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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介绍
·

我国微波遥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接收微波幅射信号的仪器称微波幅射计
。

微波遥感是从 40 年代末开始发展起来的
。

微

波遥感与其它波段的遥感相 比
,

具有更好的灵敏度和分辨力
,

不受光照和气候条件的限制
,

能

穿透一定的云层
,

对植被覆盖物和松散层等也具有一定的透射力
。

因此
,

在大气科学
、

大地测

量学
、

地质学
、

水文学
、

海洋科学
、

地理学
、

环境科学和军事科学中得到广泛地应用
。

60 年代
,

美国
、

苏联已在各自的卫星
、

宇宙飞船上装载了微波辐射计
。

微波辐射计的主要性能指标是整机噪声低
,

灵敏度就高
。

但是
,

大气微波信号极其微弱
,

能量为 10 一 ,

喻 左右
,

比整机噪声还低 2 个数量级
,

特别是在高频毫米波段 (频率高于 50 G H z
,

波长短于 6m m )
,

要求检测信号的分辨率为 10
一 , ’
一 10

一 ,

喻才有意义
。

这就要求整机不但有

极低的噪声水平
,

而且具有极高的分辨率
。

同时
,

整机的噪声随着接收频率的增高而迅速增

大
,

这种噪声常常超过信号的百倍以上
。

在如此大的噪声背景之中提取极为微弱的小信号
,

并

使信号有高的分辨率
,

必须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平和 良好的匹配
。

因此
,

微波幅射计的研制和应

用属于当今世界高科技范畴
。

我国从 50 年代开始研究微波遥感
,

当时主要注重有源遥感的雷达
、

散射计的研究
。

60 年

代初期当世界兴起无源大气微波幅射的研究时
,

在我国基本还是空白
。

加之这个时期
,

国内进

人动乱年代
,

没有从事科研的环境
,

而外国的有关科技资料对我国极端保密
,

因而更拉大了我

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赵柏林教授等科研人员
,

以顽强的毅力和对国家

科研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

在困境中坚持对微波遥感进行探索与研制
。

自 19 69 年至 19 85 年
,

奋

斗近 20 载
,

先后共研制出 45 个波段
,

6 个频率的微波幅射计系列
,

这些幅射计是 :

1972 年首先研制出的我国第一代微波幅射计— 迪克式 A 型机
,

最高频率为 52
.

g G H z
,

最短波长为 sm m
,

整机灵敏度值— 噪声系数为 16
.

d5 B
、

用于遥感 10 公里范围的大气湿度
,

属当时世界的中等水平
。

19 72 年至 19 7 5 年改进 A 型机
,

研制出 s m m 波段
,

52
.

SG H z 频率的 B , 型机
,

以补偿式微

波辐射计代替迪克式
,

提高了分辨率
,

噪声系数为 1d4 B
,

已接近美国兰德公司的同类产品
。

19 7 5 至 1979 年
,

为了改变我国微波幅射计波段少
、

精度不高
、

无法满足需要的状况
,

又研

制出 s m m 波段
,

54
.

4 G H z 频率的 C 型机
,

噪声为 14 d B
,

用于遥感 3 公里范围的低空大气温

度 ; 研制出 1
.

35 c m 波段
、

22
.

235 G H z 频率的辐射计
,

噪声系数 .9 d6 B
,

用于遥感测量大气湿度 ;

同时还研制出 s m m 波段
,

35
.

3G H z 频率的辐射计
,

噪声系数 1d2 B
,

用于测量云中含水量
。

这

批成果实现了微波幅射计的固态化和小型化
,

更具有实用性
。

19 79 至 1981 年
,

研制出 3cln 波段
、

9
.

37 G H z 频率的微波辐射计
,

噪声系数为 .7 2d B
,

用于

测量云中含水量
.

同时
,

改进 B , 型机为 B Z型机
,

使其固态化和小型化
。

19 82 年至 198 5 年
,

又研制成功固态化
、

高灵敏度和高稳定性的 s m m 波段 B 3 型机和 C Z

型机
,

噪声系数降到 10d B 至 1 l d ;B 并研制出 1
.

35 cm 的微波幅射计
,

噪声系数降到 7d B
,

幅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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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至此
,

经赵柏林教授等不断攀登
,

不断更新换代
,

不仅填补了我国在微波遥感这一领域的

空白
,

而且使我国的这项工作跨人世界先进行列
。

赵柏林教授的《微波幅射计及其环境遥感应

用》专题通过技术鉴定后
,

1986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1987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

此外
,

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和大气物理所
、

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在微波遥感理论

和微波辐射计系统研制上
,

以及对地表特征和海上云雨测量等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

这

些表明
,

我国在这一领域已具有相当的研究实力
。

赵柏林教授在研制微波幅射计系列的同时
,

努力探索遥感大气特性的观测方法和反演方

法
,

用于大气湿度
、

温度
、

位势高度
,

云中含水量
,

云雨过程的研究
,

并采用了 3厘米波段的微波

幅射计和雷达联合测雨系统
,

由微机控制采样和雷达显示 区域性雨强分布
,

提高了测雨精度
,

能连续监测雨区范围
。

1989 年 2 月
,

应日本学者的邀请
,

赵柏林教授等带着最新研制的辐射

计赴日本参加由国际科联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织的
“

西北太平洋云辐射计划
”

观测
。

现今
,

赵教授又向新的目标努力
,

争取世界银行贷款
,

成立
“

国家暴雨监测与预报重点实验室
” ,

开展

对暴雨的专题探测和研究
,

寻求解决暴雨的监测与预报
,

这一我国及世界的重大难题
。

可以预

见
,

我国微波辐射计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理论研究的推进
,

能大大改善和提高灾害性天气的监视

和警戒能力
,

并为发展我国星载微波辐射计和空间微波遥感提供经验
。

微波辐射计的研制成功还将促进我国微波器件的开发和利用
,

为国防科研 (如遥感地物特

征
,

提供导弹制导参数 )
、

电波传播
、

海洋遥感等创造条件
。

北京大学在研制幅射计过程中
,

先后获得我国空军有关部门
、

国家气象局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会及上海仪器厂和北京大华无线电厂在人力
、

物力和财力上的资助
。

(罗小布供稿 管贤士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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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曙光的先导和基础

— 记
“

8 63
”

发展计划成果展览新概念新构思展台

今年 4 月 19 日
,

我国
“

8 63
”

高技术发展计划 5 周年成果展览会在北京揭幕
,

展出了我国上

万名高科技工作者在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
、

自动化技术
、

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 5 个领域
“

七

五
”

期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

我国科技人员在推进高技术研究和发展的技术产业中作出的杰出贡献为世人瞩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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