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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给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同时其 Ｌ波

段（１１６０～１６１０ＭＨｚ）微波信号可用于全球覆盖、高时间分辨率的大气、海洋和陆表参数遥感探

测。基于信号类型，ＧＮＳＳ遥感可分为折射信号遥感和反射信号遥感两大类；基于探测平台，

ＧＮＳＳ遥感可分为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空基 ＧＮＳＳ遥感和天基 ＧＮＳＳ遥感三大类。随着我国自主建

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ＧＮＳＳ遥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回顾近 ２０年地

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在气象领域的应用进展，展望其在气象领域下一步可能的应用。

关键词：　地基 ＧＮＳＳ　遥感　气象应用　折射信号遥感　反射信号遥感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６８３（２０２０）０４０７４４１２　　［中图分类号］Ｐ３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１；［修定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８

［项目类别］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ＣＣＳＦ２０２０４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９７１３７７、４１８０４０２３、４１９６１１４４０１５）、中国大陆

环境构造监测网络工程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１８０２）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梁宏，男，１９７８年生，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 ＧＮＳＳ／ＭＥＴ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ｇｈ＠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曹云昌，通讯作者，男，１９６８年生，研究员，主要从事 ＧＮＳＳ遥感应用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ａｏｙｃ＠１２６．ｃｏｍ

０　引言

卫星定位、导航和授时（ＰＮＴ）已成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服务。目前提供全球
服务的导航卫星系统包括美国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ＢＤＳ）、欧洲伽
利略系统（Ｇａｌｉｅｏ）和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ＧＬＯＮＡＳＳ），提供区域服务的导航卫星系统包括
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ＱＺＳＳ）和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ＩＲＮＳＳ）等，提供 ＰＮＴ服务的导航卫
星总数量达到了１２０余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发射的 Ｌ波段信号（１１６０～１６１０ＭＨｚ）
覆盖全球，为高精度与高时间分辨率的大气、海洋和陆表参数遥感提供了必要技术手段

（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ＧＮＳＳ遥感具有全天候、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自校准和低成本等优点，近 ２０年来一直

是国际遥感应用研究热点。按信号传播方式，ＧＮＳＳ遥感可分为折射信号遥感和反射信号遥
感（万玮等，２０１６）。折射信号遥感为通过测量 ＧＮＳＳ卫星信号穿过大气层发生的折射估计
大气参数，如大气可降水量（Ｂｅ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和电离层电子总含量（Ｗｉ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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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信号遥感是通过测量 ＧＮＳＳ卫星信号到达地面时发生的反射估计地表参数，如积雪深
度（Ｌ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土壤湿度（Ｍａｓｔ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和植被含水量（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等。按
探测平台，ＧＮＳＳ遥感可分为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空基 ＧＮＳＳ遥感和天基 ＧＮＳＳ遥感。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是指将 ＧＮＳＳ信号接收设备放在地球表面的遥感技术。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起步最
早，已成为大气和地表参数遥感探测技术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地基 ＧＮＳＳ网络包括
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简称陆态网络）（甘卫军等，２０１２）、中国气象局地基 ＧＮＳＳ气象
探测网络（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和北斗地基增强网络（李作虎等，２０１４）等。国际上的地基 ＧＮＳＳ
网络包括国际 ＧＮＳＳ服务（ＩＧＳ）基准站网、美国板块边界观测网络（ＰＢＯ）（Ｈｅｒｒ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日本国土地理院地基 ＧＮＳＳ站网（ＧＥＯＮＥＴ）（Ｋｏｍｅｔａｎｉ，２００５）和欧洲地基 ＧＮＳＳ站网
（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等。空基 ＧＮＳＳ遥感是将 ＧＮＳＳ信号接收设备放置在飞机、气球或飞艇等
平台的一种遥感手段，例如美国机载掩星事件探测系统 ＧＩＳＭＯＳ（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美国
和法国联合开展的球载掩星探测实验 ＳＴＲＡＴＥＯＬＥ２（Ｋａｌｎａ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天基 ＧＮＳＳ遥感
系统是将 ＧＮＳＳ信号接收设备放置在卫星平台的一种遥感技术。天基 ＧＮＳＳ遥感系统包括
中国 ＦＹ３Ｃ／３Ｄ掩星探测系统（廖蜜等，２０１５；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中国台湾与美国联合发射的
ＣＯＳＭＩＣ１（Ａｎｔｈ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和 ＣＯＳＭＩＣ２掩星探测系统（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欧洲 Ｍｅｔｏｐ
掩星探测系统（ＶｏｎＥｎｇｅｌ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和美国 ＣＹＧＮＳＳ系统（Ｒｕ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我国自主建
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于 ２０２０年全面完成，ＧＮＳＳ遥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
回顾近 ２０年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在气象领域的应用进展，展望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在气象领域
下一步可能的应用。

１　地基 ＧＮＳＳ折射信号遥感

１．１　对流层遥感应用
水汽是主要的自然温室气体，约 ６０％～７０％的大气变暖由大气水汽变化所导致（Ｒｏｍｍ，

２０１６；Ｇｕｅ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水汽还是大气中最活跃的成分，其垂直和水平输送、空间分布以
及相态变化决定着暴雨、洪涝等灾害事件的发生。但由于水汽时间变化快速、空间分布复

杂、主要集中在离地面 ５ｋｍ高度以下，探空（时空分辨率低）、微波辐射计（降雨条件下无法
正常探测）、卫星可见光和红外遥感（严重受云影响）、卫星微波遥感（复杂陆表特征导致陆

地上准确性低）、天基 ＧＮＳＳ掩星探测（对流层低层探测精度低）等手段均难以准确获取高时
空分辨率的大气水汽信息（Ｗｕｌｆ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地基 ＧＮＳＳ具有全天候、均一性好和低
成本等独特优势，能满足高精度大气水汽探测的需求，其探测的大气可降水量（ＰＷＶ）时间
分辨率可达分钟级，甚至秒级，精度可达 １～２ｍｍ（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最近
３０年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技术广泛应用于对流层水汽探测，事实证明该技术是目前大气水汽探
测的最佳技术之一（Ｗｕｌｆ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１．１．１　临近天气预报应用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呈增加趋势（Ｒｏｍｍ，２０１６），极端降水是
其中之一。极端降水往往伴随着强对流发生，常引发洪涝灾害，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人员伤

