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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太平洋云辐射实验
”

获丰硕成果

中 日合作西北太平洋云辐射实验是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

该计划是一个国际性

合作研究项 目
,

它对世界性气候变化
、

气候灾害的预报及减灾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赵柏

林教授等在多年研究与观测的基础上研制了以 s m m 微波辐射计
、

sm

~
1

.

3 c5 m 双通道双参

考微波辐射计为主的大气遥感站和气象卫星 IT R o S一 N T D vS 资料处理系统
,

该遥感设备及其

应用研究 已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在我委员会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的资助下
,

1 9 8 8 年
、

19 8 9年和 19 9 0年以赵柏林教授为

首的科研组三次携带自行研制的仪器赴 日进行联合观测实验
,

取得了以下成果
:

一
、

北京大学科研组与日本科学家合作
,

进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西北太平洋云辐射实

验
,

取得圆满的结果
,

受到 日本社会名流
、

学者的赞赏
。

在日本报刊上 9 次报道了北京大学

实验
,

各界人士参观北京大学实验 10 余次
,

并组织三次国际学术交流会
,

报告北京大学的科

研成果
,

与会者达 1 50 人次
。

反映 了我国高技术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
。

二
、

在西北太平洋云辐射实验中
,

科研组用 自制的 sm m 微波辐射计及 8
~ 一 1

.

3 c5 m 双

通道双参考微波辐射计
,

参加国际实验
,

仪器性能良好
,

观测资料处理自动化
,

可以得到实

时气象资料
。

虽然经过长途运输
,

观测时气象条件十分恶劣
,

但是仪器仍能维持正常观测
,

两

次野外实验 旧 本潮衅和奄美大岛 ) 均表现出良好性能
,

受到国际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
。

证

明 s m m 微波辐射计和 sm m一 1
.

3 c5 m 的主要性能已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

并可供野外场地

使用
。

三
、

在海洋大气边界层的研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

对于海洋大气边界层进行连续观测
,

取得大气温度廓线
、

湿度廓线
、

大气水汽总量
、

地面温度
、

湿度
、

压力
、

风及风廓线
、

海温
、

云层 (层高
、

云中含水量 ) 系统的资料
,

并取得海洋大气边界层特性结果
。

上述研究对海气

相互作用的认识是十分可贵的
。

四
、

对西北太平洋云辐射特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结果
,

为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作出贡献
。

五
、

气象卫星 IT R 0 s一 N T o v s 的精确反馈中制作了能供业务使用的软件包
,

它可提供东

亚地区不同高度上大气气压场
、

大气温度场
、

大气湿度场
、

云高
、

云量分布
、

臭氧分布
、

红

外及微波通道的亮度温度场
。

T o v s 软件系统探测大气温度廓线与探空相比均方差较小
,

等压

面上高度场与探空值和天气形势一致
。

云量卫星观测与地面观测符合
。

用红外微波亮温监测

台风强对流及冷暖平流等天气系统与天气实况一致
。

上述结果可供气象
、

海洋研究的应用
。

T o v s 的精确反馈
,

在功能上和精度上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六
、

中日合作西北太平洋云辐射实验是全球性气候变化研究的主导内容
,

整个项自耗资

巨大
,

我国根本无法单独开展研究
,

通过使用我国研制的仪器参加其中部分工作
,

使我国获

得大量试验数据和第一手资料
,

对推动我国的气候研究有积极作用
。

(汤锡芳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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