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 卷第 3 期
2003 年 6 月

地球科学进展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

Vol. 18 　No. 3
Jun. ,2003

文章编号 :100128166 (2003) 0320367207

沙尘暴卫星遥感研究进展 Ξ

范一大1 ,史培军1 ,罗敬宁2

(1.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

2.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北京 　100081)

摘 　要 :研究沙尘暴对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 10 年来 ,我

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呈现增长的趋势 ,相关学科都从不同侧面展开对沙尘暴的研究。主要综

述了国内外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研究沙尘暴的进展。对沙尘暴的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要

回顾 ,然后系统地介绍了应用遥感技术开展沙尘暴研究的数据源及其特点、原理和技术方法 ,其中 ,

对沙尘暴遥感研究的技术方法给予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最后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 ,对未来沙尘暴遥

感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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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沙尘暴是由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所致的

一种较为常见的自然现象 ,主要发生在沙漠及其临

近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 ,世界范围内沙尘暴多发区

位于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1 ] 。我国西北及华

北大部分地区属于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 ,地表多

为沙地、稀疏草地和旱作耕地 ,特别在春季地表植被

覆盖率低 ,如果天气条件适宜 ,容易形成沙尘暴天

气。我国的北方地区属于中亚沙尘暴区的一部分 ,

属全球现代沙尘暴的频发地区之一。

沙尘暴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极强 ,它能够

加速土地荒漠化 ,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使城

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 ,对人类健康、城市交通、通讯

和供电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沙尘气溶胶对气候、海

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化学循环也有着重要影响。

国外对沙尘暴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 ,

Hankin[2 ]、Sutton[3 ]和 Wolfson[4 ]等分别对“Andhi”型、

“Haboob”型和“Phantom”型沙尘暴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研究 ;Brazel [5 ]总结了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南部 15 年

产生沙尘暴的 4 类天气形式 :锋面型、雷暴/ 对流型、

热带风暴型和高空切断低压型 ,Mcnaughton[6 ]认为沙

尘暴天气总是与中尺度低压或飑线相联系 ; Jau2
regui [7 ]系统研究了墨西哥城沙尘暴的时空分布 ;

Littmann[8 ]分析了亚洲沙尘暴的发生频率 ; Goudie [9 ]

总结了沙尘天气导致的一系列环境结果和灾害。

Tegen[10 ]在全球模式中模拟了撒哈拉地区沙尘的起

源、传输和分布 ;Uemastu[11 ]模拟了亚洲沙尘的跨太

平洋传输 ;Bergam[12 ]的研究表明 :在全球范围内 ,沙

尘暴主要的源地在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和中亚的戈

壁 ;Soddoway[13 ]研究了地表植被覆盖对土壤风力侵

蚀的影响 ; Gillette[14 ]通过野外风洞试验和观测得出

了沙尘粒子起动的摩擦速度与下垫面土壤的特性有

着很大关系的结论。此外 ,Nilgun[15 ]还分析了沙尘

气溶胶的成分和含量。

我国从 70 年代开始对沙尘暴天气开展较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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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研究。王式功[16 ]和全林生[17 ]等研究了我国沙

尘暴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 ;胡

隐樵等[18 ] 研究了沙尘暴形成的动力条件 ; 纪飞

等[19 ]从数值模拟和数值预报的角度 ,模拟了沙尘暴

发生、发展的机制和演变结构 ;史培军[20 ,21 ] 、叶笃

正[22 ] 、高尚玉[23 ] 、朱震达[24 ] 、胡金明[25 ]和范一大[26 ]

等分析了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沙源区的分布规律和

成因 ,指出沙尘暴的形成和强度变化与之有着必然

的联系 ,同时指出沙尘暴的发生、发展是下垫面地形

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等多种环境要素相互作用、长

期发展的结果 ,并给出了相应对策。我国学者围绕

沙尘暴问题还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 ,限于文章篇

幅 ,这里不再详述。

沙尘暴的监测方法中 ,传统的地面监测方法受

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不能很好地刻画沙尘暴过程。

利用遥感技术从空间对沙尘暴进行监测是目前最为

有效的手段 ,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 ,它在沙尘暴

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利用多种遥感数据监

测沙尘暴 ,提取沙尘暴信息 ,定量分析沙尘暴的有关

参数 ,已成为沙尘暴研究的热点课题。本文对这方面

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指出了目前存在

的问题 ,对沙尘暴卫星遥感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1 　沙尘暴卫星遥感数据源及特点分析

