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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遥感技术的发展为多圈层中陆面过程和边界层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文章分

析了目前用于陆面过程参数化研究的重要遥感信息源。并评述遥感信息在陆面过程参数化

研究中的基本应用和存在问题 ,最后 ,提出发展方向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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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研究地表和土壤圈等多圈层中控制地2气之间的能量、水分、动量和物质交换

(C , N 循环)的陆面过程模式 (如 :BA TS , SiB2 等) 并将其耦合到气候模式如大气环流模

型 ( GCM)和区域气候模型 (RCM)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1～2 ] 。空间遥感技术的

发展为陆面过程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3 ] 。定量化遥感的发展使遥感数据在次网格

参数化方面的应用不断完善。它们已用于分析陆面过程中的地表辐射能量收支、温度和

湿度的变化 ;在全球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所建立的数据信息

不仅为气候模式提供了精确的陆面特征参数 ,也为模型模拟预测结果的验证提供了依据。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 GCOS)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GB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WCRP) 等

卫星观测手段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遥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它在陆面过程研究中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多种遥感数据获取陆面参数和空间信息 ,对陆面过程的

参数化方案进行改进已成为陆面过程研究的热点课题。本文简述遥感信息在陆面过程参

数化的一些进展和应重视的方向。

1 　遥感应用于多圈层陆面过程研究的主要信息源

目前全球主要的卫星系列包括气象、海洋、陆地和资源卫星等。已发射的气象卫星主

要有美国的 TIROS、NOAA 系列卫星、GOES ,前苏联的 METEOR ,欧洲的 METEOSA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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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 GMS、ADEOS ,中国的 F Y21、F Y22 等上百颗卫星 ,通过极轨和静止卫星获取不同

时间分辨率的大气温、压、风、云量及其分布 ,水汽、大气微量气体变化[4 ,5 ] 。现有的如

GMS 等静止卫星能提供连续的全球云覆盖和温度数据 ,我国 F Y22 静止气象卫星携带的

多通道扫描辐射计 (V ISSR) ,具有可见光 (0. 5～1. 05μm) 、红外 (10. 5～12. 5μm) 和水汽

(6. 2～7. 6μm)三个光谱探测波段 ,能够提供地球上空白天可见光展宽云图及昼夜红外

云图、中国陆、海立体云图、水汽分布图、云导风、海温、向外长波辐射、云参数 (云顶温度、

云高、云量)等 ,可同时对地球、大气系统的现象 ,快速变化的气象如台风、寒潮、暴雨等灾

害性天气进行实时、连续的观测和监视。GOES 卫星的 CO2 通道和水汽通道的辐射资料 ,

大气特性层和特定层上的云导风资料用于同化系统可使数值预报在北美地区提高 0～4

天的可用预报时效等等。利用 NOAA/ AV HRR 数据已经开发了全球面积覆盖 ( GAC) 的

NOAA/ AV HRR 产品[6 ] , 全球植被指数数据 ( GV I) [7 ] , 美国地球资源观测系统 ( EROS)

8 km ×8 km 的 Pathfinder Data[8 ] ,全球 10 km ×10 km 间距的土地覆盖类型图[9 ] , 全球

10 km ×10 km 间距的地表生物物理量数据集[10 ] , 全球 1 km 的地表覆盖数据集[11 ] , 全

球 0. 5°～1. 0°网格的地表生物物理数据集[12 ] 。NOAA/ AV HRR 数据对于研究陆2气相互

作用 ,生态系统动态、水文过程、C ,N 循环的意义重大。陆地资源卫星包括美国 LAND2
SA T ,法国的 SPO T ,加拿大的 Radarsat 、中巴资源卫星 CBERS 等。在空间分辨率上 ,陆地