亡。国内外有不少研究是基于地基 ＧＮＳＳ网络观测的 ＰＷＶ对极端天气进行监测和预警
（表 １）。总体上，地基 ＧＮＳＳ反演的水汽场变化与极端降水的关联可归为 ３个方面（Ｇｕｅｒｏ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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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的 ＰＷＶ应用于临近天气预报

案例 天气类型 文献

中尺度系统 极端降水 Ｂｒｅｎ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张恩红等，２０１５；Ｍｏｏ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Ｓａｐｕｃｃ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雷暴 闪电 Ｍａｚａｎ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Ｋｅ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天气尺度系统 干线、气旋、大气河 Ｓｅ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ｕｅ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①ＰＷＶ变化与降水强度显著相关（梁宏等，２０１０；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②水汽分布
密集区容易激发锋面系统生成（ｄｅＨａ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③水汽变化可作为局地对流和雷电活
动的前兆因子（Ｋｅ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研究发现，对流活动与水汽空间分布特
征密切相关，且水汽输送带在地形强迫抬升作用下常激发局地对流和雷暴（Ｂｒｅｎｏ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Ｎｅｉ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ａｐｕｃｃ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因此，Ｍｏｏｒｅ等（２０１５）基于高空间分辨率的二
维 ＰＷＶ分布图预判强对流的发生，并提供临近预报服务。国外学者基于闪电定位观测、电
场仪测量的电场强度、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的 ＰＷＶ等气象参数构建了雷电活动预报模型，该预
报模型可实现提前 ２ｈ和 ９ｈ的雷电预警，在服务航天活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Ｍａｚａｎ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Ｋｅ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临近预报的工具标准化和探测时效提高是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的水汽
产品应用于短临预报的重要途径。

１．１．２　数值天气预报应用
初始场的真实程度对数值天气预报准确性至关重要（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６５）。资料同化是目前

提高初始场准确度的主要手段，即将实时的观测资料与以前各时刻的观测所提供的信息（通

过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结合起来，以产生精确的、与模式协调的分析场（秦大河等，２００４）。目
前常用的观测资料同化技术包括最优插值、三维变分和四维变分等。在同化的过程中，被同

化的观测会同时改变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数个有关的模式变量。观测本身存在误差，即仪器

误差和代表性误差，后者源自观测所代表区域与数值模式所能分辨区域不完全一致。因此，

即使采用相同的数值预报模式，由于对观测误差处理的方法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观测资料同

化应用效果（Ｒａｂｉｅｒ，２００５；Ｂｏｎａｆｏ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新观测资料同化应用的难点在于，必须在
所有现已业务同化观测的贡献基础上对预报改进表现出正效果，该新观测资料才有同化应

用价值。随着数值预报的发展，对观测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不少研究和业务应用（表 ２）表明，同化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的对流层产品对提高数值天气预

报水平有重要作用。英国气象局和法国气象局是欧洲较早实现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天顶对流
层总延迟（ＺＴＤ）或 ＰＷＶ）业务同化应用的机构，且两机构都报道了同化 ＺＴＤ观测对全球模
式和区域模式的预报均有明显正效果（Ｇｕｅ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英国气象局最新评估还表明，
就单个观测对数值天气预报改进效果而言，ＺＴＤ观测的贡献在目前所有同化的观测中排名
第二，仅次于海洋浮标观测（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法国气象局数值预报系统 ＡＲＯＭＥ对 ＺＴＤ
同化应用结果表明，随着模式分辨率的提高，观测站的稀疏半径明显缩短，同化站点数量提

高了数倍（Ｍｏ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匈牙利 ＡＲＯＭＥ系统中，ＺＴＤ观测的贡献在所有关于湿度的
观测中最大（Ｇｕｅ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气象机构均把 ＺＴＤ或
ＰＷＶ资料作为业务同化观测之一。在国内也有不少关于 ＺＴＤ或 ＰＷＶ同化的研究或业务应
用试验。基于我国自主研发的业务数值天气预报模式 ＧＲＡＰＥＳ＿ＲＡＦＳ试验表明，同化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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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地基 ＧＮＳＳ对流层产品在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中的同化应用

模式名称 同化观测 同化方法 机构 参考文献

ＮＡＥ，ＵＫ４，ＵＫＶ ＺＴＤ 三维变分，四维变分 英国气象局 Ｂｅｎｎｉ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ＲＵＣ ＰＷＶ 最优插值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ＭＭ５ ＳＰＤ 四维变分 德国地学研究中心 Ｚ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ＧＲＡＰＥＳ＿ＲＡＦＳ，

ＧＲＡＰＥＳ＿ＧＦＳ ＰＷＶ 三维变分，四维变分 中国气象局 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黄丽萍等，２０１７；本文

ＧＳＭ／ＭＳＭ ＺＴＤ，ＰＷＶ 四维变分 日本气象厅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ＪＭＡ，２０１９

ＬＤＡＰＳ ＺＴＤ 三维变分 韩国气象厅 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ＢＪＲＵＣ ＺＴＤ 三维变分 北京市气象局 仲跻芹等，２０１７

ＧＤＰＳ ＺＴＤ 四维变分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中心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ＡＲＯＭＥ，

ＥＲＰＥＧＥ ＺＴＤ 三维变分，四维变分 法国气象局 Ｇｕｅ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Ｈｄｉｄ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ＨＡＲＯＭＩＥ ＺＴＤ 三维变分 西班牙气象局 Ａｒｒｉｏ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注：ＳＰＤ表示对流层斜路径延迟。

地基 ＧＮＳＳ网的 ＰＷＶ产品后，小雨、中雨和大雨的预报水平均有明显改进（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黄丽萍等，２０１７）。中国气象局数值预报中心的 ＧＲＡＰＥＳ区域和全球模式分别于 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８年实现了 ＰＷＶ观测业务同化应用，同化均基于三维变分技术。随着观测质量提升和
数据处理算法的改进，２０１９年 ＧＲＡＰＥＳ区域和全球模式每频次同化 ＰＷＶ观测数量约 ５０００
条，较往年提升了 １０倍，观测资料合格站点同化率超过 ９０％。最新基于四维变分同化的
ＧＲＡＰＥＳＧＦＳ全球同化预报系统批量实验结果表明，同化 ＰＷＶ观测后，北半球和东亚地区
高度场和湿度场分析有所改善，７天预报的东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距平相关系数提高，北半
球和东亚地区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均方根误差减小。