自 1960 年美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上天以来 ,遥感

对地观测技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基于不同遥感平

台的遥感数据应用理论和方法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目前气象卫星数据是沙尘暴遥感监测主要数

据源 , 包括 NOAA/ AVHRR、TERRA/ MODIS、GMS/

VISSR 数据和 FY21C/ MVISR 数据 ,空间分辨率为

0125～5 km ,光谱范围覆盖可见光、近红外和红外 ,

其中 MODIS数据的光谱分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通

道数增加到了 36 个。

由于 4 种卫星数据都实行全球免费接收的政

策 ,数据获取比较廉价 ,同时它们的时间、空间分辨

率和光谱分辨率不同 ,结合使用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达到满意的效果 ,因此 ,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包

括沙尘暴灾害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研究中。

地球同步气象卫星 GMS/ VISSR 数据虽然空间

分辨率低 (1. 25～5 km) ,但可以每小时对 1/ 3 的地

球表面进行重复探测 ,是目前最宏观的最具时效性

的地球同步观测数据之一 ,非常适合于沙尘暴的实

时发现和监测。极轨气象卫星 NOAA/ AVHRR、FY-

1C/MVISR 和 TERRA/ MODIS 数据 , 空间分辨率

(0. 25～1. 1 km) 高于静止气象卫星 ,扫描宽度2 300

～2 800 km ,如时机恰当则可较好的用于提取沙尘

暴信息。但是 ,由于极轨气象卫星的时间分辨率 (最

大能达 6 小时)相对较低 ,对于持续时间较短的沙尘

暴过程往往容易漏失监测的有效时机[27 ] 。自从

1999 年 12 月 18 日美国成功发射 TERRA 卫星后 ,其

星载 MODIS传感器在继承了 NOAA/ AVHRR 功能的

同时 ,在数据分辨率、数据波段数、数据应用范围、数

据的发射与接收、数据的格式上都作了很大的改

进[28 ] ,注定将成为 NOAA 卫星的换代产品 ,也将成

为沙尘暴遥感监测和研究的主要信息源。

2 　沙尘暴卫星遥感原理

沙尘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沙尘气溶胶) ,它通

过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及地面和云层长波辐射来影

响地球辐射收支和能量平衡[12 ,29 ] ,同时影响着大气

的浑浊度 (能见度) ,在 AVHRR 的各通道上表现出

了光谱特征的差异。由于沙尘的光谱特性与下垫面

背景是有区别的 ,这为沙尘暴的监测提供了可能。

郑新江等[30 ]指出 :沙尘粒子的辐射特性主要体现在

沙尘粒子的粒径大小、形状、质地上。随着沙尘性天

气强度的不同 ,沙尘的粒径差异也较大 ,从浮尘天气

到沙尘暴 ,其沙粒半径可以从 0. 01 到 100μm 以上 ,

其中造成影响的沙尘暴天气中 ,5μm 以上半径的沙

尘粒子占绝大多数。粒子半径越大 ,散射能量越集

中在前向方向 ,吸收消光也同时增加 ,散射比下降。

即 ,当天空中大粒子沙尘增多时 ,光线被强烈吸收 ,

能见度急剧下降。根据不同光谱波段上沙尘粒子的

散射和辐射特性 ,可以有效地将沙尘层、云、地面等

遥感目标物和干扰因素加以区分。方宗义等[31]也做

了类似的研究 ,认为沙尘粒子对太阳短波辐射的作用

介于瑞利散射 (大气分子)和 Mie 散射 (云滴等)之间。

在卫星遥感探测器上感应到的沙尘区的反射率也介

于晴空 (瑞利散射)和云之间。同时认为悬浮在空中

的沙尘粒子的发射特性不但与粒子的构成 (直径大小

和分布)有关 ,也与粒子的浓度有关。

在遥感数据中 ,可见光和近红外通道可用来测

算下垫面的反射率 ,对地表植被、云和水体较为敏

感。Thomas 等[32 ]指出 ,在 NOAA/ AVHRR 数据的可

见光通道 ,大气沙尘对它的影响往往要高于对近红

外通道的影响 ,尤其在地表植被盖度较高时更为明

显。热红外通道可以用来测算下垫面的亮度温度。

由于沙尘与云系、地表在反射率和温度上均有差异 ,

利用这些特征可以从遥感数据中将沙尘暴信息分离

863 　　　　　　　　　　　　　　　　　　　地球科学进展 　　　　　　　　　　　　　　　　　　　第 18 卷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来。郑新江[33 ] 、范一大 ①等利用 NOAA/ AVHRR

