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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改进的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仪 (A V H R R )5 个观测波段的光谱特征
,

经多次试验
,

设计了一组从卫星观测的地
一

气系统的辐射测值中提取晴空资料的多通道门槛值判识法和提

取月平均反照率的合成法 ;并对 1 9 9 2 年 N O AA
一

12 卫星获取的 A V H R R 资料进行计算处理
,

分析提取晴空数据
,

在此基础上按卫星轨道筱盖周期合成计算得到的晴空行星反照率和地

表反照率
,

并且计算了逐月的地表反照率
。

对计算结果做了初步分析和认真比较
。

关健词
:

晴空行星反照率
,

地表反照率
,

Av H R R 资料
.

1 引 言

地表反照率代表了晴空无云大气地球表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能力
,

它是数值模拟和

地面能量平衡方程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

准确地测定地表反照率是地表辐射平衡和气候研

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

地表反照率主要受地球表面覆盖类型及其湿润
、

粗糙程度和太阳

高度角等因素的影响
,

随空间和时间而变化
。

过去对地表反照率的估计
,

一般是根据实测

资料结合植被特征和土壤类型分布图推算得到
,

这种方法受资料和技术所限往往会产生

推算误差
。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
,

利用气象卫星资料计算地表反照率越来越受到重

视
,

本文主要讨论了利用极轨气象卫星 A V H R R 多通道观测数据判识提取青藏高原地区

晴空行星反照率和地表反照率的计算方法
,

并利用 1 9 9 2 年 N O A A
一

12 的卫星资料按国内

外两种系数开展了卫星遥感地表反照率计算试验
。

得到青藏高原地区 1 9 9 2 年逐月的平均

地表反照率
,

并与 1 9 7 9 年青藏高原气象科学试验期间计算的 5 一 8 月的平均地表反照率

进行了对比分析
。

2 计算方法
云

、

太阳
一

观测点
一

卫星位置对卫星测值的影响
、

晴空行星反照率与地表反照率的关系

是卫星遥感地表反照率必须考虑 的问题
。

若不考虑云的影响
,

通常卫星传感器接收到的地

面向上的反射辐射能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

即由于大气中气溶胶的作用从大气直接反射

回太空的大气反射辐射和进入大气的太阳辐射经过地面反射和大气层的削弱后到达大气

层顶的反射辐射
,

这两部分通称为晴空行星反照率
。

图 1 中考虑了大气与地球表面的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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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
。

Q
。

今为太阳辐射到达大气层顶的能量
; 典

、

是大气层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
; R 代表

大气的极收率
; a 。

为地表向上的反射率
;
川 是大气和地表之间多次散射产生的漫射反射

率
。

当仅考虑单次反射时
,

卫星遥感得到的来 自下垫面的反射能量 Q 个应为
:

Q 个= a ,

Q
。

十 + a 。 (1 一 R 一 a 注
) (l 一 R 一 a

.

或)Q
。

告

= Q
。

十〔
a ,

+ a 。 (1 一 R 一 a 月 )(1 一 R 一 a戈)〕 (1 )

因 a , , a丈和 R 远远小于
a ‘ ,

若忽略
“ , ,

心
,

R 等量的高次项
,

保留一次项
,

可由式 (1) 推算

得到行星反照率 P :

P 一 Q 个/Q
。

专 = a ,
+ (l 一 a 」

一 a戈一 ZR )a 。 (2 )

式 (2) 充分体现了行星反照率与地表反照率的一次函数关系
。

这里所指的地表反照率应是

地表总反照率
,

它所对应的行星反照率应是宽带行星反照率
。

祝昌汉等人利用大气层上界

太阳光谱分布的权重系数建立了宽带行星反照率与地表总反照率之间的统计关系
:

Pb = (E
e o l
八二

1
+ E

。* 2尸〔
·

, 2
) / E

,
(3 )

式中 P,

为的 0
.

58 一 1
.

