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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光学遥感数据的应用过程中, 地表太阳辐照度的量化问题对于遥感数据的获取和地表地物特性的

反演等工作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地表太阳辐照度的定量计算又依赖于辐射源、目标物和传感器三者

之间的几何关系以及目标地物的地表特征。利用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的计算模型,对不同时间、不同山区地

形下的地表太阳辐照度进行了定量模拟,用三维图的方式分析了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间、地形坡度、坡向的变

化规律,为光学遥感中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空变化的量化关系分析提供了更直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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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阳反射光谱区( 0. 35~ 2. 5 Lm) , 山区地

表的入射太阳辐照度可分为以下 3 个部分: ¹ 太

阳直射光辐照度; º 天空散射光辐照度; » 邻近

地表反射光辐照度。由于受大气、周围地形、目标

地物自身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太阳辐照度表现出

各向同性或各向异性特征,不同目标物的入射辐

照度的分布可能产生很大差异 [ 1]。如在山地丘陵

等地表起伏较大的地区,地形对地表接收的辐射

亮度影响就非常明显,阳坡会接收到更多的光照,

同种地物在遥感影像上表现得要更亮一些,而阴

坡在影像上则表现得暗淡一些, 而且不同高程的

地表辐射受大气影响的差别很大, 这就导致地表

覆盖类型相同的目标地物具有分散的辐射亮度。

可见,对于不同时刻、不同地表地形,其大气条件、

高程、坡度、坡向的不同以及与太阳的相对位置的

变化,对地表太阳辐照度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坡

度、坡向地表的入射太阳直射辐射差异很大, 低太

阳高度、高地形起伏区域地形产生阴影突出, 此

外,天空散射光以及邻近坡地的交叉辐射也受地

形条件影响,这使得起伏地形下地表太阳辐照度

的计算分析变得非常复杂 [ 2]。

在光学遥感数据的应用过程中,遥感数据的

获取、地表地物特性的反演等工作都涉及到地表

太阳辐照度的量化问题。对于山区地表的太阳辐

照度的计算和模拟分析,国内外很多学者基于天

文理论和地形的 DEM 模型对不同尺度的地形影

响进行了研究,考虑了太阳时角、地形坡度、坡向

以及地形遮蔽等对太阳辐照度的影响 [ 2, 3] , 但还

没有文献将时空变化对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进行

一个直观模拟。为了更好地分析山区起伏地形对

地表太阳辐照度的影响, 本文基于已有理论, 以厦

门地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等 4个典型节气日

为例,利用 6S软件对不同时间、不同山区地形下的

地表太阳辐照度进行了定量模拟,用三维图的方式

表示出了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间、地形坡度、坡向

的变化规律,为光学遥感中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

空变化的量化关系分析提供了更直观的依据。

1  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的计算

考虑到山区起伏地形不仅受大气的影响, 也

受地形条件的影响, 山区地表入射太阳辐照度表

达式表示为[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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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 k) V d + Ea

(1)

co si = cosHsco sS + sinSsinHscos( U- A) (2)

式中, Hs 为太阳天顶角; U为太阳方位角; S 为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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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坡度; A 为坡面坡向。