数据分析了下垫面、云和沙尘区的光谱特征 ,从给出

的直方图上 ,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三者在光谱特征上

的明显差异 ,在 1～4 通道的反射率 (或亮温) 特征

中 ,下垫面数值分别集中在 17 %、18 %、302K 和

290K处 ,沙尘区数值分别在 28 %、25 %、296 K 和

265K处 ,云区数值分别集中在 50 %、45 %、275K和

230 K 处。关于沙尘暴的大气含沙量研究 ,孙司

衡[27 ]认为依据遥感结构方程和大气辐射传输理论

基础 ,模拟计算沙尘性高浑浊度大气或沙尘暴的发

射率 ,参考红外数据和有关因子 ,可以解析沙尘气溶

胶光学厚度 ,进而得出沙尘天气过程或沙尘暴的大

气含沙量。

3 　沙尘暴卫星遥感监测的技术方法

3. 1 　利用单通道数据的监测方法

国外对沙尘暴的遥感监测方法进行了大量研

究 ,基本上都是使用气象卫星数据。主要受计算机

处理设备能力和卫星数据本身的制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沙尘暴研究工作仅局限于单通道信息的

处理和分析。

如 20 世纪 70 年代 Carlson[34 ]利用卫星观测的

亮度资料确定撒哈拉地区沙尘的爆发及其相应的大

气扰动 ;Shenk 等[35 ]利用可见光或红外通道数据研

究了水面和路面上空沙尘暴的监测方法 ; Griggs[36 ]

利用 ERTS21 的可见光数据研究了水面上空大气悬

浮颗粒光学厚度的测量方法 ;Norton 等[37 ]利用静止

气象卫星可见光数据监测海洋上空沙尘的爆发 ,同

时也估算了其光学厚度。

徐希慧[38 ]利用可见光数据对塔里木盆地沙尘

暴卫星云图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研究表明 :在可

见光卫星云图上 ,陆地表面有水体、雨迹、森林覆盖

的地方反照率最小 ,所以呈黑色 ;有植被覆盖的地区

为深灰色或灰色 ;在干燥地区的沙漠由于植被稀少

反照率较大 ,呈现灰色或淡灰色 ;云系和高山积雪反

照率最大 ,为灰色或白色 ;浮尘、扬沙、沙尘暴所形成

的“沙尘羽”和低云相似呈灰白色。杨东贞[39 ]也对

北京地区沙尘暴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发现在可见光

卫星云图上沙尘暴呈现浅灰色。

但总的来说 ,由于在同一通道上 ,沙尘暴、地表

和云的探测数值比较接近 ,使用单一通道数据判识

这些信息有很大的局限性。

3. 2 　多通道数据组合的监测方法

随着卫星探测器性能的不断改进 ,卫星光谱分

辨率提高 ,通道数增加 ,加之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

高 ,使得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等理论和技术都有了

较大的突破 ,为利用多通道遥感数据进行沙尘暴的

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事实上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郑新江等[30 ]介绍了利用气象卫星多通道组合

信息资料相结合监测沙尘暴的一种方法。他们根据

光谱波长对沙尘暴的反应特征 ,建立了 0. 63μm 和

1. 06μm 波长反射率与 3. 75μm 和 11. 0μm 波长亮

温的统计关系。其中以 1. 06μm 波长的关系更好一

些 ,形式如 R1. 06 = f ( T3. 75 , T11) = a ( T3. 75/ T11) + b ,

二者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 0. 001 水平 ) 。利用

f ( T3. 75 , T11)也可以将高、低云 ,地面与沙尘暴很清

楚的加以甄别 ,同时发现地面因素在沙尘暴监测识

别中的干扰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从遥感探测到

的反射率中剔除地面反射部分 ,就可以得出沙尘层

的反射率 ,可用于相应的沙尘暴遥感定量参数的确

定。通过与地面气象观测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证明

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利用此方法对 2000 年 3～4

月北方沙尘暴过程进行了监测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方宗义等[31 ]根据沙尘和大粒子气溶胶的散射

和发射特性 ,利用气象卫星上的可见光、短波红外和

红外窗区的辐射测值对沙尘暴的监测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 3. 7μm 的卫星遥感辐射测值中 ,既有沙尘粒

