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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空气象观测是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天气预报、气候变化等业务科研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研发了北斗探空仪及地面接收系统，目前试验样机生产已初步完成。北斗探空仪可采取单北斗、单ＧＰＳ、北

斗与ＧＰＳ混合定位测风等３种测风模式，试验结果表明：北斗探空仪采用混合定位测速方式测风与ＧＰＳ标准探空仪相

比，北向速度标准差为０．０５ｍ·ｓ－１，平均偏差为－０．０５ｍ·ｓ－１；东向速度标准偏差为０．０３ｍ·ｓ－１，平均偏差为

－０．０１ｍ·ｓ－１；高度标准偏差为６．８８ｍ，平均偏差为７．４８ｍ。北斗探空仪测风性能与ＧＰＳ探空仪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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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无线电探空系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至今仍

然是高空气象探测领域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

最可信赖的手段，为天气预报、气候分析、气象研究

和业务服务提供基本大气状态信息，是现代数值预

报发展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作为高空探空系统的探

空仪，其传感器经历了机械式、电子式的发展，测风

从经纬仪、雷达一次／二次测风到卫星导航测风的发

展，自动化程度和探测精度有了很大提高。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各种导航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奥

米伽、罗兰Ｃ以及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北斗等导

航测风系统［１５］。此后，各个国家开始过渡到使用卫

星导航系统测风。当前，导航型探空仪成为高空探

测业务的主流产品，但中国一直没有使用导航型的

探空仪，使得中国高空探测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

平。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

定位与通信系统（ＣＮＳＳ），是继美国ＧＰＳ和俄罗斯

的ＧＬＯＮＡＳＳ之后第３个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将在２０２０年形成全球覆盖能力，中国迎

来了发展导航型探空仪的最佳时机，本文所提到的

探空系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研制而成。

为了缩小与世界高空探测技术的差距，发展和

研究北斗探空系统成为当前首要任务。目前，已研

发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探空仪、地面接收系

统的原理样机，并进行了初步试验。对探空系统的

介绍和探空仪的测风性能进行研究分析，为北斗探

空系统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均具有重大的意义。鉴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部署的现状，北斗探空仪支

持多种模式，即单北斗、单ＧＰＳ、北斗与ＧＰＳ混合模

式。由于单北斗模式的精度还不能满足业务需要，

单ＧＰＳ模式不是发展的重点，而北斗与 ＧＰＳ混合

模式能够满足业务的需求，因此是当前的发展重点，

因此在下文中所提到北斗探空仪均指北斗与 ＧＰＳ

混合模式的探空仪。在试验中，为了比对需要，标准

ＧＰＳ探空仪采用曾参加阳江国际探空仪比对试验

获得认可的国产ＧＰＳ探空仪，简称ＧＰＳ探空仪。

２０１３０１３１收到，２０１３０６１２收到再改稿。

资助项目：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ＧＹＨＹ２０１００６０４８）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ｂｉｎｚｈｕ＠ｎｕｉｓｔ．ｅｄｕ．ｃｎ

第２４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４，Ｎｏ．４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



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全部署后的星座有３５颗

卫星，轨道分布如图１ａ所示，其中包括５颗地球同

步静止轨道卫星（ＧＥＯ）、３颗倾斜同步大圆轨道卫

星（ＩＧＥＯ）和２７颗中圆轨道卫星（ＭＥＯ）。其中５

颗ＧＥＯ卫星在一个轨道，３个ＩＧＥＯ卫星分布在３

个倾斜轨道，２７颗 ＭＥＯ卫星分布在３个中圆地球

轨道。目前，北斗导航系统星座有１５颗在轨卫星，

其中５颗ＧＥＯ卫星中的Ｇ２号卫星不能正常使用，

５颗 ＭＥＯ卫星部署在中圆地球轨道，５个ＩＧＥＯ卫

星分布在３个倾斜轨道，其ＩＧＥＯ星下点轨迹呈“８”

字形，轨道倾斜角为５５°，如图１ｂ所示。已经初步

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

图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星座示意图

（ａ）部署完善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星座
［６］，（ｂ）当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星下点轨迹

