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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激光测距大气校正算法与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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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虑大气折射对星载激光测距的影响，研究了基于光线追迹理论的激光程差计算方法。综合利用气象探空

数据和高层大气模式数据，拟合得到了全国４６个典型地区的年度平均大气折射率模数高度分布廓线。据此，比较

分析了光线追迹算法结果与 ＭａｒｉｎｉＭｕｒｒａｙ模型计算结果，给出了激光程差的全国性分布状况。最后，分析了激光

程差与海拔高度和卫星高度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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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卫星对地激光测距中，激光需往返经过大气层

后才能返回卫星，而包围地球的大气由于受到重力

的作用，其密度分布不均匀，折射率大于１，因此当

激光在其中传播时，必然受到大气的折射，从而造成

激光光路的弯曲和时间的延迟，其造成的激光程差

是星载激光对地测距误差的主要来源［１～１３］。其值

通常在米级以上，给高精度测绘、导航和定位等应用

带来较大影响，所以研究大气校正算法与模型十分

必要。

０４０１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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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Ｍａｒｉｎｉ和 Ｍｕｒｒａｙ提出了一个

激光测距大气校正模型，由于模型简单，只需要测站

点的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强就可以完成大气延迟的

计算，因此该模型被广泛使用至今［２，３］。Ｇａｒｄｎｅｒ在

此基础上考虑到水平方向大气折射率分布不均匀，

对此进行了改进［４］。近年来，随着高精度导航与定

位应用方面的需求，人们提出了一些新的大气校正

模型，如 Ｚｅｎｉｔｈ Ｄｅｌａｙ（ＺＤ）模 型
［５，７］、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Ｆ）模型
［６，７］、ＹａｎＷａｎｇ模型

［８］，但这些

简化计算模型都是对特定地区光线追迹算法的计算

结果进行拟合近似而得到的，具有局域性，推广到其

他区域，其精确度就可能无法保障。我们知道，气象

探空站点遍布世界各地，利用这些数据拟合得到折

射率模数的高度分布廓线，即可根据光线追迹算法

来获取对应区域最为精确的激光程差。反之，利用

这些结果也可以判断上述模型在哪些区域比较适

用，在哪些区域误差较大。

光线追迹算法是计算大气折射延迟的最广泛、

精确度最高的方法［９，１４，１５］。计算过程基于几何光学

理论，首先视大气层为球面分层大气，每一层具有相

同的折射率系数；然后利用斯涅尔（Ｓｎｅｌｌ）定律从第

一层开始通过对光线追迹计算每层的延迟，最后累

积得到整个大气的延迟量，从而得出激光程差。本

文研究的卫星高度角较大（大于等于６０°），水平方

向大气折射率分布不均匀造成的延迟误差较小［９］，

可认为大气折射率在水平方向是均匀分布的，因此，

只需考虑大气高度分布的不均匀性所造成的激光程

差。本文给出了光线追迹法的基本原理和折射率模

数的高度分布模型，比较分析了基于月均和年均模

型的光线追迹结果、ＭａｒｉｎｉＭｕｒｒａｙ（以下简称 Ｍ

Ｍ）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基于每天探空气象数据的光

线追迹结果间的相对误差。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基

于年均模型的全国４６个探空站点的光线追迹结果，

得出了激光程差的全国分布情况，并给出了激光程

差与测站点的海拔高度、卫星高度角等的相关性

分析。

２　光线追迹算法原理

２．１　光线追迹算法

将地球大气分成许多同心球层，每一球层具有

相同的折射率，则进入大气的光线只有在球层的界

面上才发生折射［１，１０］。

图１给出激光测距的几何模型，犃为测站点，犅

为卫星，犆为光路中任一点，犈为卫星高度角，犗为

地心，犚为地球半径，犚ｓ为犃到犅的直线距离，犚０为

激光实际所走的路程，称为实际距离，狀０为测站点犃

的折射率系数，狉０ 为犃到犗 的距离，θ０ 为入射角，狉１

为犅到犗的距离，φ为地心张角。由Ｓｎｅｌｌ定律、三角

正弦定理，可得到大气光路方程［１］

狀狉ｓｉｎθ＝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图１中犚０ 和φ为
［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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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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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１△ＡＢＯ中，犚ｓ可由三角几何关系得到：