1拌m 光谱段 的

行星反照率
,

E e o l ,

E二
: ,

E 。

分别为 日

地平均距离时
,

大气层上界 0
.

58 一 0.

6 8拜m
、

0
.

7 2 5 一 1
.

1拜m
、

0
.

5 8 一 1
.

1拼m

波段的太阳光谱能量
。

根据太 阳辐射

的标准光谱能量
,

祝 昌汉等人将式 (3)

改写为
:

P;
= 0

.

2 8 2 0尸
e H I

+ 0
.

6 O8 1Pe火 :
(4 )

因 此
,

宽带晴 空行星 反 照 率可 以 由

A V H R R 测得的分光谱晴空行星反照

率计算
。

宽带行星反照率与地表反照率的

关系 已有很多讨论
,

大部分研究是根

据卫星观测 的晴空行星反照率与 同一

时刻地面观测的地表总反照率的相关

妙
。

(1一 R )二 (1 一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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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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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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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晴空行星反照率和地表反照率关系示意图[lj

表 1 行星反照率与地表反照率回归方程系数比较表〔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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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按公式 (2) 推导一次或二次线性方程来表示
,

本文采用祝 昌汉等人试验得到 的一次

拟合方程计算地表反照率 (A
、

)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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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 a 十 bA
:

(5 )

式中
a 和 b 是利用相同时刻的地面和卫星观测资料经回归分析计算后得到的计算系数

,

表 1 是国内外为研究地表反照率而建立的行星反照率与地表反照率回归方程系数表
,

本

文在试验研究中使用了最后两组系数计算青藏高原地表总反照率
。

其中晴空行星反照率

是利用 A V H R R 资料经数据订正
、

云雪判识和多时次合成等一系列处理后得到的
。

3 资料处理
3

.

1 资料来源

地表反 照率计算研究使用 的资料取 自国家卫星 气象 中心存档的 N O A A
一

12 的

A V H R R IB 数据
。

它是实时接收的 A V H R R /H R PT 资料经过数据编辑
、

质量检验
、

定标

系数计算以及每条扫描线 51 点的地理位置和太阳高度角计算等数据预处理后生成的
、

具

有固定格式的数据集
。

作为初步试验研究
,

计算处理了 1 9 9 2 年一年的资料
。

3
.

2 资料处理

A V H R R IB 数据集是经过数据预处理后 的星上扫描辐射仪观测的 5 个通道的计数

值
。

为了准确地计算晴空行星反照率和地表反照率
,

卫星资料处理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数据

复原
、

订正
、

定位校准
、

云雪判识和多时次合成等计算过程
。

3
.

2
.

1 数据定标

所谓定标
,

就是把星上仪器观测的计数值 (I ) 换算成物理量 (E )
。

本文采用线性定标

方法
,

将 1
,

2 通道测得的计数值转换为反射率
,

3
,

4
,

5 通道 的计数值则换算为光谱辐射

率
。

3
.

2
.

2 数据订正

在卫星对地扫描过程中
,

由于观测点的太阳高度角的不同
,

造成了可见光和近红外

通道的观测值的衰减
。

同时
,

由于扫描线边缘卫星天顶角的增大
,

使红外通道的测值受到

地球曲率和大气衰减的影响
,

造成了临边变暗效应
。

因此
,

在资料处理时
,

分别进行 了消

除太阳高度角影响的余弦订正和消除临边变暗影响的温度订正
。

3
.

2
.

3 定位校准

由于 N O A A
一

12 卫星定位精度有时不稳定
,

进行多时次资料合成时会引起误差
,

为

保持计算精度
,

必须进行地球定位校准
。

这里采用的是交互显示定位网格平移法
,

利用

7 3 5 0 图像处理设备
,

显示处理后 的图像
,

人机交互确定定位误差
,

然后平移定位网格消

除误差影响
,

反复订正就可以得到精确的定位
。

3
.

2
.

