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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到可见波段外混合气溶胶的传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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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随机介质中波的辐射传输理论,采用蒙特卡罗法, 数值模拟了满足对数正态分布的水溶性气溶胶和烟

尘气溶胶组成的多分散系外混合城市气溶胶的消光系数。与文献数据进行了对比, 验证了采用离散组分抽样的蒙

特卡罗模拟方法的正确性。分析了外混合气溶胶中透射率和反射率随入射波波长、入射角余弦及光学厚度的变化

关系。比较了不同混合比下外混合气溶胶的传输特性。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波长的减小将导致外混合气溶胶的透

射率降低反射率升高。同时,外混合气溶胶总体表现出的传输特性与组分间存在十分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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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wave radiation transmission theory in random medium and Monte Carlo method,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 of external mixture of aerosol which is composed of water soluble and soot with lognormal

distribution is studied. The dependence of extinction coefficients of urban aerosol on incident wavelength is

numerically simulated, which is compared with reference data. The accuracy of the discrete sampl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is proved. The effect of incident wavelength, the cosine of incident angle, and optical thickness on

the t ransmittance and reflectivity of laser in mixture aerosol is analyzed. Comparison is given between the external

mixtures of aerosol with different mixing ratio.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crease of wavelength will lead

to reduc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 of external mixture aerosols and increase reflectivity. And the total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 of external mixture aerosol is sensitive to its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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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激光在大气气溶胶中的传输特性对研究紫外光

通信、可见光制导、空间目标多光谱识别以及复杂气

候条件下光信号检测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1, 2]
。气溶胶的分布、浓度和种类等因素将极大

地影响激光在大气中传输的散射和吸收等光学特

性[ 3, 4]。气溶胶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多种类型 [ 5, 6]。

实际的气溶胶多由不同种类组分混合而成。同时人

工气溶胶如战场烟幕、遮蔽烟尘等,常按恰当比例组

合成混合烟幕用以提高其消光性能
[ 7]
。然而目前研

究气溶胶粒子系统的影响时,多为方便起见,假定其

为单一成分的均匀体, 不区分其混合状态[ 8]。气溶

胶的混合状态可分为外混合和内混合两种。内混合

状态的气溶胶一般可以找到适合的等效折射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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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光学特性[ 9, 10] ,但外混合状态的气溶胶用等效折

射率计算将产生较大的误差
[ 11]
。蒙特 卡罗方法作

为处理光子输运问题的常用方法,被广泛应用在多

种随机介质的传输问题中 [ 12~ 16]。本文利用该方法

在传统的模拟随机分布均匀半径大小、单一组分粒

子薄层光子传输散射问题的基础上
[ 14]

, 进一步考虑

了外混合气溶胶粒子的粒径分布及多种组份的混合

抽样。该模型的建立对深入研究气溶胶的传输特性

十分重要,对人工混合气溶胶的遮蔽性能等相关问

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 基本理论
2. 1 外混合状态

外混合状态是指每个气溶胶粒子只含有一种成

分,具有不同成分的气溶胶粒子各自独立地存在于整

个气溶胶中。对于外混合气溶胶,根据每种气溶胶的

尺寸分布函数和折射率计算消光系数可以表示为[ 5]

ext
= !

i

C i
ext
i !

i

C i , ( 1)

式中 C i 为第 i 个组分的个数混合比例。ext
i 为第 i 个

组分的多分散系消光系数

ext
i = ∀

rmax

rmin

r
2
Q

ext
n( r )dr, ( 2)

式中 r 为粒子半径, Q
ext
为单个粒子的消光系数,

n( r )为尺寸分布函数, r min与 rmax分别为粒径分布中

粒子半径的最小和最大值。

2. 2 蒙特卡罗光子传输问题模拟

粒子在离散随机介质中传输问题可用玻耳兹曼

方程等价反射密度型积分方程表示为[ 12]

 ( r , E, ! ) = S( r , E, !) +

∀∀∀ ( r , E , ! ) T ( r # r E , ! ) ∃

C(E # E, ! # ! r) dV dE d ! , ( 3)

式中  ( r , E, !) 为 r点处, 能量为 E, ! 方向的发射

密度; 它由两项组成,第一项 S( r, E, !) 为源发射出

的粒子密度;第二项是由碰撞发射出的密度。其中第

二项中的核函数 T ( r # r E , ! ) 为迁移核, 表示

在固定的能量和方向下, 粒子空间位置的转换;

C( E # E, ! # ! r) 为碰撞核,它表示在固定位置

下,粒子碰撞后能量和方向的转换。令

S ( r, E , !) = S( r, E, !) ,

K  ( r , E , ! # r , E, !) = T ( r # r E , ! ) ∃

C(E # E , ! # ! r) , ( 4)

则( 3)式可以改写成

 ( r, E , !) = S ( r, E, !) + ∀∀∀ ( r , E , ! ) ∃

K  ( r , E , ! # r, E, !) dV dE d ! , (5)