基于小时快速更新循环系统可实现 ＺＴＤ和 ＰＷＶ等产品的快速同化应用，该应用可称
为基于数值预报模式的临近预报，要求 ＺＴＤ和 ＰＷＶ等观测在半小时内或实时获取（ｄｅ
Ｈａａｎ，２０１３）。目前，欧洲 ７５％的气象机构实现了 １ｈ内提供 ＺＴＤ产品（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日
本和美国均实现了观测后５ｍｉｎ内提供ＺＴＤ和ＰＷＶ等业务化产品。目前中国气象局业务的
ＺＴＤ和 ＰＷＶ产品为 １ｈ内提供，主要受限于原始观测数据的获取时效，未来通过升级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传输网络，可实现 ５ｍｉｎ内提供 ＺＴＤ和 ＰＷＶ观测产品。
１．１．３　卫星遥感和探空观测检验以及气候变化研究

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的 ＰＷＶ通常作为基准，广泛应用于检验探空观测（梁宏等，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再分析资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卫星遥感（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Ｍｅａ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估计 ＰＷＶ的精度。相对于探空观测（通常每天探测 ２次），地基 ＧＮＳＳ
可多提供几十倍的 ＰＷＶ观测量，非常适合卫星遥感观测检验。我国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 ＰＷＶ
产品为卫星观测改进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宏等（２００６）基于青藏高原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的
ＰＷＶ，检验了美国 ＮＡＳＡ发布的 ＭＯＤＩＳ卫星水汽产品，发现了该卫星水汽产品结果明显偏
低，原因是估计算法有误，促使 ＮＡＳＡ及时改正估计算法。胡等（２０１８）基于青藏高原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观测的 ＰＷＶ，检验了我国风云三号卫星遥感的 ＰＷＶ产品，发现风云三号 ＰＷＶ产
品明显偏低。该结果帮助风云三号卫星 ＰＷＶ产品发布单位找出反演算法的不足，并改进卫
星遥感产品。还有学者基于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验证了静止卫星遥感的水汽产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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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ｒｋｅｎｈｅｕｅｒ等（２００５）比较了美国 ＧＯＥＳ卫星与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的 ＰＷＶ。目前，我国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的 ＰＷＶ产品已成为气象卫星遥感相关产品检验的重要参考数据源。

水汽是基本的气候变量，地基 ＧＮＳＳ探测技术是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ＧＣＯＳ）计划重点推荐的水汽探测手段（ＧＣＯ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 ＰＷＶ
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目前已有２０余年的观测积累，已初步用于气候变化研究（Ｇｕｅｒｏｖａ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传统关于 ＰＷＶ长期变化是基于探空观测实现的，为了消除传
感器换型带来的湿度探测误差，Ｄａｉ等（２０１１）提出了与传感器型号无关的历史探空观测数
据均一化处理方法，基于该方法均一化的探空湿度时间序列得到了较好检验（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９）基于这一套数据分析了我国 ＰＷＶ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１９９１～２０１２
年我国 ＰＷＶ基本呈显著增加趋势，华南地区增加趋势最明显。同时，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９）开发
了基于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 ＰＷＶ订正探空 ＰＷＶ的方法，并用于我国 ＰＷＶ变化特征研究，结果
表明 １９９１～２０１２年我国 ＰＷＶ基本呈显著减少趋势。显然，由于探空观测固有的不均一性
缺点，导致基于不同均一化算法得出的 ＰＷＶ变化趋势有明显分歧。为了解决探空观测不均
一的问题，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将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列为 ＧＣＯＳ系统高空基准观测网络
（ＧＲＵＡＮ）中的首选观测，并发布了观测指南（Ｓｈｏ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虽然如此，天线和天线罩更
换以及多路径效应对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的 ＰＷＶ时间序列均一性有一定影响（Ｖ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Ｎｉｎｇ等（２０１２）指出，在数据解算过程中采用较高的卫星截止高度角（如 ２５°），有利于消除多
路径严重站点 ＰＷＶ的不一致性。因此，基于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反演的 ＰＷＶ时间序列需经过
均一化处理之后，才能用于气候变化研究（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Ｋｌ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
１．２　电离层遥感应用

空间天气是指太阳活动引起的日地空间环境，尤其是地球磁层和电离层中的扰动现象，

这种扰动可能会引起地球空间环境的灾变，直接影响空间和地面现代技术系统正常运行，甚

至危害人类健康（秦大河等，２００４）。另外，台风、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以及火箭
发射等人为活动均可能导致电离层异常，从而电离层变化成为重大自然灾害预警预报和人

类活动监测的一种潜在手段（姚宜斌等，２０１７；袁运斌等，２０１７）。因此，可靠的电离层监测、
预警和预报服务是现今社会经济活动所必要的。近２０年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已成为电离层电子
浓度变化监测以及有关空间天气事件影响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李
强等（２０１２）基于陆态网络开展了有关磁暴期间电离层扰动形态、大尺度电离层扰动、太阳耀
斑导致的电离层骚扰以及低纬电离层不规则体结构等方面的电离层空间天气监测与应用研

究。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负责我国及周边地区电离层电子总含量（ＴＥＣ）
业务监测和预警服务，定期发布 ＴＥＣ空间分布图等产品，为国内外航空（包括国际民航组
织）、航天活动以及人类健康等提供空间环境监测和预警服务。中国气象局地基 ＧＮＳＳ气象
探测网络和陆态网络观测是该预警中心日常 ＴＥＣ等业务产品制作的基础数据源。

ＴＥＣ梯度监测对于无线电通讯、电力传输、精确定位、导航和生命安全等有重要意义
（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ＴＥＣ梯度异常具有时空特性，包括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常，电离层
闪烁是 ＴＥＣ梯度时间异常的一个典型例子。Ｌｕｏ等（２０２０）基于常规大地测量型接收机的
１Ｈｚ观测数据，构建了电离层振幅闪烁指数（Ｓ４ｃ），该指数与传统电离层闪烁监测接收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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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幅闪烁指数（Ｓ４）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应用于日落之后超级等离子体空腔结构导致的
电离层闪烁监测，为目前大规模布设的大地测量型接收机应用于电离闪烁监测提供了新的

