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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作者近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讲授《大气辐射学》的
讲义，改编、扩充而成。
全书共分6章，书末有若干附录。
书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太阳辐射和热辐射在大气中传输的物理过程和基本规律以及地气系统的辐射
收支等大气辐射学的基本内容，侧重于物理概念的阐述和基本计算方法的介绍；还详细介绍了大气辐
射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辐射气候学的最新进展。
    本书可供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从事大气遥感、大气辐射和当代气候变化研究的科技人
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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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球大气组成及其变化　　1.3　大气组成及其变化　　1.3.1　地球大气的演化　　地球
大气的诞生及其进化过程，是说明地球系统科学概念的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地球系统科学包括了生物学、地质学、水文学及大气科学等。
地球大气的形成与这几个领域的各种物理、化学及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从中也可以看
到大气辐射过程所起的作用。
伴随着太阳从婴儿期、少年期进化为成年期的一颗恒星，在原始太阳系星云中的气体及尘埃粒子等由
于重力作用聚集起来并逐渐变大，最后形成了太阳系的几大行星。
据说，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5000万年到1亿年，从地质学上来看，是很短的一个时期（Graedel and
Crutzen，1995）。
　　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地面和空间观测，已经有可能对太阳系中的类地行星，即地球、金星和火星等
所具有的特征进行比较。
表1.1列出了地球及其相邻行星的大气组成。
其中，“行星地球大气”指用天体物理理论，把地球、金星和火星当作一般的太阳系行星，认为它们
的大气形成过程遵循同样的规律，根据它们在太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的质量和轨道参数，由金
星和火星大气组成推断出来的地球大气的化学组成。
“实际地球大气”是指现在实际上的地球大气。
与实际地球大气相比，金星大气中水汽很少，密度很高，几乎没有O2，但存在极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的浓度也较高。
火星大气非常稀薄，其密度仅为实际地球大气的0.5％，火星大气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碳，氧气和氮
气分子几乎不存在，水汽分子更少，目前尚未探测到含硫气体的存在。
这三颗行星的表面温度也有极大的差异，金星表面的温度比地球高400℃以上，而火星则比地球低大
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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