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

13位ISBN编号：9787030321008

10位ISBN编号：7030321006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页数：1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

内容概要

《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内容简介：卫星遥感被动探测地球高层大气风场，是基于大气自
然辐射（如气辉）的光源与探测器之间有相对运动而产生微小多普勒频移来测量大气运动速度和大气
温度。《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共分9章，以国际上成功实施遥感探测的WINDII和HRDI为
基础，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卫星遥感探测高层大气风场的基本概念、技术体系、原理方法，涉及地
球中间层和低热层大气动力学规律、探测光源的辐射特征、遥感观察的时空坐标系统及其变换、仪器
的实验室定标和飞行定标、仪器的正演算法、探测数据的反演处理等内容.《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
气风场》是作者及主审者多年科研的结晶，也是国际专家和国内作者合作研究的产物.内容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除了卫星遥感探测高层大气风场的相关专业外，《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还可供卫星运行
轨道、航天遥感探测、遥感数据的反演和正演、空间光学、气象、大气科学、成像光谱、激光雷达等
领域的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作为上述领域研究生教材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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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遥感被动探测高层大气风场》基于国际上已经成功探测高层大气风场的WINDII仪器，较
为系统地介绍星载成像干涉仪被动遥感探测地球的高层大气风场（包括温度、风速、压强和大气成分
等）的基本原理、技术体系、原理方法。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希望它的
出版能够为卫星遥感探测高层大气风场的相关专业（包括卫星运行轨道、航天遥感探测、遥感数据的
反演和正演、空间光学、气象、大气科学、成像光谱、激光雷达、极光等）的大学高年级学生、研究
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一本参考书，推动我国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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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实现的原理，有助于对系统应用的分析和设计，参考一下。
2、本书提及了被动探测的多方面内容，详细介绍了几种干涉仪测风仪器。还介绍了相关星载探测需
要了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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