［７］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ｅｉｄｏｕ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ｄｏｕ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６］，

（ｂ）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ｅｉｄｏｕ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７］

２　北斗探空系统研发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发展，研发基于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测风的探空仪具备了前提条件。自北斗系

统建设以来，国内就开始了北斗探空仪和探空系统

的研究。高太长等［８］在北斗双星定位系统基础上研

究了无源探空仪的测风性能。２０１０年中国气象局

开始组织北斗探空仪的研究，同年８月在中国阳江

国际探空仪的比对中施放成功［９］。目前，国内的探

空仪厂家都在ＧＰＳ探空系统基础上研发北斗探空

系统［１０１２］。

２．１　北斗探空系统组成

北斗探空系统包括北斗探空仪和地面接收系

统。北斗探空仪和ＧＰＳ探空仪结构相同，包括温度

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气压传感器、北斗测风模块、数

据处理模块和数据信号发射模块；地面接收系统包

括接收机、数据处理模块和产品输出显示模块。组

成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北斗探空仪组成结构（ａ）和

地面接收系统组成结构（ｂ）框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ｅｉｄｏ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

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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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北斗探空仪的温度传感器是热敏电阻，湿

度传感器是湿敏电容，采用奥地利Ｅ＋Ｅ公司的产

品，气压传感器是硅压阻，用于５００ｈＰａ以下的气压

测量。

２．２　北斗测风模块性能指标

北斗探空测风模块可以同时接收北斗和 ＧＰＳ

信号，在ＰＶＴ输出上可以采用３种模式定位测速：

①单北斗信号解算，②单ＧＰＳ信号解算，③北斗与

ＧＰＳ混合解算。

目前我国北斗测风模块已完全实现国产，可以

以北斗与ＧＰＳ双模方式工作。表１为北京东方联

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ＣＣ５０测风模块的性能指

标。测风模块的北斗接收机采用陶瓷有源天线，探

空仪的总体性能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１　犆犆５０测风模块性能指标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犱犲狓狅犳犆犆５０

参数 指标

水平位置精度 ５ｍ

垂直位置精度 １０ｍ

速度精度 ０．１ｍ·ｓ－１

重捕获时间 ≤１ｓ

平均热启动时间 １ｓ

平均冷启动时间 ３７ｓ

输入信号 ＧＰＳＬ１和ＢＤ２Ｂ１

通道数 并行双３２通道

定位输出速率 １Ｈｚ

通讯端口
两个串口双向，

ＬＶＴＴＬ电平

表２　北斗探空仪性能指标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犱犲狓狅犳犅犲犻犱狅狌狉犪犱犻狅狊狅狀犱犲