4 提取晴空辐射值

为了从卫星观测的综合信息中计算提取晴空行星反照率
,

必需在消除云的影响时保

留地表和积雪信息
。

因此
,

云雪判识是一项重要工作
。

根据云
、

雪的光谱特征和青藏高原

及沙漠地 区的地型特点
,

参考国内外多种云雪判识方法〔5一 ’〕
,

本文采用 了多通道判识方

法
,

在判识过程中选用了以下 5 种判识因子
:

A
.

1
,

2
,

3 通道的反射率 R , ,

R Z ,

R 3

通道 1 和通道 2 的反射率可以简单地由数据定标和订正得到
,

通道 3 的反射率计算

比较复杂
,

有多种计算公式
,

但总的思路是一致的
,

即利用通道 4 和通道 5 的亮度温度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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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3 的光谱辐射中扣除放射辐射部分
,

从而得到通道 3 的反射辐射
。

采用 S t o w e困等人

的计算方法
:

R 3
= 二E R 3 1 0 0 % / 〔e o s (氏) (D

。

/ D )
2
5

3
〕 (6 )

E R 3
= B (口

3 ,

T
3
) 一 B (口

3 ,

T
3 产

)

T
3,

= 2
.

7 0 6 T
;
一 1

.

7 1 6了
’
:
+ 1

.

2 7 2

式中 0s 为太阳天顶角
; (D

。

/ D )
2

是 日地距离归一化因子
; B (U 3 ,

T 3
) 是通道 3 的总辐射值

;

B (u 3 ,

T
3‘

) 是通道 3 的放射辐射估计值
; E R :

是通道 3 的反射辐射估计值
; 5

3

是通道 3 的分

谱太阳辐照度
,

取作 S
。
一 1 6

.

6 sM w M
一 2

(e m 一 ,
)
一 ‘。

B
.

亮度温度 T
3 ,

T
; ,

T
S

通道 3
,

4
,

5 的辐射亮温由光谱辐射率通过 Pl a nc k 函数的逆过程计算
。

亮度温度阑值

主要用于对云
、

雪
、

晴空及无雪地表做粗判识
。

C
.

归一化植被指数 N D V I

N D V I = (R
:
一 R l

) / (R
:
+ R l

) (7 )

通常有植被的地表
,

N D V I > O
,

而沙漠
、

水域
、

雪盖
、

云区等
,

N D V I 镇 O
,

因此归一化植

被指数主要用于区分植被
、

雪盖或云区
。

D
.

水汽指数 W l

W l = (T
;
一 T

S
) / (了

’
;
十 T

S
) (8 )

水汽指数是由两个远红外通道的亮温值计算得到
。

在远红外波段大于 1 1拼m 处有一

水汽纯转动带
,

它对红外辐射的吸收引起了 4
,

5 通道亮温的差异
。

沙漠地区的水汽含量很

小
,

水汽指数为负值
。

因此
,

用 W l 判识晴空沙漠
,

以避免将反照率较大的沙漠地区误判

为云区或积雪区
。

E
.

卷云判识因子 F
,

FMF

F 一 T
.

/ (T
:
一 T

4
) (9 )

FM F = T
;
一 了

’
s

(10 )

有些光学厚度很小的薄卷云
,

通道 3 的反照率与积雪相仿
,

难以 区分
。

但这两个因子

可 以把某些卷云区别出来
。

冰晶云的 F 值可以从 4 一 3 5
,

而雪盖的 F 值则都大于 20
。

选择

适当的阂值 FC N
,

当FM声
,

> F C N 时为云区
,

否则为晴空区
。

考虑到高原冬季地表温度

较低
,

我们对 St o w e
等人提出的 F C N 做了修改

:

F CN

{一 习ai T 飞

= 7
.