犚ｓ＝ 狉２０＋狉
２
１－２狉０狉１ｃｏｓ槡 φ， （３）

由此，可以得到激光光程差Δ犔：

Δ犔＝犚０－犚ｓ． （４）

由（２）式易知，获取光传播路上的大气折射率狀是进

行光线追迹的前提条件。大气折射率是所在高度的

温度、湿度和压强的函数，可从气象探空数据中

获得。

图１ 星载激光测距的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ｏｒｎｅｌａｓｅｒ

ｒａｎｇｅｆｉｎｄｉｎｇ

２．２　大气折射率模数高度廓线模型

为了方便计算，将大气折射率狀用大气折射率

模数犖（犺）来表达：

狀＝１＋１０
－６犖（犺）． （５）

通常情况下，大气折射率模数随着高度的增加按照

指数规律下降，可以用指数模型或者伽马模型进行

拟合：

犖（犺）＝犖０ｅｘｐ －
犺
犎（ ）
犖

， （６）

犖（犺）＝犪犺
犫ｅｘｐ（－犮犺）． （７）

（６）式中犺为海拔高度，犖０ 为地面折射率，犎Ｎ 为大

０４０１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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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折射率标高，在美国无线电波的平均模型中犖０＝

３１３，犎犖＝６．９５ｋｍ
［１０］。文中并没有采用这两个数

值，而是利用实际的值进行拟合得到的。（７）式中

犪，犫，犮为待拟合的参数，犺为海拔高度。该式表明，

在高度犺＝０时无法得到正确的折射率模数，考虑到

１ｋｍ以下，折射率模式基本上满足线性关系，采用

分段模型来表达即在小于１ｋｍ 高度采用线性模

型，大于１ｋｍ采用伽马分布模型，即

犖（犺）＝
犖０＋犽犺，　０≤犺＜１０００ｍ

犪犺犫ｅｘｐ（－犮犺），　犺≥
烅
烄

烆 １０００ｍ
（８）

式中犽为直线的斜率，犖０ 为地面折射率，其它参数

与（７）式相同。

图２（ａ）给出了在０～２０ｋｍ高度上分别利用分

段伽马模型和指数模型拟合得到的大气折射率模

数。图２（ｂ）给出了在０～７０ｋｍ高度上分段伽马模

型和指数模型与实测的大气折射率模数的偏差。从

图２可以看出，由于伽马分布模式具有较多的调整

参数，在０～２０ｋｍ高度上拟合效果比指数模型要

好。由于５ｋｍ以下大气对激光程差的贡献约占整

层的一半，２０ｋｍ以上的贡献仅占整层的５％
［１０］，因

此伽马模型具有较高的适用性。从图２（ｂ）的偏差

也可以看出，伽马模型相对实测值的偏差小，起伏

小，精度高。因此，本文选用分段的伽马模型来拟合

大气折射率模数高度廓线模型。

图２ 大气折射率模数廓线模型及偏差。（ａ）大气折射率模数高度廓线模型，（ｂ）拟合与实测值的偏差

Ｆｉｇ．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ｕｌｕｓｈｅｉｇｈ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ｈｅｉｇｈ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ｕｓ，（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ｔ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３．１　激光程差计算结果

世界气象组织对外公开并可免费获取的高空气

象数据［１２］，基本涵盖了全球所有气象探空站点（下

称测站点），每个站点每天在０∶００和１２∶００分别记

录各个高度的气象数据，包括大气压强、温度、水汽

压、相对湿度、风速和风向等信息。假设卫星高度为

５００ｋｍ，卫星相对于测站点的高度角为８０°，激光波

长为１０６４ｎｍ，光线追迹的步长为１ｍ。图３（ａ）～

（ｌ）分别给出了北京测站点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ＭＭ

模型和月均模型计算结果与每天探空数据追迹结果

的偏差。图４（ａ）～（ｄ）分别给出了北京测站点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ＭＭ模型和年均模型计算结果与每

