和大气微量气体
，

大气

化学与气候等 �个方面
。

从这次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可看出国内外大气辐射研究各方面的以下动态
。

�
�

大气遥感

从这次会议上看
，
国外在这一方面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以星载

、

机载等空对地遥感为

主要手段
，

其研究涉及整个地球大气
、

陆地及海洋等范围
，

并已初步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

国内的研究则以地面遥感为主要手段
，

研究范围较小
，

基本上仍处于原理探索阶段
。

从

这方面的研究
，
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

��� 近��年来气象卫星在全球大气方面的观测
，
主要有两项成果

。

一是多波段 �主

要是可见光及中红外�的高分辨率成象系统
，

二是通过对同一地域辐射谱的观测
，�

确定

出温度的垂直分布
。

现在及将来的研究将集中于从空间进一步确定更广泛的大气参数
，

如三维云结构
、

三维风场
、

温度场
、

水汽场
、

液态水和固态水以及气溶胶的分布等
。

��� 在被动遥感方面
，

采用了高分辨率干涉仪�����
，
可获得温度

、

水汽
、

地表
、

云
、

臭氧
、

��
、
�� � 、

���等的辐射谱信息
，

其垂直分辨率高于原有系统的�一 �倍
。

��� ����年美国将发射的国防气象卫星系统
，

包括 �����一�温度微波遥感 系 统

��通道 �
，
�����一毫米波水汽遥感系统��通道 �

，

微波成象系统
。

现在进行的模拟

试验研究表明
，
这些探测器有潜力探测水汽廓线

、

云
、

降水及地表状况
。

��� 综合处理卫星红外和微波通道资料
，
获得了大气温度和湿度廓线

，
洋面和陆面

温度
，
云量

，
云顶气压和温度以及冰雪覆盖状况

。

��� 研究表明
，
受原理所限

，

被动遥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
，
因此采用主

、

被动

遥感相结合的方法
，
利用空间

、

地面探测装置同时观测
，

将有希望获得高分辨率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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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气象参数
。

���为了使密集观测的遥感资料得以充分应用
，

数值预报模式需要进一步改善
，
现

正进行�层模式的试验
。

�
�

气溶胶与辐射

气溶胶与辐射的研究也是各国科学家所关注的领域之一
，

主要研究成果有
�

��� 利用卫星
、

飞机和地面观测
，
通过多频段辐射计来研究平流层

、

对流层的气溶

胶的物理特性
，

包括气溶胶尺度谱与折射指数等等
。

��� 探索星载或机载激光雷达在气溶胶辐射中的研究潜力
。

��� 阐明气溶胶对辐射收支的影响
。

�
�

大气化学与气候

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不多
，

会上主要报告了以下内容
。

��� 提出了由于大气 ���的增加使气候变暖的一个多层的海
一
气能量平衡方程

，
并

给出了其模拟结果
。

在此模式中考虑了海洋深层的热惯性和季节变化的影响
。

它能较好

地模拟出地表温度的年变化和大气顶部的辐射收支
。

��� 对一些重要的微量气体如 ��
� 、
���

、
���等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气候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
，

也讨论了在大气酸化光化学过程 中云中辐射过程的重要意义
。

�
�

辐射收支及青藏高原上的辐射收支
，
云

、

辐射与气候

这是大气辐射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

其研究特点表明
�

��� 国外的研究由于大量使用了卫星探测资料
，

故研究进度大大加快
，
所获取的资

料范围也大
，
尤其是用它能获得高原上的资料

，
而 国内则长于地面观测

。

��� 通过卫星资料演算得到的地面温度分布
、

地气温差分布和臭氧分布引起人们极

大的兴趣
。

��� 利用地球辐射收支试验������资料研究全球和青藏地区的辐射 收 支
、

长波

辐射和地气系统辐射能量平衡
。

专家们计算得到
，

高原地区净辐射通量为 一��瓦�米 “ ，

地
一
气系统是以��一��

“

�之间纬向平均通量�一��瓦�米
“�的���的比率失去能量的

。 ‘

而

在撒哈拉沙漠地区
，

在同时期内的净辐射通量大大小于它的纬向平均值
。

���利用各种不同时刻通过赤道的卫星获取的向外长波辐射�����资料
，
研究其

距平的大小与降水分布的关系
� 也可分析长波辐射的 日变化

，

并给出月的振辐和位相的

空间变化
。

��� 在云
、

辐射和气候方面的研究
�

主要包括水分和云的反馈过程
� 层状云和层积

云的辐射特性 � 云和辐射的相互作用对温度的气候分布的影响
� 也讨论了云顶对辐射的

作用 以及 用机 载测量仪来研究冰晶和液态或混合态云内的辐射特性
，
并 给 出 了 实验

公式
。

从这次会议
，

可
一

以看出大气辐射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

�
�

进一步完善观测系统
，

利用卫星和飞机探测技术来获取更广泛的大气参数
。

�
�

为了进一步了解对气候有重要影响的陆地和海洋能量收支状况
，

今后
�

几年内要有

效地估计为获取地面辐射和侮洋辐射通量的手段和技术
。

�
�

加强云和辐射相互作用的研究
，

利用卫星和飞机探测云的结构和辐射状态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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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用动力模式和辐射理论模拟云
一
辐射过程及其与大气运动的反馈机制

。

�
�

进一步研究微量气体��
、
���、

��
、
�� � 、

� � 以及气溶胶等的辐射特性及

其与大气运动
、

气候的相互影响
。

�
�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卫星探测理论
，
尤其是利用微波遥感系统的探测理论

，

加强检

索和综合各种资料的能力
，
提高实际应用的范围及效益

。

这次会议对我国大气辐射研究有以下启示
。 、

�
�

要改进和完善观测系统

��� 改进地面辐射观测系统
�

��� 建立飞机探测实验室
，

用于观测云和辐射及大气微量气体的辐射特性 �

��� 建立微波辐射实验室
，
用于改进卫星和地面辐射探测理论和手段

。

�
�

要提高青藏高原辐射研究的水平

��� 进一步开展高原上空云和辐射的研究 �

��� 进行卫星观测和辐射理论计算结果的比较
，
以便改进和提高理论计算的精度及

可靠性�

��� 进行卫 星观测和地面观测的 比较
，

发挥地面观测的优势
，

弥补卫星观测的不

足 �

��� 开展高原大气和地面热量平衡的研究
。

�
�

要开展大气辐射理论的研究

��� 进行云和辐射
、

气溶胶及微量气体的辐射特性研究�

��� 用动力模式结合大气辐射理论研究气候的变化及其规律
。

�
�

应开展动力气候理论的研究
，

研究动力气候数值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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