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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水汽总量测量的意义

 大气水汽总量的测量在天文台选址工作中是最重要的参量之一。

 它不仅对红外和毫米波的天文观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地

面光学波段观测也很重要。



测量大气水汽的几种方法

1. 无线电探空技术探测

2. 卫星遥感反演

3. 运用GPS技术估算

4. 太阳光谱分析仪

5. 红外遥感反演

 使用成本相对低廉
 便携
 数据直观准确，可和卫星遥感数据相互验证



SP型大气水汽仪

 工作波段：750nm-1000nm

 最小分辨率：1μW/cm2·1 nm

 水汽测量精度：±5%  

优点：

操作简单，方便携带

缺点：

不能自动跟踪，需手动观测采集



大气水汽含量测量原理

R=0.59 √W/cm

参考文献：郝允祥、王术军、张保洲《光学方法测定大气水汽总量的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32(2)：195—98．

 仪器以太阳或月亮光谱在935nm波长剩余强度为R

 按公式求出测量程上大气水汽总量W，垂直气柱上的水汽总量W0

 由W0 =W/m求出，m为大气垂直路径的MASS.



SP型大气水汽仪结构
 光束从测光筒、光纤，照射在入射狭缝，在单色仪焦平面产生光谱。

 线阵CCD将光谱变成模拟电信号。

 电信号经过放大和A/D转换变成数字信号。

 计算机通过并行接口采集数字信号，经过计算显示结果。



软件界面



DTF-5多波长自动太阳光度计

优点：

 一体化设计

 可视化操作

 实时测量显示

 全天候工作

 长数据线传输

安徽光机所研制



DTF-5硬件构成



DTF-5光学系统设计

8个波段中心波长和半波宽度

波段
(nm)

400 520 610 670 780 860 940 1050

中心波长
(nm)

400.19 519.55 610.30 670.13 780.40 860.60 938.90 1049.69

半波宽度
(nm)

7.60 8.70 10.00 9.50 10.40 12.60 10.60 10.00



DTF-5软件界面



与日本PGS-100设备对比

日本PGS-100

 DTF-5和日本PGS-100进行比较，在相同波段呈现趋势的一致性。



物玛监测数据结果



物玛水汽与国际台站比较.I













物玛水汽与国际台站比较.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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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玛
海拔：5070M
北纬：32o33”
东经：82o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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