天探空数据追迹结果的偏差。

从图３可以看出，除了７～９三个月 ＭＭ 模型

和月均模型起伏相当以外，其他月份 ＭＭ 模型的

起伏要明显大于月均模型的起伏。对于 ＭＭ 模型

来说，其平均偏差随月份变化较大，最大值出现在１

月份，其平均偏差达到了１０ｃｍ，最小值出现在８月

份，其平均偏差为２．３ｃｍ。而月均模型的平均偏差

基本稳定，为１．７ｃｍ左右。由图４可得，除在某些

天以外，使用年均模型的偏差要比使用 ＭＭ 模型

的偏差要小。２００６年 ＭＭ 模型的平均偏差为

５．６ｃｍ，年均模型的平均偏差为２．５ｃｍ；２００７年Ｍ

Ｍ模型的平均偏差为５．７ｃｍ，年均模型的平均偏差

为 ２．３ｃｍ；２００８ 年 ＭＭ 模 型的 平 均 偏 差 为

５．９ｃｍ，年均模型的平均偏差为２．２ｃｍ；２００９年Ｍ

Ｍ模型的平均偏差为６．２ｃｍ，年均模型的平均偏差

为２．１ｃｍ。ＭＭ模型的平均偏差要比年均模型的

平均偏差大５０％～６０％左右。另外从图４中也可

以看出 ＭＭ 模型的起伏比较大，冬季起伏较大，夏

季起伏较小，而年均模型相对比较稳定，这与图３是

一致的。因此，虽然月均和年均模型存在２ｃｍ左右

的平均误差，但相对于 ＭＭ 模型，月均和年均模型

的提高了５０％左右的计算精度。所以，文中使用月

均和年均模型用于激光程差的计算，选取了我国具

有代表性的４６个测站点，用分段模型拟合了２００９

年均大气折射率模数高度廓线模型，运用光线追迹

法计算了激光程差，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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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北京测站点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ＭＭ模型和月均模型计算结果与每天探空数据追迹结果的偏差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ａｉｌｙ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ｕｍ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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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京测站点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ＭＭ模型和年均模型计算结果与每天探空数据追迹结果的相对偏差

Ｆｉｇ．４ Ｄｉｒｒ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ａｉｌｙ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ｕｍ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０９ｙｅａｒ

表１ 全国４６个站点的激光程差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４６ｒａｎｇ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

Ａｎｑｉｎｇ ２．４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４４

Ｃｈａｎｇｄｕ １．７０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２．３６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２．４９ Ｄａｌｉａｎ ２．４２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２．１４ Ｆｕｚｈｏｕ ２．５０

Ｇｅｅｒｍ １．７７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２．１６

Ｇｕｉｌｉｎ ２．４４ Ｈａｅｒｂｉｎ ２．３９

Ｈａｍｉ ２．２４ Ｈａｉｋｏｕ ２．５４

Ｈａｎｚｈｏｎｇ ２．３４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５０

Ｈｕａｉｈｕａ ２．４１ Ｊｉｕｑｕａｎ ２．０８

Ｋａｓｈｉ ２．１１ Ｋｕｃｈｅ ２．１５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１．９９ Ｌａｓａ １．６０

Ｍｉｎｆｅｎｇ ２．０９ Ｎａｑｕ １．４３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２．４７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４９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２．４７ Ｎａｎｙａｎｇ ２．４２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４７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２．２１

Ｓｈａｎｔｏｕ ２．５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５０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２．４５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２．２５

Ｔｏｎｇｌｉａｏ ２．３９ Ｗｕｌｕｍｕｑｉ ２．２１

Ｗｕｈａｎ ２．５１ Ｘｉｃｈａｎｇ ２．０６

Ｘｉｎｉｎｇ １．８９ Ｘｉｌｉｎｈａｏｔｅ ２．１６

Ｘｉａｍｅｎ ２．４５ Ｙａｎ′ａｎ ２．２１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２．１５ Ｙｕｓｈｕ １．６０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２．４７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２．４０