技术手段。对流层与电离层耦合机制也是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应用研究方向之一，例如台风对
电离层的扰动影响（Ｂａｕｅｒ，１９５８；肖赛冠等，２００６；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台风可激发重力波，上传
到电离层高度，从而对电离层产生扰动。毛田等（２００９）利用我国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资料分析
了 ２００５年台风“麦莎”对电离层 ＴＥＣ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登陆前一天台风及其周边区域的
ＴＥＣ与月中值的差值可超出 ５ＴＥＣＵ。Ｌｏｕ等（２０１９）基于陆态网络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和卫星观
测等数据，研究了台风活动与电离层不规则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机制。

２　地基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遥感

地基 ＧＮＳＳ信号除了可以用于对流层和电离层遥感探测之外，还可以用于陆表参数探
测，例如积雪深度、土壤湿度和植被含水量等。其原理是直接到达天线的折射信号与经地面

反射后到达天线的信号叠加，形成干涉，即形成多路径信号，多路径信号的信噪比（ＳＮＲ）可
表示为振幅、天线相位中心距地面的高度、信号波长、反射角、相位、地表粗造度和地表介电

常数的函数（Ｌ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虽然大地测量型天线具有抑制反射信号的功能，但卫星高
度角低于 ３０°时如果地面较为平坦，天线仍能接收到较强的反射信号。通过分离多路径信号
的 ＳＮＲ可获得反射信号的 ＳＮＲ，基于一定假设，采用最小二乘法即可估计振幅、天线相位中
心离地面高度和相位，其中振幅变化与植被含水量密切相关，天线相位中心离地面高度与积

雪深度密切相关，相位变化则与土壤湿度密切相关。地基 ＧＮＳＳ反射信号的反射区域（即菲
涅尔带）是一个狭长的椭圆，当天线相位中心离地面的高度和卫星高度角分别为 ２ｍ和 １０°
时，菲涅尔带的长度约为 ２０ｍ。由于 ＧＮＳＳ卫星轨道倾角约为 ５５°，导致在北半球天线北面
存在一个反射信号空白区，总体而言，地基反射信号遥感（ＧＮＳＳＲ）的探测面积约为 １０００ｍ２

（表 ３），明显大于接触式站点观测的面积（小于 １ｍ２），空间上更适合与单格点探测面积约
１００ｋｍ２的卫星观测相匹配。从探测准确度来看，地基反射信号遥感（ＧＮＳＳＲ）的积雪深度
和土壤湿度的准确度可达 ４ｃｍ和 ０．０４ｃｍ３／ｃｍ３，比较接近于传统地面接触式探测的精度，明
显优于卫星遥感探测，具有较好的业务应用前景。

表 ３ ＧＮＳＳＲ探测精度与其他观测手段比较

探测技术 探测范围 要素 准确度 文献

接触式站点探测 ＜１ｍ２
积雪深度 １ｃｍ 中国气象局，２０２０

土壤含水量 ０．０２ｃｍ３／ｃｍ３ 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地基 ＧＮＳＳＲ 约 １０００ｍ２
积雪深度 ４ｃｍ Ｌ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土壤含水量 ０．０４ｃｍ３／ｃｍ３ Ｌ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卫星遥感 约 １００ｋｍ２
积雪深度 ５～１０ｃｍ 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土壤含水量 ０．０４～０．０７ｃｍ３／ｃｍ３ Ｋｅｒ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ｏｌｌｉ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注：仅能探测地表层 ５ｃｍ深度的土壤含水量。

基于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数据构建长时间积雪深度、土壤湿度和植被含水量等参数的长时
间观测序列已成为国内外技术发展的趋势。Ｌａｒｓｏｎ等（２０１６）基于美国阿拉斯加 ＰＢＯ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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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ＧＮＳＳ观测，开发了长达１４年的积雪深度数据集，该数据集的时间一致性受观测仪器更换
的影响较小，在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供给影响和雪灾预防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土壤类

型和物理特性等复杂，土壤湿度空间变化大，即使在很小的区域（几十平方米）进行不同地点

采样，其结果可能差别明显。地基 ＧＮＳＳＲ土壤湿度探测技术较接触式站点观测具有更大
的观测范围，在卫星土壤湿度产品精度检验方面具有一定的空间匹配优势。基于美国 ＰＢＯ
站点 ＧＮＳＳ观测反演的土壤湿度已应用于美国 ＳＭＡＰ、欧洲 ＳＭＯＳ和 ＡＳＣＡＴ等卫星遥感土
壤湿度产品检验（Ｌ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Ｌａｒｓｏｎ等（２０１６）基于地基ＧＮＳＳＲ估
计了反映植被含水量变化的归一化指数产品，并用于监测美国加州植被变化，发现该指数与

年累计降水量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且时间分辨率可达逐日，较 ＭＯＤＩＳ的植被指数产品更能
清楚地反映植被生长的周期特征。

３　讨论与展望

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已成为气象探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基于地基 ＧＮＳＳ折射信号遥感
探测的 ＰＷＶ、ＺＴＤ和 ＴＥＣ产品在临近天气预报、数值天气预报、气候变化研究和空间天气预
警以及探空和卫星遥感观测检验等方面已实现较成熟的应用。在 １０°截止高度角的条件下，
ＰＷＶ和 ＺＴＤ反映的是以站点为中心、半径约 ３０ｋｍ倒圆锥体范围内水汽的平均变化，不能
表示水汽分布各向异性特征。增加 ＺＴＤ水平梯度估计，能更准确地描述站点上空水汽分布
状况，尤其能有效反映大气干湿分布，对强对流预警有重要价值（Ｂｒｅｎ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对人工
影响天气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通常基于 ＺＴＤ、水平梯度、干／湿投影函数、水平梯度投影函
数和后验残差等，估计对流层斜路径延迟（ＳＰＤ）（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然后基于三维层析技术
反演大气折射率或湿度的三维空间分布。然而，三维层析技术需解决层析格网设计、ＳＰＤ反
演算子设计、层析方程求解策略以及边界约束等问题（Ｇｕｅｒ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层析方程求解
方法包括最小二乘法、卡曼滤波法和代数重构法等，即在附加一定先验信息（如数值天气预

报模式分析场或探空观测等）的基础上，基于纯数学的方法估计大气三维折射率或湿度分布

信息。相比而言，基于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变分同化，除了数学修正之外，还包括物理过程的

