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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同时测量微波信号的折射和吸收信息，低地球轨道卫星间（LEO-LEO）微波掩星探测技术能够独立反演

温度和水汽廓线。通过仿真手段，首先，正演模拟了微波信号穿过大气层后由折射和吸收效应分别导致的相位延迟和振

幅衰减，在此基础上，对温度、水汽和云中液态水反演廓线进行了个例分析，然后，统计分析了温度和水汽在不同纬度

带的反演性能，以及云对反演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度在约 35 km 以上存在明显正偏差，高纬度的最大，中纬度次

之，低纬度最小。水汽反演误差在约 4 km 以下明显增大，低纬度的最大，中纬度次之，高纬度最小。有云存在时，需

要去除云的吸收作用，否则温度和水汽会出现明显的正偏差。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发展 LEO-LEO 掩星探测计划提供了理

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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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利用低地球轨道 LEO（Low Earth Orbit）卫星间微波信号对大气进行掩星探测，是在全球导航定

位系统 GNSS（Global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System）无线电掩星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掩星探测

方法[1-3]。GNSS-LEO 无线电掩星 GRO（GNSS-LEO Radio Occultation）在对流层较暖区域存在“温度-
水汽模糊”问题，仅利用折射作用无法分离温度和水汽对折射率的贡献[4-7]，针对此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研究人员开始考虑采用高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 导航信号的水汽吸收线附近的微波信号，基于

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的折射和吸收效应，获取电磁波信号的相位延迟和振幅衰减信息，从而在没有辅

助背景信息的情况下同时反演获得温度和水汽廓线[8-10]。LEO-LEO 微波掩星 LMO（LEO-LEO Microwave 
Occultation）信号可以穿透云层，弥补卫星可见光、红外遥感在这方面的缺陷[11]，具有高垂直分辨率、

高精度、全天候、自校准、无需定标、长期稳定等优点[12]，可为现有的探测方法提供相互比对和补充，

其探测资料将对提高数值天气预报精度、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大气模式研究和数据同化等方面都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研究意义[13]。 
LEO-LEO 微波掩星探测概念自提出以来，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在探测技术

方面，主要包括 LEO-LEO 掩星轨道设计研究、相关载荷研制和原理样机地面试验验证等[14-18]。在反演

技术方面，Feng 等和 Kursinski 等利用相邻频率的信号强度比消除散焦、闪烁和衍射等非吸收效应，得

到仅由吸收引起的大气吸收系数，建立了 LEO-LEO 微波掩星的虚部折射率反演算法，结合已有的

GNSS-LEO 无线电掩星的实部折射率反演算法，同时反演得到了温度和水汽廓线[2,19]。在此基础上，

Kirchengast 和 Gorbunov 等开发了端到端的仿真反演计算模型，并进行了系列端到端的仿真反演实验[20-22]，

初步证明了 LEO-LEO 掩星探测地球大气的可行性和探测能力。 
由于技术条件、风险控制和预算调整等多种原因，目前国内外仍没有在轨实现的 LEO-LEO 掩星探

测计划[23]。对 LEO-LEO 微波掩星的反演技术研究也非常缓慢，特别是国内，关于反演技术方面的研究

几乎不见报道。为了发展 LEO-LEO 掩星探测技术，使我国相关研究能力达到国际水平，进而探测得到

精度尽可能高、高度范围尽可能大的温度和水汽廓线，仍需要对 LEO-LEO 微波掩星的反演技术开展大

量且深入的研究。 
本文通过仿真模拟手段，对 LEO-LEO 微波掩星反演温度和水汽廓线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介绍了

LEO-LEO 微波掩星的基本探测原理和反演方法，分析了微波信号的基本吸收特征，通过仿真模拟手段，

正演模拟了微波掩星信号穿过大气层后引起的相位延迟和振幅衰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反演实验，对温

