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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上空卷云和沙尘气溶胶

退偏振比的激光雷达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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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了一台
A%$$

偏振激光雷达!用于卷云和沙尘气溶胶后向散射光退偏振比的

探测研究$介绍了偏振激光雷达的探测原理!叙述了
A%$$

偏振激光雷达的结构%技术参数%

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初步的探测结果表明!合肥西郊上空高度在
&$B6

左右的卷云的

退偏振比在
$;@

!

$;?

之间!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在
$;!

!

$;%

范围内!但是剧烈沙尘暴的

气溶胶的退偏振比可达到
$;@

左右$

关键词!偏振激光雷达&卷云&沙尘气溶胶

!

!

引言

自
98(.21*C

和
91,,+*

'

&

(在
&D"&

年发表了利用偏振激光雷达对云进行探测研究的文

章之后!偏振激光雷达用于大气探测已经有
%$

年了$偏振激光雷达是通过探测非球形

粒子后向散射光的退偏振比来研究它们的形态的!是一种研究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等大

气非球形粒子形态的有效工具$同时!偏振激光雷达还具有一般米散射激光雷达的功

能!仍然可以利用探测的大气后向散射光的平行分量来反演卷云和大气气溶胶消光系

数的垂直廓线以及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因此!在大气环境探测特别是云和沙尘气溶

胶的探测研究方面'

!

(

!偏振激光雷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1,,+*

'

!

(利用偏振激光雷达对不同形态的云的退偏特性作了研究!发现水云的退偏

振比一般小于
$;&?

!卷云的退偏振比在
$;?

左右!有时可以达到
$;E

!而混合云的退偏

振比在两者之间$

F12

和
'10,G++2

'

%

(用红宝石激光及其倍频光测量了云底和云内各部位

的退偏振比!并研究了退偏振比的波长依赖性$他们发现退偏振比在
$;$!

到
$;#

之间

变化!不存在明显的波长依赖性$

HG1,1B1

和
I1

J

1,()C1

'

@

(利用偏振激光雷达对美国的

圣海伦斯火山
&DE$

年爆发前后的平流层气溶胶进行探测研究!发现火山爆发前平流层

气溶胶粒子大都为硫酸氨晶体!火山爆发后这些晶体变成了浓度很大的硫酸液滴$近

些年来!随着激光技术和信号探测与控制技术的发展!偏振激光雷达也逐步发展和完

善起来!在由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激光雷达联合组成的亚洲激光雷达观测网中!

已有多台偏振激光雷达对起源于蒙古和我国西北的沙尘暴粒子的时空分布进行探测'

?

(

$

作为亚洲激光雷达观测网的成员之一!我们研制了一台
A%$$

偏振激光雷达!并利用它



对合肥西郊上空的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进行了探测$

本文首先简要地介绍偏振激光雷达的探测原理!然后叙述
A%$$

偏振激光雷达的结

构和技术参数%测量方法以及数据处理方法!最后给出偏振激光雷达探测合肥西郊上

空的卷云和沙尘气溶胶退偏振比的初步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

!

探测原理

偏振激光雷达探测大气时!描述其接收到的大气后向散射回波功率的平行分量和

垂直分量的激光雷达方程分别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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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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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光发射功率 "单位)

L

#!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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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与发射激光偏振方向平行和

垂直的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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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激光雷达接收到的后向散射光在高度
"

处

回波功率的平行分量和垂直分量 "单位)

L

#!

$

7

和
$

,

分别表示平行分量探测通道和

垂直分量探测通道的系统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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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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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高度
"

处的大气后向散射系数

的平行分量和垂直分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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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高度
"

处大气消

光系数的平行分量和垂直分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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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偏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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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随机取向的卷云和大气气溶胶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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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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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通过偏振激光雷达接收到的各个高度
"

处的大气后向散射回波功率的平行分量和

垂直分量以及这两个通道的系统常数比
(

!利用 "

@

#式!就可以计算出大气退偏振比

的垂直廓线
#

"

"

#$显然!还可以利用 "

&

#式通过
P+0*12C

'

#

(方法来反演卷云和大气气

溶胶消光系数的垂直廓线以及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

#

!

$#%%

偏振激光雷达

图
&

是
A%$$

偏振激光雷达的结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偏振激光雷达主要

由激光发射系统%接收光学系统%信号探测系统%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组成$其工作

原理是当发射的激光和接收望远镜光轴相互平行且呈垂直指向时!