约束，有利于构建更合理的三维水汽场，且更方便数值天气预报应用（Ｚ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因
此，地基 ＧＮＳＳ对流层观测直接同化到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产生更精确的大气分析产品或预
报产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服务于天气预报、洪水预警、人工影响天气、气候变化研究以及实

时导航和定位等是未来重要应用方向之一（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电离层
遥感产品亦可通过模式同化实现更合理的 ＴＥＣ梯度和三维电子浓度分布估计（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地基 ＧＮＳＳＲ除了可探测积雪深度、土壤含水量和植被含水量外，还可用于探测土壤冻
融（Ｃｈｅ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雪面温度（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湖泊水位（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海面高度
（Ｃｌａｒｉｚ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海冰变化（杨明华等，２０１４；Ｓｔｒａｎｄ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及海风海浪（杨东
凯等，２０１９）等，多频点和多星座信号联合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高 ＧＮＳＳＲ的探测精度（Ｚｈ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密集地基 ＧＮＳＳ站网为地基 ＧＮＳＳＲ遥感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但地基 ＧＮＳＳＲ
遥感技术的应用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例如要求具有较平坦的自然观测表面。因此，今后在

建设地基 ＧＮＳＳ站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地基 ＧＮＳＳ折射和反射信号遥感的技术特点，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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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期 梁宏等：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气象应用

在自然下垫面建设永久性的地基 ＧＮＳＳ站，以提高单站观测的气象应用效益。
陆态网络和中国气象局地基 ＧＮＳＳ气象探测网络在我国灾害天气监测、数值天气预报

和空间天气预警中发挥了重要效益。目前，２个网络总共站点数约 １０００站（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随着我国服务气象应用的地基 ＧＮＳＳ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包括自建、共建和共享站），
在中国西部和东部有望实现平均站间距分别小于 １００ｋｍ和 ５０ｋｍ，东部超大城市区域有望实
现平均站间距小于 ２５ｋｍ，可明显提高对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和空间天气的探测能力，从而有
效提升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在气象服务中的贡献。

致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甘卫军，李强，张锐，等，２０１２．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与应用．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４（４）：３２４～３３１．

胡，曹云昌，尹聪，等，２０１８．青藏高原大气可降水量单站观测对比分析．气象学报，７６（６）：１０２９～１０３９．

黄丽萍，陈德辉，邓莲堂，等，２０１７．ＧＲＡＰＥＳ＿ＭｅｓｏＶ４．０主要技术改进和预报效果检验．应用气象学报，２８（１）：２５～３７．

李强，宁百齐，赵必强，等，２０１２．基于陆态网络 ＧＰＳ数据的电离层空间天气监测与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７）：２１９３～

２２０２．

李作虎，杨强文，吴海玲，等，２０１４．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与产业化发展．高科技与产业化，（１０）：５９～６５．

梁宏，刘晶淼，李世，２００６．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大气水汽资源分布和季节变化特征分析．自然资源学报，２１（４）：５２６～５３４，

６７７．

梁宏，刘晶淼，张人禾，等，２０１０．拉萨河谷大气水汽日变化特征．水科学进展，２１（３）：３３５～３４２．

梁宏，张人禾，刘晶淼，等，２０１２．青藏高原探空大气水汽偏差及订正方法研究．大气科学，３６（４）：７９５～８１０．

廖蜜，张鹏，毕研盟，等，２０１５．风云三号气象卫星掩星大气产品精度的初步检验．气象学报，７３（６）：１１３１～１１４０．

毛田，王劲松，杨光林，等，２００９．台风“麦莎”对电离层 ＴＥＣ的影响．科学通报，５４（２４）：３８５８～３８６３．

秦大河，孙鸿烈，孙枢，等，２００４．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总论卷．北京：气象出版社，１～１２５．

万玮，陈秀万，彭学峰，等，２０１６．ＧＮＳＳ遥感研究与应用进展和展望．遥感学报，２０（５）：８５８～８７４．

肖赛冠，郝永强，张东和，等，２００６．电离层对台风响应的全过程的特例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４９（３）：６２３～６２８．

杨东凯，王翔宇，刘建华，等，２０１９．北斗反射信号海风海浪反演系统与实验．电子与信息学报，４１（２）：３１７～３２３．

杨明华，曹云昌，２０１４．基于 ＧＮＳＳＲ的后续海冰观测实验．全球定位系统，３９（４）：５１～５４，６８．

姚宜斌，张顺，孔建，２０１７．ＧＮＳＳ空间环境学研究进展和展望．测绘学报，４６（１０）：１４０８～１４２０．

袁运斌，霍星亮，张宝成，２０１７．近年来我国 ＧＮＳＳ电离层延迟精确建模及修正研究进展．测绘学报，４６（１０）：１３６４～１３７８．

张恩红，曹云昌，王晓英，等，２０１５．利用地基 ＧＰＳ数据分析北京“７·２１”暴雨水汽特征．气象科技，４３（６）：１１５７～１１６３．

中国气象局，２０２０．地面气象自动观测规范．北京：中国气象局，１～１５２．

仲跻芹，ＧｕｏＹＲ，张京江，２０１７．华北地区地基 ＧＰＳ天顶总延迟观测的质量控制和同化应用研究．气象学报，７５（１）：１４７～

１６４．

ＡｎｔｈｅｓＲＡ，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ＰＡ，Ｃ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ＴｈｅＣＯＳＭＩＣ／Ｆｏｒｍｏｓａｔ－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ａｒ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ｕｌｌ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８９（３）：

３１３～３３４．

ＡｒｒｉｏｌａＪＳ，ＬｉｎｄｓｋｏｇＭ，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ｓｓｏ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ＳＳＺＴＤｉｎ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５５（５）：１２５９～１２７６．

ＢａｉＷ Ｈ，ＸｉａＪＭ，Ｗａｎ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ＮＳＳＲ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ｐａｒｔⅡ—ｒｉｖ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ｃｉＢｕｌｌ，６０（１７）：１５２７～１５３４．

ＢａｕｅｒＳＪ，１９５８．Ａｎ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ｏｆ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６３（１）：２６５～２６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Ｇ，ＢｒｏｗｎＪＭ，Ｂｒｕｎｅｔ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ＮＷ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ｏｇｒ，５９：

１３．１～１３．６７．

ＢｅｎｎｉｔｔＧＶ，ＪｏｈｎｓｏｎＨＲ，ＷｅｓｔｏｎＰ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

１５７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６卷

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ＯｆｆｉｃｅＵＫＶｍｏｄｅｌ．ＱｕａｒｔＪＲｏｙ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１４３（７０７）：２４３６～２４４７．