卫星 LANDSA T 从 4 波段 80 m 地面分辨率的 MSS 发展为 7 波段 30 m 地面分辨率的

TM ,而成像光谱仪在 1. 2～2. 4μm 的波谱域以 10μm 的波段宽度划分成 128 个波段 ,达

到了 8～10 m 地面分辨率。同时成像光谱仪在取得影像信息的同时 ,对影像中任意一个

像元均可取得连续的光谱数据。其中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 是被动式成像分光

辐射计 ,共有 490 个探测器 ,分布在 36 个光谱波段 ,从 0. 4μm (可见光) 到 14. 4μm (热红

外)全光谱覆盖 ,具有可见光 250 m 和热红外 500～1000 m 的空间分辨率 ,扫描宽度 2330

km ,提供反映陆地表面状况、云边界、云特性、海洋水色、浮游植物、生物地理、生物地球化

学、大气中水汽、气溶胶、地表温度、云顶温度、大气温度、臭氧和云顶高度等特征的信息。

可用于对陆表、生物圈、固体地球、大气和海洋进行全球长期观测。

除了光学遥感器外 ,其他如微波、激光传感器也得到发展。激光雷达通过观测激光器

后向散射的辐射量来测定大气成分的垂直分布 ,可以进行边界层结构、风廓线、云和雾、平

流层气溶胶和某些气体分子、水汽和温度水平与垂直分布的测量[13 ] 。合成孔径雷达

(SAR)利用从卫星向旁斜方向的扇形波来发射短脉冲电波 ,通过距离选通脉冲得到轨道

的直角方向的一维图像。SAR 观测的主要地球物理和生物物理参数包括水文、植被冠

层、土地覆盖、土壤水分等信息[14 ,15 ] , SAR 多极化、多波段、多入射角的高分辨率微波图

像对于气候观测和陆面参数的反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微波辐射计遥感原理是根据一切

物质均辐射由其性质 (辐射率)和其状态 (温度 T) 所确定的电磁波。其辐射能量 E 用下

式表示 :

E = εB ( T) = ε·2πhc2

λ5 · 1
exp ( ch/λKT) - 1

(1)

式中 : B ( T)为普朗克函数 ; h = 6. 626 ×10 - 34 Js ,是普朗克常数 ; K = 1. 3806 ×10 - 23 J/ K,是

波尔茨曼常数 ; c 是光速 ;λ是观测波长。辐射率ε不仅与极化波、观测波长等观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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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而且依存于目标的温度、组成成分 (包括含水率) 等介质特性和表面粗糙度等物理形

态的性质有关。为此 ,通过观测微波辐射可以掌握其物理的温度、含水率、海上的风 (依赖

于粗糙度) 、盐分浓度等特性。其他的主动型微波传感器如微波高度仪 ( TOPEX) 、测雨雷

达 ( TRMM)等 ;被动式的微波辐射计 ( SMMR , HMMR) 、傅立叶光谱仪等在云、雨、大气

成分的探测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 EOS 的 Aqua 卫星对地观测仪器包括大气红

外探测器 (AIRS) 2382 (Vis/ N IR :4 ; IR :2378) ,先进的微波探测器 (AMSU ,0. 3～1. 3

cm) ,湿度探测器 ( HSB , 0. 16 ～ 0. 20 cm) , 先进 EOS 微波扫描辐射计 ( AMSR2E ,

0. 34～4. 35 cm)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 以及云和地球辐射能量系统 ( CERES)

等。

2 　遥感信息在多圈层陆面过程参数化应用中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遥感信息通过定标、定位、纠正和反演计算 ,成为反映气候和环境的定量参数和时空

信息 ,具有覆盖全球、时空分辨率高和探测资料均一等优势 ,尤其在地面观测站点稀少的

海洋和地理环境复杂的边远区域 ,气象卫星通过高分辨率、多波段遥感 ,可以动态、大面积

地获得大气、气候和环境、生态信息 ,不仅大大改善资料的覆盖区 ,而且弥补常规地面气象

台站分布不均、均一性不足和连续性差的缺点。在气候模型的陆面过程模式中 ,遥感信息

既可以作为初始变量或边界条件 ,又可以用于检验模型的有效性。主要信息包括能量、水

分、土壤参数、地表状况、近地面气象参数和植被参数等。

2 . 1 　能量和水量平衡参数

多圈层相互作用中 ,最重要的能量信息包括地表反照率、入射太阳辐射、光合有效辐

射 ( PAR) 等信息。地表反照率是影响陆2气辐射收支的重要参数。反照率在 GCM 或

RCM 模式中常被用作输入变量 ,遥感信息已开展了不同分辨率的地表反照率反演研究 ,

在利用二向性反射特征函数 (BRDF) 反演全球地表反照率有了很大的发展[16～20 ] ,BRDF

定义为 :

f (θi ,φi ,θr ,φr) =
d L (θr ,φr)

d E (θi ,φi)
(2)