子以本身温度发射的辐射部分 ,也有沙尘粒子对太

阳辐射在这个波段范围内的后向散射部分。因此采

用了 NOAA/ AVHRR 通道 3 和通道 4 的差值来判识

沙尘暴区 ,在实际应用中沙尘暴区域得到了增强 ,并

突出了沙尘信息的纹理结构。他们的进一步研究结

果表明 ,如果把差值辐射亮温图与红外通道联合使

用 ,可以解决差值辐射亮温图难以将沙尘区与云区

有效区别开的问题。

范一大等[40 ]利用 NOAA/ AVHRR 数据研究了沙

尘暴图像的查找表 (Lookup Table) 增强法和沙尘暴

信息提取的经验模型。查找表法综合考虑了遥感图

像中所含的特征信息 ,建立了原始遥感合成图像各

通道数值与显示遥感图像各通道亮度值之间的映射

关系 ,可以大大提高沙尘暴遥感图像信息增强的时

效 ,有利于在应急决策系统中使用。沙尘信息提取

技术是从定性到定量研究沙尘暴过程的关键技术。

他们提出了沙尘暴信息分层提取的策略 ,建立了沙

尘暴信息的提取模型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根据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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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波段的辐射亮温对沙尘信息进行密度分割的方

法 ,也达到了满意的效果。研究中发现 :在沙尘暴监

测中 ,云是主要的干扰因素。

使用多通道组合信息监测沙尘暴 , NOAA/

AVHRR 数据常选用第 1、2、4 通道或第 1、2、3 通

道[38 ,40 ] ,FY21C/ MVISR 数据主要选用第 1、2、7 通

道[41 ,42 ] ,GMS 数据主要选用第 1、3 或 4 通道[31 ] 。

TERRA/ MODIS 数据多达 36 个通道 ,除了可选用可

见光第 1 通道 (0. 62～0. 67μm) 和近红外第 2 通道

(0. 841～0. 876μm)外 ,其它通道如何选择才是最佳

的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3. 3 　对沙尘暴过程的监测研究

叶笃正[22 ] 、孙司衡[27 ] 、方宗义[31 ] 、吴晓京[43 ]等

通过应用卫星遥感监测信息对 2000 —2001 年的沙

尘暴过程进行了研究 ,结合 GIS 技术确定了沙尘暴

的起源、空间分布、移动路径和降尘区域 ,分析了沙

尘暴遥感图像的特征 ,讨论了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

源地的分布。

江吉喜等[44 ,45 ]运用 1 小时间隔的 GMS24 数字

展宽红外资料和部分常规资料 ,分析了 1993 年 5 月

5 日发生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特大沙尘暴的形成原

因。结果指出 ,通过遥感手段可以分析出特强沙尘

暴过程中强冷锋前部的中尺度对流系统 (MCS) 及其

伴随的飑线的卫星云图特征。由于静止气象卫星资

料的时空分辨率高 ,同时可以监测到从行星尺度到

天气尺度、中尺度以及风暴对流单体等各种不同时

空尺度的天气系统 ,可以提高对沙尘暴天气系统发

生、发展机理及其结构特征的认识 ,增强预报能力。

在结合数值产品物理量场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了 3

种(锋前飑线、锋尾强对流云团、锋前强对流云团) 引

起强沙尘暴天气发生的概略模型图 ,并描述了系统演

变过程中云系特征的变化和相应物理量特征。

高庆先等[46 ]的研究也证明 ,通过分析多时次的

遥感数据 ,可以动态监测到沙尘暴的起源、扩散及沉

降过程。利用 GMS 卫星逐日、逐时的遥感监测数

据 ,结合地面气象站观测、天气图分析和中尺度数值

模拟等资料 ,可以对沙尘暴形成全过程的机制有进

一步的了解。

3. 4 　关于沙尘暴的光学厚度反演

沙尘暴光学厚度是定量研究沙尘暴的重要参

数 ,通过它可以计算扬尘或沙尘暴天气过程的大气

含沙量。由于陆面反射要比海面反射复杂的多 ,目

前已有的沙尘气溶胶光学厚度反演方法都是在海面

上空进行的。

Fraser[47 ]的研究表明 ,利用 NOAA/ AVHRR 数据

的可见光和近红外通道反演沙尘暴光学厚度是可行

的。赵风生等[48 ]也利用 NOAA/ AVHRR 的可见光和

近红外通道数据 ,采用 Junge 谱来近似实际大气中

的气溶胶谱分布 ,提出了利用遥感数据反演气溶胶

光学厚度和 Junge 谱指数的迭代方案 ,并反演了海

洋上空气溶胶的光学厚度。数值试验结果表明 ,该

方案可以有效地减小气溶胶谱分布的不确定性引起

的反演误差 ,使误差小于 10 % ,这对沙尘暴光学厚

度的反演有借鉴意义。毛节泰等[49 ]利用 GMS5 可

见光通道数据对反演湖面上空气溶胶光学厚度进行

了可行性分析 ,结果表明 ,反演所得0. 5336μm气溶

胶光学厚度强烈依赖于湖面反射率的选取 ,通过选

取合适的湖面反射率 ,卫星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

和地面光度计遥感的月均值相对误差不超过 30 %。

邱金恒等[50 ]采用激光雷达和光度计对沙尘暴过程

进行综合测定的结果表明 ,沙尘暴出现后的气溶胶

光学厚度均值是出现前的 20 倍以上。

3. 5 　关于下垫面对沙尘暴形成、演化的贡献研究

沙尘暴的形成、加强以及时空分布 ,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 ,其中下垫面因素是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

趋向于通过遥感技术反演沙尘暴途经区域下垫面的

有关参数 ,分析其与沙尘天气形成和演化间的关系。

许多人[26 ,51～53 ]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主要借助

于 TM和 NOAA/ AVHRR 数据 ,对下垫面的一些参数

进行了提取或反演 ,这些参数主要包括 :土地利用/

覆盖、植被指数、植被覆盖度、土壤含水量等 ,同时结

合 GIS 的土壤质地和 DEM 等数据 ,对沙尘暴形成、

发展和尘降的下垫面贡献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

同时分析了我国北方沙尘暴沙源区的空间分布。结

果证明 ,下垫面状况是沙尘天气产生与发展的关键

因素。认为对下垫面状况进行长期的综合性动态监

测与分析 ,不仅有助于分析沙尘天气发生的条件 ,而

且有利于制定合理的防治规划 ,从根本上避免或减

轻沙尘天气的影响。

4 　研究展望

(1) 利用多种遥感数据监测沙尘暴是今后沙尘

暴研究的主要方向。当前已经针对不同平台的卫星

数据发展出来了许多沙尘暴监测方法 ,对这些方法

的优化和完善是今后一段时间沙尘暴监测研究的主

要任务 ,其中建立定量的沙尘暴信息提取遥感模型

尤为重要。