度、水汽和云中液态水的反演个例进行了分析，然后

统计分析了温度和水汽在低、中、高纬度带的反演性

能，并研究了云层对温度和水汽反演精度的影响。 

1  原理和方法 
LEO-LEO 微波掩星探测是指两颗低轨道卫星

（LEO）分别运动到地球的两侧时，其中一颗作为发

射卫星，另一颗作为接收卫星，由发射卫星发出微波

信号，穿过地球大气到达接收卫星。由于两颗 LEO
卫星之间的相对运动，发射信号从大气层顶逐渐切过

整层地球大气直到地球表面，或者由地球表面逐渐切

到大气层顶的过程，称为发生了一次下降（或上升）

LEO-LEO 掩星事件[12]。 
图 1 是 LEO-LEO 掩星观测几何关系示意图。图中， TxLEO 是发射卫星， RxLEO 是接收卫星； Txr 是

发射卫星到局部曲率中心的距离， Rxr 是接收卫星到局部曲率中心的距离， TxRxr 是发射卫星和接收卫星

图 1  LEO-LEO 掩星观测几何关系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view of LEO-LEO occultation 

observation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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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距离； Tx 是发射卫星的速度， Rx 是接收卫星的速度；  是信号入射方向与 Tx 的夹角， 是信

号出射方向与 Rx 的夹角； Tx 是信号入射方向与 Txr 之间的夹角， Rx 是信号出射方向与 Rxr 之间的夹角；

 是发射机速度与位置矢量之间的夹角， 是接收机速度与位置矢量之间的夹角； 是发射机和接收机

位置矢量之间的夹角； a是碰撞高度， 是弯曲角。 
在 LEO-LEO 微波掩星观测中，采用 22.23 GHz 和 183.31 GHz 水汽吸收中心线附近的频率作为发射

频率探测地球大气，地球大气介质不仅通过折射影响信号的传播路径，还通过吸收影响信号振幅，在这

种情况下，大气折射指数被认为是复数，表示为 cn ，则复大气折射率为   61 10c cN n   ， icN N N   ，

N 表示实部折射率，N 表示虚部折射率，i 表示虚数单位。根据 Snell 定律，折射作用导致信号传播路

径发生弯曲，如果已知卫星的精确位置和速度，可以通过相位的测量计算出弯曲角 ，相位是第一个可

观测到的变量[24,25]。根据 Bouguer-Lambert-Beer 定律，由于吸收作用，第二个可观测到的变量是振幅衰

减，通过测量的振幅，可以导出大气透过率 Ti。在球对称大气假设下，弯曲角 和每个频率通道 i的大

气透过率 Ti可以表示为： 

 

 
 

 

 
   

22 2

22

d ln12 d
d

exp 2 d

j

j

j j r
j

i j i
r j j

n
a a r

rr n a

n rT a k r
n r n r









  

  
  

   
    




 （1） 

式中， ja 是垂直高度层 j处的碰撞高度，  sinr n a a  ，r是射线到地心的距离， 是射线路径与径

向的夹角， jr 是从地心到掩星切点的径向距离，此时 等于 π 2 ，则  j j jr n a a  。 

分别对式（1）中弯曲角 和大气透过率 Ti的表达式进行 Abel 积分变换，可以得到实部折射指数 n
和每个频率通道 i的大气吸收系数 ki，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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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部折射率 N 和每个频率通道 i的虚部折射率 iN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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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 Cj jz r R  ， jz 是对应 ja 的大地高度层， CR 地球局部曲率半径， if 是信号频率。 

最后，联立实部折射率方程、虚部折射率方程（每个频率对应一个方程）、大气静力平衡方程以及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建立非线性方程组[20]，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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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p是总气压，e是水汽压，T是温度，lwc是云中液态水含量，  是密度； dm 是干燥空气的

平均分子质量，R是通用气体常数， vT 是虚温。在每一高度层求解非线性方程组，至少有四个方程可用

于约束密度、气压、温度和水汽四个未知变量，非线性方程组是超定的，不需要引入任何辅助背景场，

即可独立求解得到温度和水汽廓线，从而克服 GRO 探测存在的“温度-水汽模糊”问题[26]。此外，当采

用的频率通道足够时，可以同时将云中液态水含量作为副产品反演出来[12,27,28]。 

2  信号正演仿真模拟 
LEO-LEO 微波掩星探测的原始观测量是电波信号的相位和振幅，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在轨实现的