其中 , d L (θr ,φr) 为反射方向的辐射率 , d E (θi ,φi ) 为入射方向的辐照度 ,θr ,φr 为反射

方向的天顶角和方位角 ,θi ,φi 为入射方向的天顶角和方位角。入射角为 z 时间的地表

反照率与 BRDF 的关系为[20 ] :

ρ( z ) =
1
π∫2π∫1/π

f ( z ,θr ,φr) cosθrsinθrdθrdφr (3)

　　目前 BRDF 计算模型多采用核驱动模型 ,包括有统计先验模型、辐射传输模型、几何

光学模型和混合模型 4 类。MODIS 数据出现后 ,其空间分辨率和反演精度都有了很大提

高[21 ] 。入射的太阳辐射是影响全球能量平衡和光合速度的重要参数 , 如果大气状况已

知 ,则可从光学遥感的模型中加以计算 ,但这一变量的遥感精确反演仍存在困难 ,主要原

因是计算大气中气体和气溶胶的贡献方面还很不确定 (包括对 0. 2～4. 0μm 太阳辐射的

吸收和散射) [22 ] 。近年来 ,在获取气溶胶的有效半径和 Angstrom 指数方面出现了利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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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多通道方法来计算[23 ] ,此外 ,MODIS 携带蓝光通道由于其地表反照率低 ,气溶胶散射

强 ,可提供将陆地上气溶胶光学厚度计算扩展到其它地表上的可能性。PAR (0. 4～

0. 7μm)的计算一般用入射太阳辐射加以求取 ,或者通过绿色植被冠层吸收辐射比

( FPAR)和 PAR 的关系反推 PAR 值 , 直接计算方法还没有出现[24 ] 。净长波辐射 (NL R)

通过净地表的温度场和四维同化的数据 (4DDA) 计算向上和向下的辐射通量 ,然后计算

NL R。

降水是陆面过程模式中计算水量平衡的重要输入变量 ,但因时间及区域变化大而很

难精确测定。目前 ,主被动的微波遥感成为获取降水资料的有效办法 ,包括星载的降水雷

达 ( TRMM) 、星载的 SAR 资料和特殊微波传感器 ( SSM/ I) 的资料 ,利用微波的亮度温度

推算降雨强度时所用的模型随降雨的时期和季节变化很大[25 ,26 ] 。国内目前也尝试利用

双线偏振多普勒雷达测量降水[27 ] 。蒸散是影响陆面水分平衡的重要信息 ,现在通过地面

实验和生物物理相关模型 ,及运用地面气象资料和遥感信息来解决地表蒸散的求算 ,直接

的遥感反演还没有出现[28 ,29 ] 。由于模型需经多种相关计算和参数的输入 ,所以大尺度的

计算结果并不理想。目前我国发展的多源和多层的遥感蒸散模式 ,在提高精度方面有了

较大的进步[30 ] 。

2 . 2 　土壤参数

影响多圈层相互作用的陆面水热平衡的输入变量包括土壤孔隙率、水阻、导水率特别

是垂直廓线 ,还有地表温、湿度。地表温度是地表与大气间决定能量和物质交换最重要的

环境参数 ,由于受大气状况、地表粗糙度和地形等影响 ,其精度仍然不高[31 ,32 ] 。主要计算

方法包括目前开发的一系列地表温度劈窗反演的方法[33～35 ] , 如低纬度地区的大区温度

反演公式为[33 ] :

T5 = [ T4 + 3 . 33 ( T4 - T5) ][ (7 . 6 - ε4) / 6 . 6 - 0 . 26 T5Δε] (4)