ＢｅｎｎｉｔｔＧＶ，ＪｕｐｐＡ，２０１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Ｏｆｆｉｃ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４０（８）：２７０６～２７１９．

ＢｅｖｉｓＭ，ＢｕｓｉｎｇｅｒＳ，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ＧＰ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９７（Ｄ１４）：１５７８７～１５８０１．

ＢｉｒｋｅｎｈｅｕｅｒＤ，ＧｕｔｍａｎＳ，２００５．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ＯＥ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ＧＰＳＩＰＷｄａ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ＩＨＯＰ－２００２．ＪＡｔｍｏｓ

Ｏｃｅａ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２（１１）：１８３８～１８４５．

ＢｏｎａｆｏｎｉＳ，ＢｉｏｎｄｉＲ，Ｂｒｅｎｏ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ｅｘｔｒｅｍ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ｔｍｏｓＲｅｓ，２３０：１０４６２４．

ＢｒｅｎｏｔＨ，ＮｅｍéｇｈａｉｒｅＪ，Ｄｅｌｏｂｂ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ｉｇ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ＧＮＳＳ．ＡｔｍｏｓＣｈｅｍＰｈｙｓ，

１３（１１）：５４２５～５４４９．

ＣａｉＹＲ，ＢａｉＷ Ｈ，ＷａｎｇＸ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Ｉｎｏｒｂｉ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ＧＮＯＳｏｎｂｏａｒｄＦＹ３Ｃ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ＦＹ３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ｄｖ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６０（１２）：２８１２～２８２１．

ＣｈｅｎＦ，ＣｒｏｗＷＴ，Ｂｉｎｄｌｉｓｈ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ａｌ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Ｐ，ＳＭＯＳａｎｄＡＳＣＡＴ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ｒｉｐｌｅ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１４：１～１３．

ＣｈｅｗＣ，ＬｏｗｅＳ，Ｐａｒａｚｏ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ＳＭＡＰｒａｄａ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ｓｔ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ａｐｔｕｒｅ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Ｌｂ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１９８：３３３～３４４．

ＣｌａｒｉｚｉａＭＰ，ＲｕｆＣ，Ｃｉｐｏｌｌｉｎｉ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Ｆｉｒｓｔ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Ｌｅｔｔ，４３（２）：７６７～７７４．

ＣｏｌｌｉａｎｄｅｒＡ，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Ｊ，Ｂｉｎｄｌｉｓｈ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１９１：２１５～２３１．

ＤａｉＡＧ，ＷａｎｇＪＨ，ＴｈｏｒｎｅＰ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ａｉｌｙ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ｄａｔａ．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４（４）：

９６５～９９１．

ｄｅＨａａｎＳ，ｖａｎｄｅｒＭａｒｅｌＨ，ＢａｒｌａｇＳ，２００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ｌａｎｔｄｅｌａ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

ｃｏｌｄｆｒｏｎ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ＥａｒｔｈＰａｒｔｓＡ／Ｂ／Ｃ，２７（４～５）：３１７～３２２．

ｄｅＨａａｎＳ，２０１３．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ＳＳＺＴＤａｎｄｒａｄａｒｒａｄ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ＱｕａｒｔＪＲｏｙ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１３９：２０９７～２１０７．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ＪＬ，ＷａｌｋｅｒＭ，Ｈａａｓｅ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ＩＳＭＯ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２００７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Ｓｐａｉｎ：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５１０５～５１０８．

ＧＣＯＳ，２０１５．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ＷＭＯ／ＧＣＯＳ１９５，１～３７３（２０２０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ｗｍｏ．

ｉｎｔ／ｅ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ＣＯＳ，２０１６．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ＷＭＯ／ＧＣＯＳ２００（ＧＯＯＳ２１４），１～３４１（２０２０１１

１２）．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ｗｍｏ．ｉｎｔ／ｅ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

ＧｕｅｒｏｖａＧ，ＪｏｎｅｓＪ，Ｄｏｕａ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ｔｍｏｓＭｅａｓＴｅｃｈ，９（１１）：５３８５～５４０６．

ＨｄｉｄｏｕＦＺ，ＭｏｒｄａｎｅＳ，ＭｏｌｌＰ，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ｉｎｔｏ

ＡＲＯＭＥＭｏｒｏｃｃｏｍｏｄｅｌ．ＴｅｌｌｕｓＡ：Ｄｙ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７２（１）：１～１３．

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Ａ，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ＴＩ，ＭｕｒｒａｙＭ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ＧＰＳ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ｖＧｅｏｐｈｙｓ，５４（４）：７５９～８０８．

ＪｉａｎｇＬＭ，ＷａｎｇＰ，ＺｈａｎｇＬ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ｏｒＦＹ３ＢＭＷＲＩ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５７（６）：１２７８～１２９２．

ＪｉｎＳＧ，ＮａｊｉｂｉＮ，２０１４．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ｎｏｗ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ｄｖ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５３（１１）：１６２３～１６３３．

ＪＭＡ，２０１９．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ｍａ．ｇｏ．ｊｐ／ｊｍａ／ｊｍａｅｎｇ／ｊｍａｃｅｎｔｅｒ／ｎｗｐ／ｏｕｔｌｉｎｅ２０１９

ｎｗｐ／ｐｄｆ／ｏｕｔｌｉｎｅ２０１９＿０２．ｐｄｆ．

２５７

ＣＭＹＫ



４期 梁宏等：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气象应用

ＪｏｎｅｓＪ，ＧｕｅｒｏｖａＧ，ＤｏｕａＪ，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ＮＳＳ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ＥＳ１２０６Ｆｉ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５７７．

ＫａｌｎａｊｓＬ，ＨａａｓｅＪ，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Ｊ，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ｌｏ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ｌｌｏｏｎｂｏｒ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éｏｌｅ２（２０２０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ｓ：／／ｉｇｐｐｐｕｂｌｉｃ．ｕｃｓｄ．ｅｄｕ／～ｊｈａａ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ｏｌｅ２／

ｓｔｒａｔｅｏｌｅ２＿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ｖ１０．ｐｄｆ．

ＫｅＦＹ，ＷａｎｇＪＬ，ＴｕＭ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ＧＰＳ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２３（２）：３４．