引进缩写符号 s = ( r, E, !) , 则( 5)式可以表示为

 ( s) = S ( s) + ∀ ( s ) K  ( s # s) ds, (6)

( 6)式有诺伊曼级数解

 ( s) = !
%

m= 0
 m ( s) , (7)

式中

 m( s) = ∀ m- 1( sm- 1) K  ( sm- 1 # s)dsm- 1 =

∀&∀S( s0) K  ( s0 # s1) &K  ( sm- 1 # s)dsm- 1 &ds1ds0 ,

(8)

( 7)式中  m ( s) 具有明显的物理意义。 m( s) 为由源出

发的粒子,经 m次空间输运和碰撞后,在 P 点产生的

发射密度。因此每作用一次积分算子∀K  ( sl- 1 #

s l )dsl- 1 , 就相当于粒子经历一次空间输运和碰撞。

若将( 8)式改写为概率模型, 不难看出积分算

子∀K  ( s l- 1 # s l )dsl- 1 对应于条件概率 P ( s l s l- 1) ,

即光子在相空间点 sl- 1 状态下从该点输运到相空间

点 s l 的概率。利用统计估计法可得条件概率

P ( s l+ 1 s l ) = exp - ca ( z l+ 1 - z l ) / cos a l ∋

∀( h - z l ) ∀( z l ) , (9)

式中指数部分表示光子从第 l次散射的相空间点 s l

到达相空间点 s l+ 1不被吸收的概率, ca 为单个粒子

的吸收截面与数密度的乘积。类似地积分算子

∀K  ( sm # s) dsm 对应的转移概率为

P ( s sm) = exp - ct ( h - z m) / cos am ∀( cos am) ,

(10)

式中指数部分表示光子从第 m 次散射直接穿透界

面不被吸收的概率, ( 9)式和( 10)式中角度 ai 为光

子第 i 次散射方向与 z 轴的夹角, ct 为单个粒子消

光截面与数密度的乘积。引入权函数

Wm+ 1 = Wmexp - ca ( zm+ 1 - z m)/ cos am , (11)

显然

P0 = W 0exp - ct ( h - z m ) / cos a0 , (12)

为未经散射直接透射的概率, W0 = 1为光子的初始

权重, a0 为入射光方向与 z 轴夹角。于是估计函数

P t = !
%

m= 0

Pm = !
%

m= 0

W m exp - ct ( h - z m) / cos am ∋

∀( cos am ) ∋ (
m

l= 1

∀( h - z l ) ∀( z l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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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子透射率的无偏估计。同理

P r = !
%

m= 1
P m = !

%

m= 1
W mexp - ct (0 - z m ) / cos am ∋

∀(- cos am ) ∋ (
m

l = 1
∀( h - z l ) ∀( z l ) (14)

为反射率的无偏估计。

如果外混合气溶胶中各种组分粒子的个数混合

比例为 c1 : c 2 &: cn , 按比例抽样粒子的种类, 再按照

粒子的粒径分布函数, 抽样出该次散射与光子发生

碰撞的粒子半径大小,计算该种粒子的散射截面、消

光系数及吸收系数, 不对称因子及单次反照率。碰

撞后更新消光系数
ext
i = ! r

2
Q

ext
n( r ) #r . (15)

共跟踪 N 个光子,则透射率 T 和反射率R 为

T =
1
N !

N

P t , R =
1
N !

N

P r . (16)

以城市气溶胶为例, 表 1 中给出了其组成成分

以及混合比例[ 5] 。

表 1 城市气溶胶的组成成分

Table 1 Components of urban aer osol

Aerosol

class

M ix ing

ratio

Size distribution parameter

Mode

radius /∃m

Standard

deviation /∃m

Water

soluble
0. 5945 0. 0285 0. 35

Dustlike 1. 67 ∃ 10- 7 0. 471 0. 400

Soot 0. 4055 0. 0118 0. 301

由于尘状物个数混合比例太小,所以以下计算

中取水溶性气溶胶和烟尘的混合。它们的尺寸分布

函数为[ 5]

n( r ) =
1

r% 2
exp{- [ lg ( r/ rm ) ]

2
/ 2%2 } , (17)

式中 r m 为众数半径, %为标准方差。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图 1计算了采用本文中的蒙特卡罗抽样方法计