SK

(T
;

< T
4 ; )

(i = 0
,

1
,

2
,

3
,

4 ) (T
4 F

< T
;

< 3 OSK )

(T
;

> 3 0 5K )

在计算试验中我们充分利用上述因子
,

根据青藏高原的实际情况以及季节的变化确

定合理的阑值
,

从而实现对云的检测
,

判识并保留与云光谱特征相近的积雪
。

云检测和雪盖判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

在判识方法确定和门限值选取等方面做

了反复的计算试验
,

利用人机交互显示设备提取不同季节
、

不同地区
、

不同下垫面
,

例如植

被
、

积雪
、

沙漠和云等表面的卫星观测值
,

进行多光谱特性综合分析和直方图计算
,

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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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藏高原地区云雪判别流程图

( 尺 、,
,

R 、2
,

R 、3
,

R 3、
,

R 32
,

了
’ 4 , , 7

’4 :
等为随季节变化的闹值)

确定判识门限值
;
然后将这些阂值代人实际卫星资料进行判识测试检验

,

对确定的阂值

做进一步修正
;
在反复测试检验基础上总结出一组适合于青藏高原地区使用的阂值

。

图 2

是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云雪判识流程图
。

图中所用门限值就是根据卫星资料状况
,

并且针

对青藏高原的气候资料及地型特点反复试验而确定的
,

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
。

按上述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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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对输人的 A V H R R 资料逐点进行判识就可以基本消除云的影响
,

保留晴空区数据
。

3
.

2
.

5 多时次合成

由于高原地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

很难得到同一时次的大范围的晴空区数据
,

因此
,

青藏高原地区晴空数据的提取还需要依赖于多时次资料的合成
。

在资料合成处理中
,

充分

考虑了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对地观测覆盖区域的周期性变化
,

按 9d 一个覆盖周期的变化规

律
,

首先将相同覆盖区的卫星数据以可见光通道为主进行多时次数据的最小反射辐射合

成
;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完全消除云的

“

污染
” ,

获取大范围的晴空数据
。

4 结果分析

表 2 青藏高原几个测站 1 9 7 9 年 5 一 8 月的平均地表反照率匡

测站 狮泉河 那曲 拉萨
·

林芝 格儿木 玉树 昌都

表 3 青藏高原上各种 自然表面的平均地表反照率「’。
-

下垫面 反照率 下垫面 反照率 下垫面 反照 率

沙漠 。
.

3 5 耕地 0
.

20 山地 栗钙上 。
.

1 5

石膏戈壁 。
.

3 。 谷地沼泽 。
.

11 冷杉顶 。
.

14

盐化戈壁
、

。
.

20 灰棕荒漠上 。
.

25 针阔叶林 。
.

巧

荒漠 。
.

28 灰钙土 。
.

25 一年生农作物 。
.

20

荒漠草原 。
.

26 淡棕钙上 。
.

23 常绿阔叶林 。
.

17

高山干 草原 。
.

2 4 沼泽盐壳 。
.

30 灌木草原 。
.

18

草甸草原 0
.

21 暗棕钙土 。
.

14 松树顶 0
.

14

内陆盐土 。
.

30 高山寒漠土 。
.

18 冰川
、

雪 盖 > 。
.

50

山地褐土 。
.

20 谷地黑钙土 0
.

14 湖泊面 0
.

08

图 3 是利用 N O A A
一

12 A V H R R 卫星资料计算的 1 9 9 2 年 5 一 8 月的月平均地表反照率等

值线图
,

底图采用等经纬度投影
,

数据分辨率为 2
.

5( 经度 ) X 2
.

5( 纬度)
,

图中同时标出了

7 个参考站点的位置 (A 一 G )
。

为了对结果进行真实性检验
,

需要有匹配的实测资料
。

而迄

今为止
,

只有 1 9 7 9 年高原科学考察试验期间曾对其地表反照率作过较为系统的观测
,

表

2 列出了 1 9 7 9 年考察试验期间青藏地 区相应 7 个热源站和 日射站 5 一 8 月的月平均地表

反照率测值 (D 与卫星资料计算的 7 个参考站点的地表反照率 (I I)
,

表 3 是几种 自然表面

的平均地表反照率
。

将图 3 与表 2
,

表 3 相 比较
,

可以看出利用卫星资料反演得到的反照

率在大部分区域内与实测值吻合得很好
,

只在局部区域有出人
,

例如林芝地区
。

从各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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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藏高原地 区 1 9 , 2 年 5 月 ( :、)
.