<CQR4S

激光器向

大气中发射波长为
?%!*6

的线偏振激光脉冲!激光脉冲被传输路径上的云或大气气溶

胶所散射!后向散射光被接收望远镜接收!通过会聚透镜%分束镜和全反镜进入配以

检偏棱镜
F

和检偏棱镜
9

的两个通道$由于检偏棱镜
F

的检偏方向与激光器发射激光

的偏振方向平行!这样大气后向散射回波信号中只有平行偏振分量信号才能被其后的

@D$&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光电倍增管探测到&检偏棱镜
9

的检偏方向与激光器的发射激光的偏振方向相垂直!

这样只有垂直偏振分量的信号才能被其后的光电倍增管探测到$两只光电倍增管探测

的电信号分别经过放大器放大以后被瞬态记录仪采集!采集的数据送入计算机存储$

整个测量过程由一台主控计算机控制$表
&

列出了该偏振激光雷达的主要技术参数$

图
&

!

A%$$

偏振激光雷达的结构示意图

表
!

!

A#%%

偏振激光雷达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激光器
<CQR4S

接收光学系统

波长*
*6 ?%!

类型
'1,,+

T

01)*

脉冲能量*
6- "$

直径*
66 %$$

脉冲工作频率*
IN &$

视场*
601C @

光束发散角*
601C &

滤光片中心波长*
*6 ?%!

脉冲宽度*
*, !$

滤光片带宽*
*6 &

出射激光线偏振度*
U DE;!

检偏棱镜类型
'21*MV1

J

2.0

检偏棱镜数量*只
!

信号探测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

光电倍增管
I161615,/W&%%%

*

W!!?"

类型 双通道
X9F!!&$

门控
'&%D!

*

$&

工作方式
4

*

X

放大器 双通道
#&!4

*

4Y

采集时间*
*, !$$

"

%$6

#

增益
@$

精度
&!MZ)5

带宽*
YIN &@$

数据存储和系统运行控制单元
F+*5)/6?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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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

&'!

!

系统常数比
(

值的确定

从 "

@

#式可以得知!卷云和气溶胶的退偏振比不仅与接收到的回波信号的平行分

量
!

0

7

"

"

#和垂直分量
!

0,

"

"

#有关!还和两个通道的系统常数比
(

有关$可以用实验

的方法来确定系统常数比
(

的值$选择一个晴朗无云的夜晚!将检偏棱镜
F

和
9

分别

从两个探测通道中取出!进行大气后向散射光的测量$从图
&

可以看出!忽略光学元

件对后向散射光的退偏作用!取出检偏棱镜
F

和
9

后的两个探测通道所探测到的后向

散射光的偏振特性完全一样!但是大小不一定相同!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探测通道的

光学效率和电子学单元的增益不同造成的!每一个探测通道都有自己的系统常数$由

于我们只关心系统的常数比
(

!所以不需要对每个通道的系统常数
$

7

和
$

,

作绝对的测

量!而只需要对他们的比值
(

作精确的测量$假设取出检偏棱镜
F

和
9

后!两个通道

同时测得大气后向散射光的回波功率为
![

0

7

"

"

#和
![

0,

"

"

#!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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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次仔细地测定!该
A%$$

偏振激光雷达两个通道的系统常数比
(O$;#?

!且不随

探测高度的增加发生变化$这说明两个探测通道的电子学单元对大气后向散射光具有

很好的线性响应$需要指出的是!系统常数比
(

与激光雷达的硬件设置紧密相关!一

旦测定好以后!在进行卷云和沙尘气溶胶退偏振比探测时!整个系统的硬件设置要保

持不变!否则就需要对系统常数比
(

重新进行测定$

&'"

!

检偏棱镜
F

和
9

的定位

系统常数比
(

的测定完成以后!还要对检偏棱镜的检偏方向进行定位$在介绍图

&

时已经说明!检偏棱镜
F

的检偏方向与发射激光的偏振方向平行!而检偏棱镜
9

的检

偏方向与发射激光的偏振方向垂直$检偏棱镜
F

和
9

的位置通过图
!