ＫｅｈｒｅｒＫ，ＧｒａｆＢ，ＲｏｅｄｅｒＷ Ｐ，２００８．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ａｔｓｐａｃｅｐｏｒｔ

Ｃａｎａｖｅｒａｌ．Ｗｅａ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２３（２）：２１９～２３２．

ＫｅｒｒＹＨ，ＡｌＹａａｒｉ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ＳＭＯ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ｓｉｘｙｅａｒｓ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１８０：４０～６３．

ＫｉｍＥＨ，ＬｅｅＥ，ＬｅｅＹ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ＳＳｄａｔａｉｎＫＭＡＮＷＰｍｏｄｅｌｓ（２０２０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ｓ：／／ｃｐａｅｓｓ．ｕｃａｒ．

ｅｄｕ／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ｃｏｓｍｉｃ－２０１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ｇｎｓｓｄａｔａｋｍａｎｗｐｍｏｄｅｌｓ．

ＫｌｏｓＡ，ＨｕｎｅｇｎａｗＡ，ＴｅｆｅｒｌｅＦ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ｆｒｏｍ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２２（２）：５１．

ＫｏｍｅｔａｎｉＴ，２００５．ＧＰＳ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ＰｒｅｃｉｓＥｎｇ，７１（１１）：１３３９～１３４３．

ＬａｒｓｏｎＫＭ，ＧｕｔｍａｎｎＥＤ，ＺａｖｏｒｏｔｎｙＶ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Ｃａ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ｗｉｔｈ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３６

（１７）：Ｌ１７５０２．

ＬａｒｓｏｎＫＭ，ＳｍａｌｌＥＥ，２０１６．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ｕｓｉｎｇＬ１ＧＰＳ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ｄａｔａ．ＩＥＥＥＪＳｅｌＴｏｐｉｃｓＡｐｐｌ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９（１０）：４８０２～４８０８．

ＬｉａｎｇＨ，ＣａｏＹＣ，ＷａｎＸ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ｂ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ｄＧｅｏｄｙｎ，６（２）：１３５～１４２．

Ｌｉ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Ｙ，ＣａｏＬＪ，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ｗｅ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ａｒｌｙ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ｈａｓａ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ｔＪ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４０（３）：１６５６～１６６８．

ＬｏｒｅｎｚＥＮ，１９６５．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２８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ｅｌｌｕｓ，１７（３）：３２１～３３３．

ＬｏｕＹＤ，ＬｕｏＸＭ，ＧｕＳ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Ｔｗ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Ｔｅｍｂｉｎ（２０１２）

ａｎｄＨａｇｉｂｉｓ（２０１４）．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ＳｐａｃｅＰｈｙｓ，１２４（７）：６２３７～６２５２．

ＬｕＮ，ＱｉｎＪ，Ｙａｎｇ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１６（Ｄ２３）：Ｄ２３１１７．

ＬｕｏＸＭ，ＧｕＳＦ，ＬｏｕＹＤ，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Ｎ０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ｂｙｃｏｍｍｏｎ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ＧＮＳ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ｔ１Ｈｚ．ＪＧｅｏｄ，９４（２）：２７．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Ｓ，ＬａｒｏｃｈｅＳ，２０１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ＡＡａｎｄＥＧＶＡ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ＱｕａｒｔＪＲｏｙ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１４５（７１９）：５１３～５２９．

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ＡｘｅｌｒａｄＡ，ＫａｔｚｂｅｒｇＳ，２００４．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ＧＰＳ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ｒａｄ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ＭＥＸ０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９２（４）：５０７～５２０．

ＭａｚａｎｙＲＡ，ＢｕｓｉｎｇｅｒＳ，Ｇｕｔｍａｎ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Ａ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ｔｈａｔｕｔｉｌｉｚｅｓＧＰ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Ｗｅａ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１７（５）：１０３４～１０４７．

ＭｅａｒｓＣＡ，ＳｍｉｔｈＤＫ，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ｕｌｌｉ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ｃｅａｎｓ．Ｅａｒｔｈ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５（５）：１９７～２１０．

ＭｉｌｌｅｒＪＤ，ＧａｓｋｉｎＧＪ，２０２０．ＴｈｅｔａＰｒｏｂｅＭＬ２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ＬａｎｄＵ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１～２０（２０２０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ｊｐ／ＩｍｐＰｒｏ／ＤｅｌｔａＴ／ＤｅｌｔａＴｈｅｔ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ＭｏｌｌＰ，ＰｏｌｉＰ，ＤｕｃｒｏｃｑＶ，２００８．Ｕ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ｄａｔａｉｎＮＷＰａｔＭéｔéｏＦｒａｎｃｅ，ｅＧＶＡＰｅｘｐｅｒｔｔｅａｍ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２０

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ｅｇｖａｐ．ｄｍｉ．ｄｋ／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５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ｅｏｆｒａｎｃｅＭｏｌｌ．ｐｄｆ．

ＭｏｏｒｅＡＷ，ＳｍａｌｌＩＪ，Ｇｕｔｍａｎ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ｒｓｕｓｅ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Ｂｕｌｌ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９６（１１）：１８６７～１８７７．

３５７

ＣＭＹＫ



中　国　地　震 ３６卷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Ｈ，ＫｏｉｚｕｍｉＫ，ＭａｎｎｏｊｉＮ，２００４．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ＪＭＡ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Ｊ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Ｊａｐａｎ，８２（１Ｂ）：４４１～４５２．

ＮｅｉｍａｎＰＪ，ＨｕｇｈｅｓＭ，ＭｏｏｒｅＢ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ｉｅｒｒａＢａｒｒｉｅｒＪｅｔ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ｓ．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４１（１２）：４２１１～４２３３．

ＮｉｎｇＴ，ＥｌｇｅｒｅｄＧ，２０１２．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ｔｏｆｆ

ａｎｇｌｅ．ＩＥＥＥＪＳｅｌＴｏｐｉｃｓＡｐｐｌ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５（３）：７４４～７５１．

ＮｉｎｇＴ，ＷｉｃｋｅｒｔＪ，Ｄｅｎｇ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ＮＳＳ

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ｄａｔａ．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９（７）：２４４３～２４５６．

ＲａｂｉｅｒＦ，２００５．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ｓ．ＱｕａｒｔＪＲｏｙＭｅｔｅｏｒ