6 月 (}。)
,

7 月 (e )
.

8 月(d )月平均地表反照率图

演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

无论是作为荒漠类型 的狮泉河
、

草甸草原类 型的玉树和昌都
、

荒

漠盐碱戈壁类型的格尔木
,

还是高山草原类型的拉萨
,

其反演反照率都与实测反照率相

当
。

例如
,

5一 7 月狮泉河地区的反照率为 27 %左右
,

拉萨
、

昌都及一江两河地区的为 24 %

左右
,

沙漠地区的为 30 % 以上
,

都与实测值极为接近
; 而帕米尔高原上昆仑山脉西缘及喜

马拉雅山山脉东端的冰川积雪区反照率在 35 % 以上
,

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

这与实际状况

是一致的
,

这初步证实了卫星资料反演结果的可靠性
。

从卫星资料反演的月平均反照率分布图中
,

可以发现
,

青藏高原地区的反照率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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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与变化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青藏高原地区各月的反照率分布
,

都呈明显的地带性
,

并且
,

除了横断山脉一带
,

从东南向西北递增
,

与青藏高原地区的 自然地理带的分布特征大致 吻合 造成这种规律

性分布的主要原因是青藏高原的气候因素
。

高原 自东南湿润向西北寒冷干旱变化十分清

楚
,

从而表现 明显的森林一草甸一草原
一

荒漠地带更迭
,

引起 反照率
,

尤其是夏季反照

率
,

同样依此呈带状分布更迭
,

表现为 由东南部湿润森林 区的 16 % 向西北逐渐变为草甸

的 2 0 %一 22 %
,

干草原的 24 %一 26 %
,

荒漠的 26 % 28 %
,

西北戈壁沙漠的 30 %
。

(2) 青藏高原上 自然景观复杂多变
,

地貌类型丰富
,

其上的地表反照率几乎包括 了陆

地上各种 自然表面的平均反照率
,

卫星反演的反照率资料因其较高的分辨率及实时性
,

客

观地体现 了不同的下垫面类型的反照率状况
。

(3) 雪盖面积对青藏高原地表反照率的影响极大
,

积雪覆盖地区的反照率明显地高于

无雪区
,

呈现反照率高值区随积雪而分布的现象
。

但不足 的是由于等值线图的分辨率较

低
,

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永久积雪对反照率的影响没有充分反映出
。

(4) 青藏高原的月平均地表反照率有明显的月季变化及季间变化
。

逐月分析反演的反

照率分布图
,

可以看到高原 1 9 9 2 年地表反照率在 3 月份最高
,

在 8 月份最小
,

最明显的转

折出现在 6一 7 月
。

若以 3
,

4
,

5 月份代表春季
,

6
,

7
,

8 月份代表夏季
,

从计算的春
、

夏两季

的反照率分布可以发现
,

季间的变化相当显著
,

尤其是高原四周的季节性 积雪区
,

最大差

异可达 24 %
,

而西南边缘和南部高原的季间变化较小
,

这可能源于其所处的气候条件常

年比较稳定
。

引起月际及季间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

其一
,

积雪 面积的变化
,

春季积雪

面积较夏季大
。

其二是地表植被
、

土壤湿度等因素的变化
。

冬春季的地表植被稀疏
,

裸土

为多
,

土壤干燥
,

而到了夏季
,

随着天气回暖及 6 月下旬雨季的来临
,

雪盖减少
,

植被复苏

茂盛
,

土壤湿度增加
,

导致地表反照率下降
。

虽然反演的反照率在大部分区域与实测值较一致
,

但也反映出了局部的差异
。

如林

芝
、

那曲两个站点的反照率差异 (反演
一

实测 )就相对稍大
。

造成卫星反演反照率与实测参

考反照率的差异的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这两种资料不是匹配的

,

其间有时间差
,

两

次测量所对应的地表状况尤其是积雪状况各不相同
,

大气特性也有所差异
; (2) 实测参考

值本身的误差
。

这里面包括仪器误差
,

站点数量及其时空分布
,

测量值的代表性
,

以及人

工分析误差等因素
; (3) 反演方法本身的误差