(2) 目前 ,沙尘暴光学厚度、含沙量和强度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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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计算离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但从方法上已经有

了一些积累。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缺乏地面实际测量

数据以及下垫面条件的复杂多样 ,应该从这方面进

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试验。

(3) 沙尘暴过程与下垫面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深入 ,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二者间的定量

关系模型 ,还停留在定性的描述阶段。应该利用遥

感技术 ,提取沙尘暴途经区域下垫面的各种参数 (土

地利用 ,土壤含水量 ,植被组成、结构、覆盖度等) ,在

GIS的支持下 ,建立我国北方戈壁、沙漠、沙漠化土

地和潜在沙漠化土地的空间数据库 ,结合与沙尘暴

形成有关的气象要素 (温度、降水、风等) 和地形条

件 ,建立模型 ,定量分析有关下垫面因子与沙尘暴强

度变化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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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YING DUST STORM
USING REMOTE SENSING

FAN Yi2da1 , SHI Pei2jun1 , LUO Jing2ning2

(1. Institute of Resourc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

2.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 China Meteorology Bureau , Beijing 100081 , China)

Abstract :Researching dust storm is very important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2
ment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 the dust storm weather in the north of China has shown an upward

trend , and researchers in relating subjects began studying dust storm from different sid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2
velopment of studying dust storm by remote sensing in the world. Firstly ,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actuality about researching dust storm in the world , then , it systemically introduces the data resources , characteristics ,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about researching dust storm with remote sensing. Among which , we lay emphasis on the tech2
nologies of researching dust storm with remote sensing. Finally , aiming at the shortage of actual research , this paper con2
ceiv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tudying dust storm using remote sensing in future : ①Using multi2sources image data is

the major trend in the dust storm research and establishing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model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s

also important ; ②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me ground experiments in the proper area to improve the precise of calculation of

dust storm optics thickness , sandy quantity and intensity ; ③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extract some parameters (such as

land use , moist of soil ,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vegetation) of ground data along dust storm path by remote sensing.

In addition , based on GIS ,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the spatial database about Gobi , desert , desertification land and po2
tential densification land , and combining the climatic factors (temperature , precipitation and wind) and topography con2
ditions relating dust storm to develop quantitative model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 surface factor and the

intensity of dust storm.

Key words :Dust storm ;Remote sensing ;Monito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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