算的外混合气溶胶的消光系数随波长的变化情况。

图 1中计算所取各参数如表 1所示。入射角 &定义

为入射方向与 z 轴之间的夹角, 图中取入射角余弦

为 cos &= 1. 0, 光学厚度 ∋= 0. 1。根据众数半径的

大小,图 1 的计算中选取的粒径范围分别为水溶性

气溶胶 0. 01 ~ 1. 0 ∃m, 烟尘气溶胶 0. 01 ~

0. 105 ∃m。图中数据见文献[ 5] , 通过比对可以看

出采用本文中改进的蒙特卡罗方法计算得到的多分

散系外混合气溶胶的米氏消光系数与文献结果吻合

得较好,说明了上述方法的正确性。

图 1 谱消光系数的文献数据与理论计算结果的对比

Fig. 1 Contrast of spectral ex tinction coefficients of

refer ence data w ith those of the Monte Carlo

method used in t his paper

图 2计算了城市气溶胶在不同波长下透射率和

反射率随入射角余弦的变化。图 2计算中所选用的

参数为:外混合气溶胶中水溶性气溶胶及烟尘的折射

率在波长为 300, 400, 550 和 694 nm 时分别为

( 1. 53+ 8 ∃ 10- 3 i) , ( 1. 53+ 5 ∃ 10- 3 i) , ( 1. 53+ 6 ∃

10- 3 i) , ( 1. 53+ 7 ∃ 10- 3 i)及( 1. 74+ 0. 47i) , ( 1. 75+

0. 46i) , ( 1. 75+ 0. 44i) , ( 1. 75+ 0. 43i)
[ 5]
。其中外混

合气溶胶的个数混合比如表1所示。由图2可以看

图 2 透射率和反射率随入射角余弦的变化

Fig. 2 Variation of the transmittance and reflectivity w ith different 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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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相同的入射角,透射率随入射波波长的增大而

增大,反射率则随波长的增大而减小,说明城市气溶

胶对紫外光的消光性能优于可见光波段。在相同波

长下,透射率随入射角余弦的增大而增大,反射率结

果与此相反。这一结果符合基本的物理规律, 当入

射角余弦 cos &增大时,入射光的方向更加趋向于垂

直入射,使得光子通过随机介质的光程变短, 碰撞到

的粒子数目变少,反射率相应的减小,因此透射率随

之增大。

图3计算了城市气溶胶在不同波长下透射率随光

学厚度的变化。图3计算中取入射角余旋为垂直入射

情况。其他参数选取如图 2 中所示。从图 3可以看

出,随着光学厚度的增加,城市气溶胶的透射率显著下

降,尤其是对紫外波段,当气溶胶的光学厚度为1. 1时,

其透射率的理论模拟值仅为 0. 3098,说明紫外波段的

激光在城市混合气溶胶中的穿透能力较差。

图 4计算了相同混合比不同波长下城市气溶胶

透射率随光学厚度的变化情况。入射波长分别取为

300, 400, 550和 694 nm, 垂直入射。图中的城市气

溶胶个数混合比如表1所示, 水溶性气溶胶和烟尘

图 3 透射率随光学厚度的变化

F ig . 3 Var iation o f the transmittance w ith

the opt ical thickness

气溶胶分别指气溶胶单独由该成份组成的情况。由

图 4可以看出,外混合城市气溶胶的传输特性在水

溶性气溶胶和烟尘气溶胶之间, 说明混合气溶胶的

特性是其组成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在相同的

体积混合比情况下, 虽然从组分的分布比率上来说

水溶性气溶胶与烟尘气溶胶的个数混合比差异并非

十分显著,但随着波长由紫外向可见光的增加, 混合

后气溶胶的长波段传输特性更加趋近于水溶性气

溶胶。

图 4 不同组分在不同波长下透射率随光学厚度的变化

Fig . 4 Var iation o f the transmittance w it h the optical thickness in dif fer ent competents

图 5计算了不同混合比下的透射率随光学厚度

的变化情况。入射波波长取为 694 nm , 垂直入射。

图 5中的比例关系是指水溶性气溶胶与烟尘气溶胶

的混合百分比。其中前一项为水溶性气溶胶的体积

分数,后一项为烟尘气溶胶的体积分数。从图 5 可

以看出,在相同的入射条件、光学厚度条件下,气溶

胶中组分的混合百分比将对气溶胶的传输透射率特

性产生显著的影响。即使混合比中仅变化 10%的

组分,对体系的透射率特性也将有明显的影响。由

此可以看出,在外混合条件下,不考虑体积比混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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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将其假定为均匀单一组分,将对气溶胶体系传输

特性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误差。

图 5 不同混合比例下的透射率随光学厚度的变化

F ig . 5 Var iation o f the transmittance w ith differ ent

competent propo rtions

4 结 论
在传统的蒙特卡罗法研究传输问题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了粒径分布和组成成分的随机抽样问

题。研究了不同入射条件、光学厚度及混合比情况

下外混合城市气溶胶体系的传输特性, 计算了外混

合状态下城市气溶胶粒子的消光系数并与文献数据

进行了比较。数值计算结果表明,城市气溶胶对紫

外波段的遮蔽性能要优于可见波段;入射波波长越

短则其在外混合气溶胶中的透射率越低, 穿透能力

越差。同时组成气溶胶的成份变化对其体系的透射

率影响显著。这一更趋近于实际情况的外混合气溶

胶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的建立, 对深入研究多种混合

状态大气气溶胶的传输特性以及人工合成混合烟雾

的多波段遮蔽性能分析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参考价值及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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