从式( 1) ~ 式( 2)可知, 对于有地形起伏的地

表,太阳总入射辐射不仅与时间有关, 还与目标地

表的坡度、坡向有关。这可以根据时间和目标地物

的地理位置,利用 6S 模拟当时平坦地表下太阳直

射辐射和散射辐射,然后代入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

的计算公式,模拟得出时间、地形坡度、坡向对太

阳辐照度的影响关系。由于邻近地表的反射辐射

对目标地物的总入射辐照度的贡献与当地地形的

具体特点有关[ 8] ,所以在后面的模拟中没有考虑。

2  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空变化的模
拟

  从前面的公式知道,山区地表太阳辐照度与

太阳相对于目标地物的几何位置有关, 不同时刻

相对于目标地物的太阳天顶角和方位角不同, 到

达水平地表的太阳直射辐射和散射辐射也不

同[ 9] , 本文先对典型节气日的水平地表太阳辐照

度进行计算,然后在此基础上模拟得到不同时刻

山地地表太阳辐照度随地表坡度、坡向变化的三

维模拟图。

2. 1  典型节气日太阳辐照度分布情况

地球绕太阳公转过程中, 由于地轴与轨道平

面始终保持着大概 66b34c的夹角,引起太阳直射

点在南北纬 23b26c之间往返移动,并决定了太阳

可能直射的范围。对于某一特定地区, 在一年中

的不同时期,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存在差别, 而一

天中的不同时间也存在差别。本文以经纬度为

( 24. 5bN, 118. 1bE)的厦门地区为例, 利用 6S 软

件
[ 10]
对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和冬至日 4 d内不

同时刻接收的太阳辐照度进行模拟计算。

6S设置如下: 输入相应的格林威治时间; 春

分日和冬至日选择中纬度冬季气候模式,夏至日

和秋分日选择中纬度夏季气候模式;大气成分为

默认, 选择乡村型气溶胶模式, 能见度选择

23 km ;计算波段为 0. 38~ 0. 76 Lm; 观测位置为

水平地表面[ 11]。

对厦门地区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冬至日

4 d中北京时间从早上 7点到下午 17点每隔一个

小时地表接收的太阳总辐射值和漫总比进行了计

算统计,如图 1所示。

图 1  能见度为 23 km 时厦门地区地表接收的太阳

辐射(单位: W/ m2/ mic)与时间的关系分布图

F ig. 1 Distribution o f Ground Irr adiance Chang ing

with T ime at 23 km V isibility

图 1是在不考虑地形影响时时间对地表太阳

辐照度的影响模拟。从图 1( a)可见, 春分日、夏

至日、秋分日、冬至日当地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

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即夏天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

最大,而冬天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最小,而且一天

当中中午 12点地表接收的辐射最大,而早上 7点

和下午 17点则最小。这是因为在夏至或是一天

的中午,太阳天顶角相对较小,太阳辐射大部分以

太阳直射的形式照射到地面; 而在春分、秋分、冬

至日,太阳天顶角变大,太阳辐射被散射和大气吸

收损失掉的部分增大,从图 1( b)对一天当中的漫

总比的模拟计算结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2. 2  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空变化的模拟分析

为了定量地对时间、地形对地表接收的入射

辐射的影响进行分析, 分别计算春分日、夏至日、

秋分日、冬至日 4 d 中不同时刻的太阳天顶角和

方位角,如表 1所示,其中时间为北京时间。

表 1 不同时间厦门地区( 24. 5bN, 118. 1bE)的太阳天顶角和方位角

T ab. 1 Solar Zenit h and Azimuth at Differ ent T ime in Xiamen ( 24. 5bN, 118. 1bE)

北京时间
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

7点 12点 17点 7点 12点 17点 7点 12点 17点 7点 12点 17点

天顶角/ (b) 80 25 73 70 2 66 76 25 77 88 48 86

方位角/ (b) 95 171 262 107 116 254 97 180 264 117 178 242

  对于特定时刻, 太阳天顶角和方位角已知,水

平地表的太阳辐照度已由 6S 计算得到,则选取地

形坡度范围为 0~ 80b, 方位角(为太阳与地形坡

向的相对角度)选取 0~ 360b。代入式( 1) , 就可

以得到不同的坡度、坡向下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

射。图 2用三维图方式表示出了地表太阳辐照度

随时间、地形坡度、坡向的变化规律。由于篇幅有

限, 只列出了夏至日和春分日两组图。其中 z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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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单位为 W / m
2 / m ic;水

平坐标为坡度、坡向组成的极坐标系,坡度对应半

径坐标轴,坡向对应弧度坐标轴, 单位为(b)。图

中正坡度表示朝向太阳方向, 负坡度表示背向太

阳光,坡度为 0b的方位上分别为太阳主平面方向
和垂直太阳主平面的方向。

图 2  不同时间地表接收的太阳辐照度随坡度坡向变化的三维分布图

F ig. 2 3D Distr ibut ion of G round I rradiance Changing w ith Slope and Aspect at Different T ime