。

这包括仪器因素
、

计算方法
、

及资料质量

等
。

如该年 8 月南部高原部分缺值必然带来一定的误差
,

另外云检测能否完全消除云污染

将直接影响到反照率的数值大小
。

由于计算方法
、

资料质量以及云检测的不足可能会给反照率计算带来某些误差
,

但

由于卫星资料具有较高的时空分辨率
,

随着反演方法的不断改进有可能获得更为准确的

大范围的地表参数
,

反映其更可靠的时空信息
,

这无疑将对地表监测和常规资料扩充大

有裨益
。

5 结 论

分析结果表明
:

(l) 多通道 门槛值判识法能较好的消除云的影响
,

提取晴空反射辐射
;
但门槛值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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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需建立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
,

而且需随地区
,

季节和卫星而改变
。

(2) 以 gd 为周期合成计算大范围晴空行星反照率的方法是可行的
,

符合卫星轨道漂

移规律
。

(3) 虽然使用两组系数计算的青藏高原地表反照率结果基本一致
,

但是不同地区的地

表反照率最好按地表覆盖类型建立不同的回归系数进行计算
。

(4) 复杂的大气散射和吸收给卫星测值造成很大的影响
,

在初步计算试验中未做准

确的订正
,

今后的研究中必须进一步考虑大气削弱订正
。

总之计算试验表 明
,

本文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基本合理
,

可以用于计算青藏高原地区地

表反照率
;
但为了获取全国不同地区的地表反照率数据

,

还需要对计算判识方法做进一步

的改进
。

参考文献

[ l j

[ 2 〕

〔3 」

[ 4 〕

祝昌汉
,

朱福康
,

刘玉洁
·

青藏高原晴空行星反照率与地表反照率的研究
.

科学通报
,

1 9 9 0
,

20
:

1 5 63 一 15 6 5.

钟强
.

应用 A V H R R 的卫星辐射资料计算青藏高原地区的行 星反照率与射出长波辐射
.

高原气象
, 19 84

,

3

(2 )
: l 一 9

.

钟强
,

吴士杰
.

利用 A v H R R 资料计算青藏高原地区地表反照率的方法
.

高原气象
,

1 9 8 5
,

4 (3 )
: 1 93 一 203

.

C h e n T S
,

()h r in g G
.

()n t h e r e la r io n b e rw e e n ele
a r 一 s

k y p l
a n e t a r y a n d

s u r
f

a e e a lb e d o
.

J A t m o ,

Sc i
,

1 9 8 4
,

4 1
:

1 5 6一 1 58
.

R o b e r t C A
,

Ph ilip A D
,

C a r ly le H W
.

S n o w / e lo
u
ld d

ls e r 一
m ,n a t 一o n w it h m

u
lt
一s p e e t r a

l
s a t e

ll
一te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

J Clim a re A p p l M e r e o r ,

1 9 9 0
,

2 9 : 9 9 4 一 10 0 4
.

G u t m a n G
,

T a r p ley D
,

()h r in g G
.

C lo u d
s e r e e n in g f

()r
d

e te r n lin a t io n o f l
a n d

s u r
f

a e e e
h

a r a e t e ris t 一e s In a r e d u e e d

r e s o lu r io n s a r e llir e d a ra
.

In t J R e m o re S e n s ln g
.

19 8 7
,

8 ( 6 ) :
5 5 9 一 5 7 0

.

K id d e r 5 Q
.

H u ey T W
.

I) r a n l a r ie
e (、n t ra s r b

e t w e e n l。
〕w e

l
〔〕u

d
a n d

s n o w e o v e r l n
d

a y r l
m e 3

.