其中 , T4 , T5 为 NOAA2AV HRR 第 4、5 通道的亮温。我国最新的研究可由卫星辐射测

量反演陆面温度 ,在不需要预先给定通道的地面比辐射率的情况下 , 同时确定地面温度

和比辐射率[36 ] 。对于地表湿度 ,可借助遥感信息如 NOAA/ AV HRR、GMS 和微波来计

算[37～39 ] ;利用 AMSU、AMSR、SSM/ I 等提取地表湿度的方法逐渐得到应用和发

展[40 ,41 ] 。

2 . 3 　近地面气象参数

多圈层相互作用的陆面模式输入的近地面气象参数包括云量和类型、风速 ,也包括表

面辐射亮温、红外比辐射率。目前 GCM 模式还不能准确地对云进行参数化 ,利用卫星遥

感数据可为 GCM 提供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更为精确的云量、云类、云顶高度/ 温度、云相

态、云光学厚度、云中水含量等 ,从而改进 GCM 中云的参数化质量 ,最终提高模式的质

量。风速的遥感反演包括卫星的云迹风和云导风产品 ,微波成像仪、多普勒雷达、激光测

风雷达、风廓线仪以及 GPS 提供的三维风场[4 ,42 ] ; 表面辐射亮温、红外比辐射率主要通

过 NOAA2AV HRR 和 MODIS 反演[43～45 ] 。

2 . 4 　冰雪覆盖参数

冰雪覆盖是影响气候系统中多圈层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季节和年际变化对

大气环流有着重要影响 ,利用遥感监测冰雪覆盖的分布及其动态 ,不仅有助于了解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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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大气圈、水圈的相互作用 ,揭示冰雪覆盖对气候系统的影响作用机制 ,为气候系统模式

研究提供地基及常规观测手段难以获取的重要变量和参数 ,我国在卫星遥感反演冰雪方

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46 ] 。卫星上的可见光/ 近红外成像仪可提供白天无云区高空间、时

间分辨率雪盖数据。目前 MODIS 可直接提供冰雪产品[19 ] ,SAR , SMMR 可制作大范围

的积雪深度图[47 ] 。被动微波仪器 (如 SSM/ I ,AMSR)能提供全天候的、全天的雪盖监测 ,

并可用于估算大约深达 80 cm 厚的干雪的厚度。高分辨率的微波辐射计 ( HMMR) 可以

提供如积雪范围等重要参数。

2 . 5 　地表粗糙度和地形参数

多圈层相互作用中有关地表粗糙度和地形的作用 ,在计算蒸散和感热通量时 ,需要空

气动力学阻抗 ,而计算空气动力学阻抗则依赖于地表粗糙度 ( Z0) 的信息 , Z0 可粗略地解

释为冠层从气流中吸收动量的效率尺度。可通过冠层的有效高度来求取 ,关系为 :

Z = a ( L A I/ Fc) - b (5)

其中 , L A I 为叶面积指数 , Fc 为冠层覆盖度 , a , b 为系数[48 ] 。对动量通量来说 ,地形影

响次网格尺度的气压阻力变化十分明显。其次如地表径流、地形、坡度等均对水量平衡产

生影响 ,数字高程模型 (DEM)以足够的垂直分辨率给出次网络的地形参数 ,地形对热量2
水分平衡的再分配。高大地形对气流有阻碍作用 ,对于寒潮和热浪运动有相当大的屏蔽

作用 ,中小地形对气温的影响包括由于坡地方位不同所引起的日照和辐射条件的差异 ,导

致土温和气温都有明显的差异。

2 . 6 　陆面过程的植被参数

多圈层相互作用中陆面过程的植被参数包括地表植被类型、植被季节动态、植被指

数、L A I、植被的地表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力 (NPP)等。现在 AV HRR 已有覆盖全球的遥