参数技术指标 范围

探测距离 ０～２００ｋｍ

探测高度 ０～３６ｋｍ

温度测量范围 －９０℃～５０℃

温度最大静态测量误差 ０．２℃

湿度测量范围 １％～１００％（相对湿度）

湿度最大静态测量误差 ３％（相对湿度）

气压测量范围５ｈＰａ～

１０６０ｈＰａ（高度计算）

１００ｈＰａ～１０６０ｈＰａ

（传感器直接测量）

气压最大测量误差 １ｈＰａ

风速测量范围 ０～１５０ｍ·ｓ－１

风速最大测量误差 ±０．３ｍ·ｓ－１

风向测量范围 ０°～３６０°

风向最大测量误差 ±３°（风速分量大于３ｍ·ｓ－１）

发射机频率范围 ４０１～４０６ＭＨｚ

发射机发射功率 ≤２３ｄＢｍ

发射机发射谱宽 ≤２０ｋＨｚ（－５０ｄＢｃ）

发射机频率稳定度 ≤２０ｋＨｚ（温差≤１００℃）

天线频率范围 １５６７．７５±９ＭＨｚ

天线增益 ＞３ｄＢｉ

天线极化方式 右旋极化

３　北斗探空仪测风性能试验

北斗探空仪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芯片，可以同

时接收北斗和ＧＰＳ信号，支持单独用北斗、单独用

ＧＰＳ解算，也兼容用北斗与ＧＰＳ混合解算。北斗探

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接收中国

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信号，而后者是接收由美国发

射的ＧＰＳ卫星信号，这样从源头上北斗探空仪摆脱

了ＧＰＳ卫星使用的限制，使得北斗探空仪稳定性和

安全性有了保障。本文根据静态试验和动态试验的

结果进行分析。

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１０月４日进行了静态试验。

在静态试验中，先在４个固定点用高精度测量工具

测量出该点的位置（经度、纬度，海拔高度），然后在

每个固定点上放置一个类型探空仪（单北斗、单

ＧＰＳ和两个北斗与ＧＰＳ混合），每次试验数据连续

采集２４ｈ的数据，采样频率为１ｓ，间隔２４ｈ以上的

时间再次重复采集数据。期间共进行１２次试验，每

次４个探空仪测风模块同时采集数据，共获得４８个

测风模块的样本数据，通过解算探空仪接收到数据

与已知点位置进行对比，可以计算出水平位置的偏

差、高度偏差、速度偏差。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８日—１０月

１０日北京市观象台进行动态放球试验，采用同球携

带多探空仪的方法放球，每球同时悬挂４～５个探空

仪（单北斗、单ＧＰＳ、１个或者２个北斗与ＧＰＳ混合

和参考ＧＰＳ探空仪），共施放１６个探空气球，采集

到７３个探空数据样本。该试验重点是评价探空仪

的测风模块性能，通过探空仪的北斗接收模块获取

探空仪位置，根据探空仪位置的变化计算出探空仪

的飞行速度，计算获取风场的风速和风向。

在数据采集和处理上，采用国际探空仪比对方

法，同球同时施放多个探空仪，时间同步和数据采样

率同步。不同探空仪数据的保存格式、数据解算方

法、数据接收率和系统时间都不完全一致。为了保

证数值的可比性，需要完成以下３个步骤：①不同探

空仪起始计时不同，需要统一到同一ＧＰＳ时间上；

②探空仪在放飞过程中会出现数据丢失情况，为了

便于比较，需要补齐数据记录、采用逐秒记录数据，

丢失的数据均填补空数据，最后参与对比的数据是

各个探空仪均有值的记录；③按照 ＷＭＯ在阳江的

国际探空仪比对方法［１３］，将风速分解为北向速度和

东向速度分别比较，如果探空仪输出不是按北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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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速度（不同型号探空仪数据输出格式不一样），

则需要按输出的风速分解为北向和东向。有些探空

仪所获取风速是瞬时值，波动性较大，消除波动性差

异的算法较多［１４１９］，本文数据采用３０ｓ平滑算法，

即当前时刻前１５ｓ和后１４ｓ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当

前时刻的值。

４　静态试验结果

在不同时段共进行了１２次静态试验，静态测试

结果如表３所示。从试验结果可知，北斗与ＧＰＳ混

合模式与单ＧＰＳ的定位性能相当。在卫星的分布上，

表３　３种模式静态定位精度对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狉犲犲犿狅犱狌犾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狊狋犪狋犻犮狋犲狊狋