所示的方法进行

确定$在离
A%$$

偏振激光雷达约
?$$6

的地方放置一块直径为
!$86

的平面镜!其法

线方向和偏振激光雷达接收望远镜的光轴平行$两个探测通道上分别放有检偏棱镜
F

和
9

!它们可以在自己的轴向上旋转$在检偏棱镜的后面!放有能量计!用来测量通过

每一块检偏棱镜的激光能量$激光器发射的
?%!*6

激光经平面镜反射后!被接收望远

镜接收$显然!接收望远镜接收的激光的偏振方向与激光器发射激光的偏振方向是相

同的$调节棱镜
F

的偏振方向!同时观察能量计显示读数的变化!当显示读数为最大

值时!固定好棱镜
F

的位置!此时棱镜
F

的检偏方向便与发射激光的偏振方向平行&

再调节棱镜
9

的偏振方向!当能量计的显示读数为最小值时!固定好棱镜
9

位置$这

样就确定了两个检偏棱镜的检偏方向$

&'#

!

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

卷云和沙尘气溶胶退偏振比的探测一般在夜晚进行$在探测之前先将发射的激光

光束与接收望远镜的光轴调节平行!且二者呈垂直指向$探测时发射
&$

组激光脉冲!

每组
&$$$

发!共
&$$$$

发激光脉冲$由于接收到的原始信号由实际大气后向散射回波

信号和背景信号组成!随着探测高度的增加!实际大气后向散射回波信号就越来越小!

#D$&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图
!

!

确定检偏棱镜
F

和
9

检偏方向的实验原理图

直至最后淹没在背景信号中$因而激光雷达接收到的一定高度以上的信号就是背景信

号$为了得到实际大气的后向散射回波信号!将激光雷达接收到的不同高度的回波信

号减去背景信号即可$背景信号取
%?B6

至
@?B6

高度范围内回波信号的平均值$扣

除背景后!就可得到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的回波信号
!

0

7

"

"

#和
!

0,

"

"

#!结合已经精确测

定的系统常数比
(

!由 "

@

#式计算出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

通过分析卷云和沙尘气溶胶回波信号的时间变化特征可将它们区分开来$激光雷

达进行探测时!每一组测量的时间约为
!

分钟!整个探测过程约持续
!$

分钟$将每组

&$$$

发的探测结果加以平均可得到一条回波信号廓线$按测量的时间顺序逐一分析这

十条回波信号廓线!发现卷云回波信号廓线的形状在整个探测过程中变化很大!包括

云底高度%云顶高度%云层峰值高度和云层峰值大小$而在整个探测过程中沙尘气溶

胶层回波信号廓线的形状则相对比较稳定$

(

!

初步探测结果

('!

!

卷云的退偏振比

图
%1

所示的是
A%$$

偏振激光雷达在
!$$$

年
&$

月
E

日夜间探测卷云的退偏振比垂

直廓线$图
%Z

和
8

则是无线电气象探空仪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测量的相对湿度廓线和

温度廓线$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此卷云的峰值高度在
&$B6

左右!约
&;?B6

厚!最大

退偏振比为
$;@#

$图
%Z

和
8

表明与之相对应的高度上的相对湿度为
?EU

!温度为
M

@?\

$在如此低的温度下!估计卷云中包含着大量的冰晶粒子!才会造成如此大的退

偏振比$从图
%

"

1

#还可以看出!在卷云以外区域的对流层气溶胶的退偏振比都很小!

一般都小于
$;&

!说明这些气溶胶粒子的非球形特征不是很明显的$在
?;?B6

处!退

偏振比呈现一极小值!为
$;$%

左右$而图
%Z

给出该高度处的相对湿度也为一极小值$

因此!

?;?B6

处的大气相对很干洁!气溶胶浓度较低!激光雷达探测的近似为空气分

子的退偏振比$

('"

!

卷云和多层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

气象资料分析表明!

!$$&

年
@

月
&&

日合肥地区是一个中等沙尘天气的日子$沙尘

粒子主要从对流层中上部输送到合肥地区!对边界层的影响不是非常显著$该日夜晚

"D$&!

#

期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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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
&$

月
E

日测量的卷云的退偏振比以及探空资料对比

"

1

#偏振激光雷达探测的卷云退偏振比垂直廓线&"

Z

#无线电气象探空仪测量的相对湿度廓线垂直廓线&

"

8

#无线电气象探空仪测量的相对温度垂直廓线

A%$$

偏振激光雷达进行了沙尘气溶胶退偏振比的测量$从接收到的大气后向散射回波

信号中发现有卷云的存在$

图
@

给出了探测结果$图
@1

所示的是激光雷达探测到的大气后向散射回波信号的

平行分量和垂直分量廓线!其中垂直分量已经过归一化修正 "即激光雷达接收到的垂

直分量信号乘以系统常数比
(

#$可以看出!只有在卷云和沙尘气溶胶层所在的高度区

域回波信号的垂直分量明显呈现一峰值!而在其他高度区域的大气气溶胶粒子的后向散

图
@

!