感数据。目前 ,需要建立以 LANDSA T、SPO T 数据为主的数据网加强对陆面植被特征的

解释能力。其他如被动式微波传感器来探测半干旱区的植被。EOS2MODIS 在植被指数

和 L A I 反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 ] 。

植被季节动态 (周期和季相)反映植被与气候响应的综合信息 ,气候条件又反映了该

植被所处的纬度、海陆位置和地形条件 (海拔高度) 等因素 ,因而不同植被所处的纬度、海

陆位置和地形条件等因素使不同植被类型差异明显 ,也引起植物种群间增长和竞争发生

变异。遥感信息的高时间分辨率有利于植被季节动态、光合作用强弱的监测。目前主要

通过对植被指数的计算来获取植被季节生长信息[49～51 ] 。

对于能真实描述气候变化、C、N 等物质循环和水文过程的全球模式 ,必须有真实的

现存植被分类图 ,每个网格要有土地覆盖类型对应。GCM、RCM 和数值天气预报 (NWP)

模式中要求的地表粗糙度、反射率、潜热和显热通量等 ,也依赖于地表覆盖分类。有人认

为 ,在全球尺度上 ,植被的特征差异是控制水分、能量和 CO2 通量的最重要条件。基于遥

感数据的植被分类方案 ,也是遥感应用最典型的例子[52 ] 。遥感信息分类具有快速、大面

积、动态的特点 ,但是基于地表植被反射辐射特征的组合作为分类标准 ,往往会产生很大

误差。主要原因是目前在解决同谱异物和混合像元等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其次

NOAA/ AV HRR 的数据在全球尺度上 ,往往难以得到长时期无云的资料。其他如原来的

聚类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结合人工解译仍然是大尺度分类的基本方法。随着对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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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新的方法如神经网络、聚类树、多元数据专家系统和计算机模拟识别技术等在不

断发展。目前 MODIS 数据可更精确地对地表植被进行分类[21 ] 。另外 , EOS 的传感器发

射的用于二向性反射函数 (BRDF)分析的多角度成像光谱仪 (M ISR) ,通过 BRDF 模型反

演来确定地表植被的结构参数。除了普通的 GV I 数据库 ,一些新的植被指数已开始出

现 ,目的是为了消除大气和土壤背景对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 I) 的影响 ,包括全球环境监

测指数 ( GEM I) [53 ] 、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SAV I) [54 ] 、修正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MSAV I) [55 ] 、

最优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OSAV I) [56 ]和抗大气干扰植被指数 (ARV I) [57 ]等。这些新的产

品将有利于遥感数据的全球分类。近年来发展的陆面模式的地2气物质交换和 C、N 循环

方案中依赖于对陆地的生物量和 NPP 计算。生物量和 NPP 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气候、

地形、土壤、植被和微生物特性、自然干扰和人类活动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利用遥感信息