Ｓｏｃ，１３１（６１３）：３２１５～３２３３．

ＲｏｍｍＪ，２０１６．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ＮｅｅｄｓｔｏＫｎｏ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３２９．

ＲｕｆＣＳ，ＡｔｌａｓＲ，ＣｈａｎｇＰ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Ｎｅｗｏｃｅａｎｗｉｎｄ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ｂｅ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ｓ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Ａｍ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９７（３）：３８５～３９５．

ＳａｐｕｃｃｉＬＦ，ＭａｃｈａｄｏＬＡＴ，ｄｅＳｏｕｚａＥ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ＧＰＳＰＷＶ）ｊｕｍ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ｅｎｓｅｒａｉｎｅｖｅｎｔ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ｎ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Ａｐｐｌ，２６（１）：４９～６３．

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Ｗ Ｓ，ＷｅｉｓｓＪＰ，Ａｎｔｈｅｓ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ＣＯＳＭＩＣ－２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４７

（４）：ｅ２０１９ＧＬ０８６８４１．

ＳｅｃｏＡ，ＲａｍíｒｅｚＦ，Ｓｅｒｎａ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Ｒａ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ｍｏ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４９：８５～９３．

ＳｈｏｊｉＹ，ＢｒａｕｎＪ，ＷａｎｇＪ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ＲＵＡＮ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Ｓｉｔ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ｖ１．０）．ＧＲＵＡＮＴＤ６，１～２６（２０２００６

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ｕａ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ｕａｎ／ｔｄ／ｇｒｕａｎｔｄ－６／．

ＳｍｉｔｈＴ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Ｇ，Ｇｕｔｍａｎ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Ｓｈ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ｍｐａｃｔｆｒｏ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ＩＰ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ｕｐｄａｔ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３５（８）：２９１４～２９３０．

ＳｔｒａｎｄｂｅｒｇＪ，ＨｏｂｉｇｅｒＴ，ＨａａｓＲ，２０１６．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ＮＳＳＲ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ＮＲｄａｔａ．Ｒａｄｉｏ

Ｓｃｉ，５１（８）：１２８６～１２９６．

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ＰＪＧ，ＭｏｎｔｅｎｂｒｕｃｋＯ，２０１７．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１３２７．

ＶｅｙＳ，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Ｒ，Ｆｒｉｔｓｃｈｅ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Ｏｎｔｈ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１４（Ｄ１０）：Ｄ１０１０１．

ＶｏｎＥｎｇｅｌｎＡ，ＨｅａｌｙＳ，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Ｓ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３６

（１７）：Ｌ１７８０９．

ＷａｎＷ，ＬａｒｓｏｎＫＭ，Ｓｍａｌ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１９（２）：

２３７～２４８．

ＷａｎｇＭＨ，ＷａｎｇＪＸ，Ｂｏｃ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ｉｖｅｒｓ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ｗｉｔｈＧＰＳｄａｔ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４６（６）：３５５１～３５５９．

ＷｉｌｓｏｎＢＤ，ＭａｎｎｕｃｃｉＡＪ，１９９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ａｓｅｓｉｎ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ｄａｔ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１３４３～１３５１．

ＷｕｌｆｍｅｙｅｒＶ，ＨａｒｄｅｓｔｙＲＭ，ＴｕｒｎｅｒＤ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ｌｏｗｅｒ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ｒｏ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ｙｃｌｅｓ．ＲｅｖＧｅｏｐｈｙｓ，５３（３）：８１９～８９５．

ＸｉａｏＸＸ，ＺｈａｎｇＴＪ，ＺｈｏｎｇＸ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ｓ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１０：４８～６４．

ＺｈａｎｇＷ Ｘ，ＬｏｕＹＤ，ＣａｏＹ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ｄａｔａ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２４（６）：３２０８～３２２２．

ＺｈａｎｇＷ Ｘ，ＬｏｕＹＤ，Ｈａａｓｅ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ａｓｓｅｓｓ

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９ｔｏ２０１５．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３０（１９）：７６４３～７６６７．

ＺｈａｎｇＷ Ｘ，ＬｏｕＹＤ，ＨｕａｎｇＪ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１９９９～２０１５ｇｒｏｕｎｄ

４５７

ＣＭＹＫ



４期 梁宏等：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探测气象应用

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３１（３）：９４５～９６２．

ＺｈａｏＴＢ，ＤａｉＡＧ，ＷａｎｇＪＨ，２０１２．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ｆｒｏｍ１９７０ｔｏ２００８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５（１３）：４５４９～４５６７．

ＺｈｏｕＷ，ＬｉｕＬＬ，ＨｕａｎｇＬ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ＡｎｅｗＧＰＳＳＮＲ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ｃｉ

Ｒｅｐ，９（１）：３８１４．

ＺｕｓＦ，ＷｉｃｋｅｒｔＪ，ＢａｕｅｒＨ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ＰＳｓ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Ｍ５４ＤＶ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ｔｅｏｒＺ，２０（２）：１７３～１８４．

ＺｕｓＦ，ＤｉｃｋＧ，Ｈｅｉｓ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ｏｉｎｔｆｏｒＧＰＳｓｌａｎｔ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ｓ．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５０（５）：３９３～４０５．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ＧＮＳ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１）　Ｃａｏ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１）　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ｈｕ１）　Ｗａ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２）　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１，３）

ＴｕＭａｎｈｏｎｇ１）　Ｗ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ｅｎ１）　ＨｕＨｅｎｇ１）

１）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２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ｈａ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Ｌｂ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１１６０～１６１０ＭＨｚ）
ｅｍｉｔｔｅｄｆｒｏｍ ＧＮＳ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ｒ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ＧＮＳ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ｉ．ｅ．
ＧＮＳＳ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ＧＮＳ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ＧＮＳＳ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ＧＮＳ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ＮＳ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ＧＮＳ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ｄｏｕＧＮ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ｆｕｌ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２０，ｔｈｅＧＮＳＳｕｓ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ａｙ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ａｃｅｍｏ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ＧＮＳＳ（ＧＰＳ，ＢＤＳ，ＧＬＯＮＡＳＳａｎｄＧａｌｉｌｅｏ）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ｍａｋｅ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ＮＳ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ｎ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ｐａｃｅｗｅａｔｈ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ｃｅｎｔ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ＧＮＳ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

５５７

ＣＭＹ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