!$$&

年
@

月
&&

日测量的大气后向散射光的平行%垂直分量垂直廓线及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的

退偏振比垂直廓线和消光系数垂直廓线!"

1

#大气后向散射光的平行分量和垂直分量垂直廓线&

"

Z

#相应的退偏振比垂直廓线&"

8

#平行分量经过反演得到的消光系数垂直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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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回波信号的垂直分量几乎为零&回波信号的平行分量则不同!它的廓线基本上随高

度的增加呈指数衰减!只是在卷云和沙尘气溶胶层区域的回波信号相应变大$图
@Z

给

出了相应的退偏振比廓线$它十分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退偏振比的峰值!处于
D;?B6

的

卷云的退偏振比最大!峰值约为
$;@@

!

"B6

和
%;?B6

处沙尘气溶胶的峰值退偏振比

分别为
$;&E

和
$;!#

!这两层沙尘气溶胶退偏振比的差别可能与它们所包含的沙尘粒子

的尺度与形态不同有关$图
@8

的消光系数廓线是图
@1

中后向散射回波信号中的平行分

量通过
P+0*12C

方法反演得到的!和图
@Z

所示的退偏振比廓线相比较!可以看出退偏

振比和消光系数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

!

剧烈沙尘暴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

!$$&

年
@

月
&@

日!一场剧烈沙尘暴袭击合肥!大量的沙尘粒子被输送到合肥上

空$图
?

所示是该日夜间
A%$$

偏振激光雷达的探测结果!图
?1

显示的是该晚北京时

间
&DQ$$

至
!@Q$$

获得的
@

条沙尘气溶胶的消光系数廓线$图
?Z

是
&DQ$$

时刻的沙

尘气溶胶退偏振比廓线$首先!可以看出这一沙尘气溶胶层覆盖了高度从
%B6

到
"

B6

的广阔区域$如此之厚的沙尘气溶胶层在合肥地区实为罕见$中心位置在
@;?B6

沙尘气溶胶消光系数的峰值达到了
$;%B6

M&

!在这一高度上有如此大的气溶胶消光系

数也是几年来首次被激光雷达探测到$其次!在
?

个小时时间内!

@

条沙尘气溶胶消光

系数的廓线变化不大!表明这一沙尘气溶胶层从它的底部到顶部及其包含的沙尘粒子

浓度的垂直结构都比较稳定$

比较图
?1

和
Z

可以看出!与
@;?B6

沙尘气溶胶的消光系数的峰值相对应的是在

同一高度上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达到了
$;@E

!比中等程度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大

得多!说明该沙尘气溶胶中非球形粒子浓度所占的比例大或粒子非球形形态特征更为

明显$另外!这一层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廓线具有明显的上下不对称的结构!层底

部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随高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大!而层顶部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

图
?

!

!$$&

年
@

月
&@

日测量的沙尘气溶胶的消光系数和退偏振比的垂直廓线

"

1

#沙尘气溶胶的消光系数垂直廓线&"

Z

#沙尘气溶胶退偏振比的垂直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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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高度的增加减小的速率较为平缓$原因可能与层内沙尘气溶胶的分布结构有关$由

于重力的作用!尺度较大的沙尘粒子沉降在层底部!而尺度较小的粒子滞留在层顶部&

另一个原因由于多次散射的作用!显然!层底部的回波会有更强的多次散射!而多次

散射是退偏振的$

)

!

总结

本文利用
A%$$

偏振激光雷达对合肥西郊上空的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粒子的退偏振比

进行了探测研究$初步的探测结果表明!合肥上空位于
&$B6

左右卷云的退偏振比在

$;@

!

$;?

之间$沙尘气溶胶的退偏振比在
$;!

!

$;%

范围内!但是剧烈沙尘暴的沙尘气

溶胶的退偏振比也可达到
$;@

左右$这些探测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说明
A%$$

偏振激

光雷达可用于卷云和沙尘气溶胶粒子退偏振比的常规探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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