耦合植被生理/ 生态和生物地球化学模式已逐渐发展起来[58～60 ] 。

3 　遥感在多圈层陆面过程参数化中的重点研究方向

3 . 1 　遥感信息源传感器发展趋势

在遥感信息源方面 ,成像光谱仪和合成孔径雷达正成为发展方向。成像光谱仪可从

几十甚至几百个谱段获得精细的光谱信息 ,结合实验室的光谱数据库可直接对地表、植

物、水的性质与结构进行分析。合成孔径雷达则能穿透云雾 ,甚至部分植被和土壤 ,全天

候全天时观测 ,并能通过多频、多极化、多入射角等手段提高对目标的识别能力。今后 5

年美国的卫星发射计划将会为预报服务每天提供 200 GB 量级的卫星资料。美国极轨业

务环境卫星 (NPOESS)等卫星平台搭载的观测仪器将会提供数千通道的观测数据 (目前

GOES21 只有 18 个通道) 。中国的 F Y23 极轨卫星和 F Y24 静止气象卫星也将发射。同时

多角度测量、测高和成像技术亦正逐步走向实用 ,目标探测将由二维向三维拓展。以前的

单方向遥感只能获取地物一个方向的投影 ,缺乏同时推断一个像元的地物波谱和其三维

结构 ,使定量遥感非常困难。而多角度对地观测通过对地物多个方向的观察 ,可获取地物

的三维结构参数。二向性反射特征即反射不仅具有方向性且依赖于入射方向。由于地物

的二向性反射分布函数载有其结构信息 ,从而使多角度遥感具有反演地物表面亚像元尺

度上的结构参数的潜力[16 ] 。我国研制成功的机载多角度多光谱成像系统有多角度多光

谱成像仪和数据预处理系统 ,专用于提取机载多角度系统获取数据中地面目标的多角度

信息 ,进行多角度数据的开发和应用。

今后 ,我国将继续发展资源、气象系列卫星 ,以保证自主资源、气象卫星遥感数据的连

续性。在确定后继星遥感器技术指标时 ,要综合考虑像元分辨率、辐射分辨率和成像质

量。我国应加速研制合成孔径雷达、高光谱分辨率、高空间分辨率等先进遥感器 ,还要积

极研制小型遥感卫星 ,加强国际合作 ,不断提高我国资源卫星的研制与应用水平。此外 ,

地基遥感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如 :地基微波计、U HF 风廓线仪、激光雷达等 ; GPS 信号

延迟可推测大气液态水 ,利用 GPS 掩星法遥感大气温度、密度、气压和电离层电子浓度廓

线 ,地基遥感可提高常规要素观测的时间及空间密度 ,提高数值预报初始场的质量。

3 . 2 　加强陆面过程的外场观测实验

陆面过程模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可用数据的限制 ,没有大量可信的数据来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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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测试模式 ,陆面过程模式是难以获得长足发展的。目前获得这些数据最好的方法是

开发有效的遥感反演算法获取陆面和大气状态数据。应当加强遥感信息作为陆面过程参

数化信息源的外场试验。目前许多全球性的研究计划都把遥感信息获取列为主要的研究

计划 ,如 FIFE ,HAPEX , ISL SCP 和 BOREAL 等国际研究项目都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结

果已显示遥感信息对揭示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陆面过程的能量、水分、动量和物质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起到重要作用。可以相信 ,未来新一代遥感探测器的问世和定量应用遥感

模型的完善在全球变化、多圈层相互作用、陆面生态过程的研究领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我国应当重点加强在陆面过程的外场观测实验 以提高遥感信息反演产品的校正和

验证。在地面建立遥感卫星辐射校正场 ,与经过校正场上空的遥感卫星进行同步测量后 ,

将相对更准确的地面观测值与遥感卫星的观测值比对 ,可对星上遥感仪器实现辐射较正。

3 . 3 　提高遥感的陆面参数化反演精度

遥感在陆面参数化的应用研究中 ,应考虑气候系统模式和多圈层模式对反演参数精

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重点要研究地球辐射平衡以及同气候的关系 ,地球辐射收支探测仪

已经列为我国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的有效载荷。而同步轨道地球辐射收支探测仪 ( GER2
BR)时间分辨率高 ,时间同一性好 ,能够快速反应昼夜天气变化状况、以及自然和生物的