模式 ＣＥＰ５０／ｍ 水平标准差／ｍ 高度标准差／ｍ 速度标准差／（ｍ·ｓ－１） 平均ＰＤＯＰ

ＧＰＳ ２．１１ ２．６７ ５．４９ ０．０２ １．８０

北斗 ８．１６ １２．６４ ２０．２７ ０．０６ ５．０３

北斗与ＧＰＳ混合 ２．１０ ２．６６ ５．９３ ０．０２ １．４０

　　　　　　　注：ＣＥＰ５０为圆概率误差。

北斗与ＧＰＳ混合模式优于单ＧＰＳ模式。单北斗模

式在定位和定位几何衰减精度（ＰＤＯＰ）上与ＧＰＳ模

式存在明显差距。

５　动态试验结果

动态试验中，在具有放球环境的场地施放与业

务放球相同标准的气球，在同一气球上携带多个参

与对比的探空仪。通过动态试验，可以真实检验北

斗探空仪的测风性能。

５．１　定位结果

定位是北斗探空系统基本功能，准确定位可以

精确测出大气的风速、风向。图３是北斗探空仪与

ＧＰＳ探空仪在气球飞行中定位结果对比。由图３

可以看出，北斗探空仪的轨迹定位性能与ＧＰＳ探空

仪基本一致，说明北斗探空仪接收ＧＰＳ信号和位置

解算具备了初步功能，可以用于探空测风。图４是

北斗探空仪与 ＧＰＳ探空仪垂直定位的对比结果。

由图４可以看出，大部分偏差在１０ｍ以下，统计结

果显示，平均偏差为７．４８ｍ，标准偏差为６．８８ｍ，

优于业务要求导航探空仪的测量精度［２０］。由图４

还可以看出，在１３～１７ｋｍ高度处，高度定位波动

较大，这个位置恰处于对流层顶与平流层交界处，气

流变化较大，对探空仪的稳定性有较大影响。这也

说明了北斗探空仪适应大气剧烈变化的能力还有待

提高。图５为两种探空仪定位结果的散点图。由图

５偏差分布可以看出，两种探空仪的偏差在纬向

－１０ｍ和经向１０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纬向定位

偏小１０ｍ，而经向定位偏大１０ｍ。由图５可以看

出，纬向点位偏差基本为－１０ｍ～０，而经向点位偏

差为－２０～３０ｍ。导致北斗探空仪纬向定位比经

向定位效果好是因为当前东西方向卫星数量比南北

方向偏多［８］。

图３　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轨迹对比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ｒａ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ｅｉｄｏｕ

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图４　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垂直定位差值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ｄｏ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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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的水平定位偏差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ｄｏ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５．２　测风性能

测风是北斗探空仪的重要功能之一。测风性能

效果决定了一个探空仪的性能优劣，因此在探空仪

研究中，测风功能的设计与研究尤为重要。北斗探

空测风模块设计了多种解算模式，以北斗和ＧＰＳ混

合解算作为默认模式。通过试验数据可知，北斗探

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的测风性能相当，曲线变化基本

一致，如图６和图７所示。从图６的曲线变化可以

看出，两种探空仪在１６ｋｍ以下大气层的北向风速

测量结果基本一致，从１６ｋｍ以上开始出现差异。

图７的结果表明东向速度两种探空仪测量结果差异

较小。

图６　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北向速度对比（ａ）与东向速度对比（ｂ）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ａｎｄｅａｓｔ（ｂ）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ｄｏ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图７是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的风速探测

值的差值对比。统计结果表明，北斗探空仪北向风

速标准差为０．０５ｍ·ｓ－１，平均偏差为－０．０５ｍ·

ｓ－１；东向风速标准差为０．０３ｍ·ｓ－１，平均偏差为

－０．０１ｍ·ｓ－１，与当前世界上使用的ＧＰＳ探空仪

性能相当。图８是单北斗探空仪和ＧＰＳ探空仪风

速探测的对比，从统计结果可知，北向速度标准差为

０．９１ｍ·ｓ－１，平均偏差为０．５８ｍ·ｓ－１；东向速度

标准差为０．１７ｍ·ｓ－１，平均偏差为－０．０３ｍ·

ｓ－１。由图８曲线变化情况可知，在１６ｋｍ以下的探

测中，北向和东向速度偏差都较小，绝对值约为

０．２ｍ·ｓ－１，与图７中北斗探空仪相当，而在１６ｋｍ

以上高度，速度偏差开始逐步加大，尤其是北向风速

测量的稳定性在２５ｋｍ以上高度出现了很大变化。

对比图７和图８可知，混合模式比单北斗模式的北

斗探空仪测风性能要稳定，在２５ｋｍ以上高度的大

气风速测量中差异尤为明显。

图７　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北向

和东向风速差值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ｎｄ

ｅａ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ｄｏｕ

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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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单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北向

和东向测速差值变化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ｅａｓ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Ｂｅｉｄｏ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图９为按业务规定层气压对比北斗探空仪与