　　图５是利用光线追迹算法得到的全国激光程差

的分布情况，卫星参数、激光波长和光线追迹的步长

同表１。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激光程差普遍要

比西部的激光程差大，最小值出现在青藏高原腹地，

最大值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但西部地区也有激光

程差比较大的地方，如新疆北部地区。总体看来，激

光测距表现出与当地气候条件及海拔等的高度相

关性。

图５ 中国地区年均激光程差（单位：ｍ）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ｕｎｉｔ：ｍ）

３．２　激光程差的相关性分析

图６给出了激光程差与测站点的海拔高度间的

关系，图７给出了激光程差随卫星高度角变化情况。

图６表明，激光程差随测站点海拔高度的增加

总体呈下降的趋势，海拔越高，激光程差越小；海拔

越低，激光程差越大。因为我国的地势东低西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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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激光程差随测站点海拔高度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ｓｅｒ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ａｂｏｖ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ａｎｇ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

以位于东部的测站点的激光程差要比西部的大，与

图５的激光程差全国分布情况是一致的。由于测站

点的海拔高度决定了气压的大小，由此可见气压相

对于温度和湿度来说对激光程差的影响更大，这与

有关的研究结论［１６，１７］是吻合的。由图７可得，随着

卫星高度角的增加，激光程差逐渐减小，对此进行指

数拟合，拟合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８，标准离差为

１．６５×１０－５，即从拟合效果来看，激光程差与卫星高

度角间非常好地满足指数下降的关系。

图８（ａ）给出了北京测站点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年

图７ 激光程差值随高度角变化

Ｆｉｇ．７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ｓｅｒ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均激光程差的变化，图８（ｂ）给出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１０年间月均激光程差的变化。图８（ａ）表明，年均激

光程差随年份的变化而略有波动，但幅度很小，其

１０年的平均值为 ２．４５ ｍ，平均相对变化仅为

０．３６％，约为１ｃｍ。从图８（ｂ）可以看出，月均激光

程差与年均激光程差变化相似，随着月份变化而略

有波动，月份间相对变化约为２ｃｍ，最大值出现在８

月份，激光程差为２．４７ｍ，最小值出现在３月份，激

光程差为２．４４ｍ，即夏季的激光程差要略大于冬季

的激光程差。

图８ （ａ）年均激光光程差；（ｂ）１０年月均激光光程差

Ｆｉｇ．８ （ａ）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ｂ）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１０ｙｅａｒｓ

４　结　　论
本文开展了星载激光测距大气校正算法与模型

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１）基于光线追迹的大气校正算法，利用气象探

空站点的大气参数数据，计算大气折射造成的激光

程差，可以有效克服延迟校正模型的局域性，提高激

光程差的计算精度。

２）大气折射率模数随着高度增加呈指数下降，

但从分析结果来看，采用分段的伽马模型拟合效果

更好，可以作为大气折射率模数高度廓线模型。

３）从计算结果来看，激光程差与测站点的海拔

高度呈线性关系，海拔高度越高，激光程差越小，从

地图上看，西部地区的激光程差比东部的要小，最小

值出现在海拔高度最高的青藏高原，最大值出现东

南沿海地区。

４）月均和年均激光程差随时间的变化而略有波

动，但幅度很小。通常情况下，夏季激光程差要比冬

季激光程差略大。随着卫星高度角的增加，激光程

差呈指数下降。

参 考 文 献
１Ｚｈ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ＣｈｉＺｅｙ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

０４０１００４６



袁宏武等：　星载激光测距大气校正算法与模型研究

ｉｎｔｈ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１６７～１７５

　 张逸新，迟泽英．光波在大气中的传输与成像［Ｍ］．北京：国防

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７～１７５

２Ｊ．Ｗ．Ｍａｒｉｎｉ，Ｃ．Ｗ．Ｍｕｒｒａ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ｖｅ１０ｄｅｇｒｅｅ［Ｒ］．

ＮＡＳＡｒｅｐ．１９７３．Ｘ５９１７３３５１，Ｇｏｄｄａｒｄ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Ｃ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ｂｅｌｔ，ＭＤ：１～１９

