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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气象卫星有效载荷技术》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关于气象卫星遥感仪器、实时信息
处理和发送与接收设备方面的一本工程技术专著。
本书论述了气象卫星有效载荷研制试验中涉及的设计思想、技术原理和研制方法。
全书以技术为主线，首先论述了气象卫星与卫星气象及其主要相关学科的关系，反映其遥感技术的定
量化特点；进而按气象卫星的两种轨道特性，分别论述了极轨气象卫星与静止气象卫星的有效载荷研
制、试验、定标、测试及应用等方面内容；最后介绍了21世纪气象卫星有效载荷的发展趋势。
全书注重原理与设计的结合，设计与应用的结合，突出了气象卫星有效载荷技术工程的先进性、技术
性及实用性，并综合反映了中国气象卫星及其有效载荷技术的发展成果。
本书可供有关科研人员、试验测试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本书集中了我国多位从事气象卫星有效载荷研制与设计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丰富经验，并在他们的
共同努力下编写完成。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是：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空间科学与应用中心、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及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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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卫星有效载荷技术领域的一本专著。
全书共8章，包括；概论、有效载荷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极轨气象卫星的有效载荷、静止气象卫星的
有效载荷、有效载荷的辐射定标、有效载荷在轨测试、有效载荷主要地面业务系统、有效载荷发展趋
势。
　　本书可供从事卫星总体研制，有效载荷技术设计、研究、试验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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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数据同化。
气象卫星资料与传统的气象站观测资料有很大的不同：全世界的气象站被安排在统一的时间、用统一
的标准观测统一的要素；气象卫星资料则是在不同的时间获取的，气象卫星观测的要素也不是传统的
压、温、湿、风等基本气象要素。
这就给气象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根据这些来自气象卫星有效载荷在不同时间所获取的资料，
把全球大气状态及其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尽可能正确、细致地描写出来。
这项工作必须建立大气动力学和热力学的一系列方程组，使所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观测手段
获得的不同性质和种类的资料在描写大气行为的方程组及其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达到最佳匹配。
这项工作称为数据同化，它是数值天气预报和卫星气象的边缘学科。
对上述涉及卫星气象工程内容的研究，是当前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气象卫星观测必须做到定量，才有可能满足卫星气象的需求，而定量遥感的实现必须在气象卫星系统
的空间段和地面段两方面协同配合下才能完成。
1.1.2气象卫星与卫星气象的关系在气象卫星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诞生了气象卫星遥感学和卫星气象学
。
气象卫星是研究如何利用空间遥感手段获取与大气和地物表面物理状态有关系的辐射数据；卫星气象
则研究如何利用气象卫星遥感观测数据，推导大气和地物表面物理状态的参数，以及如何解释卫星遥
感图像。
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气象卫星有效载荷为卫星气象提供了大量有效的观测数据，而卫星气象则为气象卫星及其有效载荷的
发展，提供了需求牵引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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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象卫星有效载荷技术》：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气象卫星有效载荷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