7t,
m im a g e r y

.

M o n

W e a R e v ,

19 8 4
,

1 1 2 :
2 3 4 5 一 2 3 4 6

.

S t o w e S
,

G u tm a n G
.

G lo b a l d is t r ib u ti( )n ()f
e
lo

t z
d

t a
.

A d
y

S Pa e e R
e s ,

19 9 1
,

1 1 ( 3 ) : 5 1 一 5
一

1
.

谢贤群
.

青藏高原 1 9 7 9 年 5 一 8 月的地表反照率
.

e ()v e r 〔
{
护 r 一、

,

e
d f

r ()
m N ( )A A

,

A V H R R o p e r a t io n a
l

s a re llit
e

d a

郑度
,

张荣祖
,

杨勤业
.

试论青藏高原的 自然地带
.

青藏高原科学实验文集
,

地理学报
,

1 9 7 9
,

3 1 (1 )

1 9 8 4
.

2 : 1 7 一 2 3
.

l一 1 1
.



5 期 方宗义等
:

青藏高原地表反照率计算研究 5 8 9

T H E R E SE A R C H A N D C A L C U L A T IO N O F SU R FA C E

A L B E D O O V E R T IB E T A N P L A T E A U F R O M

S A T E L L IT E D A T A

F a n g Z o n g yi L iu Y u iie I
J

in M a n y u n

(S a t￡zzit￡腼
te o ro z呀ic a z。

。t e r , ‘

e MA
,

丑e心in g ,

10 0 0 5 1 )

A b st r a C t

S u r fa e e a lb e d o 15 a n im p o r t a n t fa e t o r o f elim a t e sys t em
.

T ib e ta n Pla t e a u 15 a s e n s i
-

t iv e a r e a to e lim a te
.

A e e u r a tin g d e r iv in g the s u r fa e e a lbe d o w ill b e v e r y he lp fu l t o n u -

m e r ie a l sim u la t io n s a n d e lim a te r e s e a r e h
.

B u t it
’5 a lm o s t im p o s sib le t o g e t a s u e e e s s io n

o f h ig h r e s o lu tio n s u r fa e e p a r a m e t e r s o v e r th e w h o le P la t e a u w ith e o n v e n t io n a l o b s e r v a -

t lo n
。

A fte r d o in g th e d is e r im in a t io n a m o n g e lo u d
, s n o w a n d s n o w

一

fr e e la n d
, a g

一

d a y
-

e o m p o s in g m e th o d to e x t r a e t ele a r s ky p la n e ta r y a lb e d o s o v e r T ib e t a n Pla t e a u (2 0 一 4 5
“

N
,

7 5 一 IO0
o

E ) 15 u s e d
.

A n d the n to e a le u la t io n m o n th ly m e a n s u r fa e e a lb e d o s
.

O n e

y e a r d a ta o f 1 9 9 2 h a v e b e e n p r o e e s s e d
.

S o m e e o n e lu s io n s e a n b e d r a w n a s fo llo w in g :

(1 ) It
’5 fe a s ible to d e r iv e s u r fa e e a lb e d o o v e r T ib e ta n Pla te a u fr o m s a t e llite d a t a

.

T h e r e t r iv a l r e s u lt s a r e t r u s t w o r thy
.

(2 ) T he r e s u lt s o f th e d e r iv e d s u r fa e e a lbe d o s fit th e n a t u r a l g r o u n d fe a t u r e p e r fe e t
-

ly
.

(3 ) T h e v a r ia t io n s o f the s u r fa e e alb e d o s a r e d e Pe n d e n d o n m o n t h s a n d s e a s o n s
.

(4 ) T h e e ha n g e o f the s n o w e o v e r h a s a n o ta b le e ffe e t o n s u r fa e e a lb e d o s
.

K ey w o r d s : e le a r 一 s ky p la n e ta r y a lb e d o , s u r fa e e a lb e d o ,

A V H R R d a t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