  从图 2可以看出,中午 12点的太阳天顶角比

较小,所以地表接收到太阳辐射的范围比较大,而

且太阳辐射强度较强, 4个节气日中夏至日 12点

的太阳天顶角最小, 各个方位角方向都能接收到

太阳辐射, 而春分、秋分、冬至部分背向太阳的区

域由于直射辐射为 0, 只有散射辐射,存在阴影区

域。上午 7点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与 12点的

相比,太阳天顶角变大,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强度

较小,在朝向太阳的方向都能接收到太阳辐射,而

在背向太阳的方向存在很大的阴影区。

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出地形坡度、坡向对地表

太阳辐照度的影响, 对太阳主平面和垂直平面方

向上的地表太阳辐照度随时间、坡度、坡向的变化

用二维坐标形式表示如图 3所示。

图 3  在太阳主平面和垂直主平面, 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随坡度的变化分布图

F ig. 3 Distribution o f Ground Ir radiance Chang ing w ith Slope and Aspect at Sola r Pr incipal P lane and Vertical Plane

  从图 3可以看出,在主平面方向,对于太阳天

顶角较小的中午 12点,朝向太阳的一面无论坡度

大小都接收到了太阳辐射,而且地表接收的太阳

辐射最大值出现在主平面朝向太阳的坡面上, 但

由于受太阳天顶角、方位角的影响,最大值对应的

坡度在 0~ 80b范围变化; 背向太阳的一面, 太阳

辐射强度随坡度的增大而减小, 在坡度较大区域

由于只有散射辐射而存在阴影区域。而对于太阳

天顶角较大的上午 7点, 太阳总辐射强度较 12点

小很多,在朝向太阳的方向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较

强, 太阳辐射出现最大值点; 在背向太阳的方向,

则只有坡度较小时有较小的太阳辐射, 坡度增加

到一定角度后, 就只有散射辐射而形成较大的阴

影区域。

在垂直主平面方向, 当太阳天顶角较小时,地

表接收的太阳辐射相对于坡度基本呈对称形式,

随着坡度角的增大, 地表接收的辐射减小。

3  结  语

通过对山区起伏地形地表的入射太阳辐照度

与时间、坡度、坡向之间的关系进行三维模拟,可

以很直观地看出,太阳天顶角越小,地表接收到的

太阳辐射越强,太阳天顶角越大,地形对地表接收

的太阳辐射的影响越明显;而当地表与太阳相对

方位角较小时,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越强,相对

方位角较大时,则容易产生阴影区域,随着坡度的

不同,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也不同。对于特定的

研究地区, 只要知道地形坡度、坡向和时间,就可

以根据三维图近似得出当时当地的地表太阳总入

射辐照度的分布情况。

本文对地形对地表太阳辐照度的影响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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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是以经纬度为 ( 24. 5bN, 118. 1bE)的厦门地

区为例进行研究的, 没有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大

气状况、云量、地形高程以及周围邻近地形的影响

等,单纯地模拟分析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与时间、

地形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统计结果。但事实上对于

具体的一些情况,如当时当地的天气情况、局部地

形的复杂性、山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海拔等因素对

于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光

学传感器的不同波段对于太阳辐射分布也有影

响,所以在后续的工作中可以收集更多的气象数

据和地区数据, 从而得到更精确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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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the quant ity of surface irradianc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acquisition of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retrieval of surface character, but the quantity

of surface irradiance is based on the geometrical relationship of light source, objects , sensor and the

surface character of objects. Based on the model of terrain surface irradiance, the terrain surface

irradiance with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 ial distribution was quant itatively simulated. The law

between the surface irradiance and the t ime, slope, aspect was show ed with a 3-D coordinate, which

provided a more direct basis for the quant ity relat ionship of the surface irradiance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 ribution in the remote sensing.

Key words: irradiance; slope; aspect ; opt ical remote sensing; 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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