动态行为。它与极轨卫星上搭载的地球辐射收支探测仪相互补充和验证 ,从而得到完整、

全面的地球辐射数据。多角度成像扫描仪 (M ISR) 的出现对解决地表二向性反射反演全

球地表反照率起到重要的作用。提高云参数的反演可使模拟计算的辐射更准确 ,这是由

于云具有对太阳辐射的反射效应和对红外辐射的保温效应 , 强烈影响大气的辐射收支。

目前已有的全球气候模式 ( GCM)还不能准确地对云进行参数化 ,需要借助于新的遥感手

段如 MODIS ,激光雷达、多普勒雷达等进行更精确地反演云量 、云类、云顶高度/ 温度、云

三维结构、云相态、云中水含量等 ,从而改进 GCM 中云的参数化质量。大气降水比风、

温、湿等各初始场有更大的离散性 ,时空变异大。目前遥感卫星反演降水量的精度不超过

50 % ,因此 ,提高降雨测量的精确观测 ,特别是在多雨地区意义重大。在陆面物理状态中 ,

目前陆面反照率、植被指数等参数的观测质量相对好些 ,主要的差距是土壤湿度和叶面积

指数 ( L A I) ,两者在影响陆面与大气之间的大尺度热量、水汽交换过程 ,能量、动量和辐射

过程方面 ,对区域气候模式影响十分重要。应提高地表过程中包括土壤湿度和 L A I 在内

的土壤和植被参数的精度 ,并了解地球/ 大气之间的生物化学过程等关系 ,提高低层水汽

和大陆气溶胶的遥感理论和定量反演方法。

3 . 4 　提高资料信息的四维同化技术研究

由于近地层和地表的高度非均一性和物理意义的不一致性 (如水分、能量的不平衡

性) ,使得遥感反演的参数精度受到限制。发展四维同化技术 (4DD) , 是指在数据时空分

布的基础上 ,在数值模式动态运行的过程中融合新的观测数据的方法 , 在数学上主要借

助于估计理论、控制论优化方法和误差估计理论 , 目前美国 NASA GSFC 的水文科学和

数据同化中心 (DAO)支持陆面数据同化研究 ,已向全球提供同化数据。四维同化技术主

要包括变分 (含伴随模型) 、滤波和模拟退火法 (Simulated annealing) 等。四维伴随模式同

化对于气候模式的四维同化研究 ,更好地利用遥感水汽资料来提高预报质量将起到重要

作用。非正态误差分布的气象资料和不同时相、不同波段的卫星遥感数据的多源复合的

157　6 期 　　　　　张佳华等 :多圈层陆面过程参数化研究中遥感信息应用的进展和方向 　　　　 　　　



同化问题 ,自适应变分方法和共轭变分同化方法的利用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陆面数

据的获取主要来源于卫星遥感、航空遥感监测、野外调查、台站观测等 ,这些不同来源的数

据在数据标准、精度、分辨率等方面很不统一 ,因此需要开展多源陆面数据的同化研

究[61 ,62 ] 。

3 . 5 　加强卫星遥感资料的应用和开发

目前 ,国际对地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已经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 ( GCOS)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 GOOS)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 GTOS) 、国际科协 ( IC2
SU)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GBP) 、国际基金集团 ( IGFA)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 IOC) 、联

合国环境计划署 (UN E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和世界气象组织 (WMO) 形成了综

合全球观测战略合作组织。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和国际全球能量和水分循环试

验 ( GEWEX)联合的协调强化观测期 (Coordinated Enhanced Observing Period , CEOP) 试

验的现有遥感数据包括从 GMS , METEOSA T , GOES , POES , ADEOS22 , ENV ISA T ,

TRMM , Aqua , Terra 等卫星获取的数据资料[63 ] 。先前的 EOS 数据信息系统 ( EOSDIS)

也包括极轨平台的运营管制 ,数据的处理和深加工 ,数据的保存、分配 ,信息管理 ,数据算

法的交换等。需要提高我国在开发和利用这些数据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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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years , many meteorologists and climatologis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land surface

condition , which effects on the changes of heat , water and matter between land surface veg2
etation and climate in the condi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the one hand ,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and terrest rial ecosystem in glob2
al scale ; the climate variation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dist ributional pattern

and its growing rate and development . On the other hand , the global vegetation has a promi2
nent feedback on climate through surface roughness length , albedo , and evapotranspi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GCM and Regional Climate Model (RC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terrest rial ecosystems change.

In these models , many key biophysical parameters are required to act as input variables for

each model runs. However , over past few years’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spatial dist ribution

patterns for some input biophysical parameters (e. g. LAI , canopy conductance of water va2
por and CO2 etc. ) and relationship with bio2climate are obscure. These conditions affect the

simulating precision to a great extent . Hence , it is essential to carry out the studies of pa2
rameters derived from spatial satellite data. At present ,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 useful tool to study the land surface eco2process. In the current re2
search , the important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data used to study land surface process are

analyzed. Then , the main applications of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to land surface process

parameterization are reviewed. Finally , the main problem and development of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used in land surface process parameteriza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Land surface process parameterization 　Energy 　

Moisture 　Biogeochemical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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