ＧＰＳ探空仪北向和东向风速差异。由图９可以看

出，在４０ｈＰａ以下的大气层风速差都很小，绝对值

在０．５ｍ·ｓ－１以内。４０ｈＰａ以上大气，南北向风速

差异很大，而东西向风速差异相对较小。

图９　北斗探空仪与ＧＰＳ探空仪在规定层上

的北向和东向测速差值变化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ｌｅｖ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ｉｄｏｕ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ａｎｄ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由图６至图８速度对比可以看出，虽然北斗测

风模块总体情况较好，但是北斗探空仪在１６ｋｍ以

上高度的大气风速测量中出现较大的波动，可能与

大气环境的复杂性有关，也可能与测风模块在该高

度以上空间适应性不稳定有关，其原因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同时，北斗探空仪多种模式的风速测量中，

东向速度在精度和稳定性均好于北向。这是由于当

前北斗卫星星座部署特点影响，当前北斗星座南北

向的卫星较少，卫星呈“８”字型轨迹运行，使得南北

定位起伏较大，精度较低；东西向的卫星较多且均为

静止卫星，东西向的定位较稳定，精度较高，这可以

在北斗卫星星座发展过程中解决。

６　结　论

本文通过试验，对当前北斗探空系统的研发进

展和北斗探空仪的测风性能进行详细分析，得出以

下结论：

１）基于当前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探空系统逐

步稳定。双模芯片也日益成熟，为在高空测风中的

应用奠定了基础。

２）在双模测风模块中，利用北斗与 ＧＰＳ混合

测风、定位，测风精度可满足业务需求。试验结果表

明：北斗探空仪采用混合定位测速方式测风与ＧＰＳ

标准探空仪相比，北向速度标准差为０．０５ｍ·ｓ－１，

平均偏差为－０．０５ｍ·ｓ－１；东向速度标准偏差为

０．０３ｍ·ｓ－１，平均偏差为－０．０１ｍ·ｓ－１；高度标准

偏差为６．８８ｍ，平均偏差为７．４８ｍ。北斗探空仪

测风性能与ＧＰＳ探空仪相当。

３）单北斗测风，由于目前星座还未完全部署，

定位平均ＰＤＯＰ值相比ＧＰＳ要大，定位精度差，使

用单北斗定位测风还需要北斗系统的完善和发展。

４）北斗探空仪在低空大气中性能较稳定，而在

高空中出现了较大波动，说明国产的双模芯片和模

块稳定性还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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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应用气象学报》

《应用气象学报》是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和中国

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联合主办的大气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应用气象学报》将向您提供有关我国大气科

学领域内研究和应用成果的最新论文、资料、方法等大量信息，内容包括气象预报、卫星气象、农业气象、海洋气象、航空气象、

环境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应用气象、大气探测、遥感技术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还将向您介绍国内外现代科技的新理

论与新技术在大气科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及信息。主要栏目有论著、短论、综合评述、业务系统、学术论坛、研究简报、书刊评

介等。本刊被《中文核心要目总览》确认为大气科学（气象学）类核心期刊，并已首批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中国

科学技术期刊文摘（ＣＳＴＡ）国家数据库（英文版）收录的刊源名单，并被美国气象学会“气象与地球天体物理学文摘”（ＭＧＡ）和

美国国际科学应用协会（ＳＡＩＣ）以及中国科学文摘（英文版）等多种文摘摘录。本刊还首批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

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用气象学报》面向广大的气象科研、业务技术人员、在校有关专业的

研究生、大专院校师生等专业人员。

《应用气 象 学 报》为 双 月 刊，逢 双 月 出 版，可 以 随 时 汇 款 订 阅 或 购 买 （户 名：中 国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院，账 号：

１１００１０２８６０００５６０８６０１３，开户行：建行北京白石桥支行）。２０１３年６期（每期定价３０．００元），总订价１８０．００元（含邮资）。

订阅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４６号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应用气象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０７０８６，６８４０８６３８。网址：ｑｋ．ｃａｍ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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