３Ｊ．Ａ．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ｂｕｄｇ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ＯＰＥＸ／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０，２９ （２５）：

３５９０～３５９６

４Ｃ．Ｓ．Ｇａｒｄｎ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ｔ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Ｊ］．犚犪犱犻狅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７９，

１１（１２）：１０３７～１０４４

５Ｖ．Ｂ． Ｍｅｎｄｓ，Ｅ．Ｃ．Ｐａｖｌｉｓ． 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ｚｅｎｉｔｈ ｄｅｌａ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４，

３１（１４６０２）：１～５

６Ｖ．Ｂ．Ｍｅｎｄｓ，Ｅ．Ｃ．Ｐａｖｌｉｓ，Ｄ．Ｅ．Ｐａｖｌｉｓ犲狋犪犾．．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ＬＲ

［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１，２９（１０）：１４１４

７ＹａｎＨａｏｊｉ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犠狅狉犾犱犛犮犻犜犲犮犺犚牔犇，２００６，２８（１）：４８～５８

　 严豪健．大气折射的研究进展［Ｊ］．世界科技研究与进展，２００６，

２８（１）：４８～５８

８Ｙａｎ Ｈ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Ｆｅｎｇｆｅｎｇ， Ｗｕ Ｈａｉｎａ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Ｊ］．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狅狉狔犃犮犪犱犲犿犻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７，１８：１６３～１６６

　 严豪健，李凤凤，吴海南．光学波段上的频率相关映射函数［Ｊ］．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１９９７，１８：１６３～１６６

９Ｇ．Ｈｕｌｌｅｙ，Ｅ．Ｃ．Ｐａｖｌｉ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ＳＬＲ）ｂｙ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６

１０Ｓ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Ｏｐ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１～３

　 宋正方．应用大气光学基础［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３

１１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ｄ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Ｗａ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Ｄ］．

Ｑｉｎｇｄａｏ：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２６～２７

　 陈祥明．大气折射率剖面模型与电波折射误差修正方法研究

［Ｄ］．青岛：中国海洋大学，２００８．２６～２７

１２ｈｔｔｐ：／／ｗｅａｔｈｅｒ．ｕｗｙｏ．ｅｄｕ／／ｕｐｐｅｒａｉｒ／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ｈｔｍｌ

１３ＹｕａｎＨｏｎｇｗｕ，ＭｅｉＨａｉ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ｉｎｂｏ犲狋犪犾．．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ｅｒｏｓｏ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ｌａｓｅ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７）：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袁宏武，梅海平，黄印博 等．大气气溶胶粒子的时延效应及其对

激光程差的影响分析［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７）：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１４ＦｅｎｇＤｉｎｇｈｕａ，ＰａｎＳｈａ，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ｕ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ａｙ

ｔｒａ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３Ｄ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ｓ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３）：６９６～７０１

　 冯定华，潘　沙，田正雨 等．任意折射率的三维离散空间光线追

迹方法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３）：６９６～７０１

１５Ｚｈａｏ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ＳｕＸｉａ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Ｑｉｃａｎ犲狋犪犾．．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ａｎｄ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Ｊ］．

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２９（７）：１８６８～１８７１

　 赵文川，苏显渝，张启灿 等．基于结构光的光线追迹与波前重建

方法［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７）：１８６８～１８７１

１６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ＳｕｎＬｉｎｇｙｕ，ＷａｎｇＷｅｉｎｉｎｇ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ｅｗ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ｅｆｉｎｄｅｒ［Ｊ］．犔犪狊犲狉牔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

２０１０，４７（７）：０７２８０１

　 王　刚，孙凌宇，王卫宁 等．新型便携式激光测距仪的研究［Ｊ］．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０，４７（７）：０７２８０１

１７Ｗ．Ｍａｏ，Ｌ．Ｙａｎｇ，Ｑ．Ｘ．Ｔｉｅ．Ｐａｔｈｂｅｎｄ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狊狋狉狅狀狅犿狔

犪狀犱犃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８，３２（３）：３３５～３４１

０４０１００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