LEO-LEO 掩星探测计划，在没有实测数据的情

况下，可以通过理论计算正向模拟出掩星观测的

信号相位和振幅。 
首先，模拟发射卫星和接收卫星的轨道位置

和速度信息。有关仿真轨道参数设置见表 1。星

座采用太阳同步轨道，由 4 颗 LEO 卫星组成，

分为发射卫星和接收卫星两组，每组各 2 颗卫星，

分布在同一轨道面内，两组卫星分别运行在

600 km 和 550 km 高度轨道上，反向运行。利用

表中参数，分别进行了 1 天、3 天、7 天和 1 个月的 LEO-LEO 掩星事件仿真模拟实验。 
图 2 给出了 LEO-LEO 掩星事件的位置分布，1 天共有 240 个掩星事件，上升和下降掩星事件各 120

个，各纬度均有掩星事件分布，但数量分布不均匀；3 天共有 718 个掩星事件，上升和下降掩星事件各

359 个，各纬度数量均匀分布，基本覆盖全球；7 天共有 1 678 个掩星事件，上升和下降掩星事件各 839
个，各纬度数量密集分布；1 个月共有 7 194 个掩星事件，上升和下降掩星事件各 3 597 个，各纬度数量

均匀密集分布。LEO-LEO 掩星探测可为极区、海洋、沙漠等地区提供更多的大气参数信息。  

 
图 2  LEO-LEO 掩星事件位置分布：“△”代表上升掩星事件，“▽”代表下降掩星事件 

Fig. 2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LEO-LEO occultation events: ＂△＂ represents a rising occultation event, 
and ＂▽＂ represents a setting occultation event 

表 1  LEO-LEO 掩星事件仿真卫星轨道参数设置 
Table 1  LEO-LEO occultation event simulation 

satellite orbit parameter setting 
轨道参数 接收卫星（两颗） 发射卫星（两颗）

轨道高度 550 km 600 km 
偏心率 0 0 

轨道倾角 97.41° 97.60° 
降交点地方时 12 点 0 点 

轨道周期 5 676.98 s 5 738.99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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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 2 模拟的卫星轨道数据作为输

入，给定信号初始方向和大气背景场等参

数，利用三维射线追踪方法可以模拟发射

信号经过地球大气到达接收机的射线传播

轨迹，得到指定采样率下每个信号频率的

模拟附加相位和大气损耗（散焦）[12]。在

LEO-LEO 微波掩星探测中，除了由散焦引

起的大气损耗，还要考虑吸收引起的大气

损耗，两者组成总的大气损耗，利用毫米

波传播模型（MPM93），可以沿每条射线

路径逐点计算得到大气吸收衰减[29-31]。图 3
给出了 1 GHz~200 GHz频率范围内不同湿

度条件下水汽吸收系数与频率的关系，吸

收系数以对数形式表示。 
由图 3 可知，在 1 000 hPa 气压层，水汽

在 22.23 GHz 和 183.3 GHz 附近均吸收强烈，

对不同湿度条件非常敏感，22.23 GHz 附近的

水汽吸收系数在 0.01 dB/km~1 dB/km 之间，

183.31 GHz附近的水汽吸收系数在1 dB/km~ 
100 dB/km 之间，其量纲是 22.23 GHz 的 2
倍以上；在 100 hPa 气压层，水汽的吸收强

度变弱，特别是 22.23 GHz 附近的信号频率，

不能灵敏区分不同湿度的水汽吸收强度，而

183.31 GHz 附近的信号频率仍有较灵敏的

特征，能够区分不同湿度的水汽吸收强度；

在 10 hPa 气压层，22.23 GHz 和 183.31 GHz
附近的水汽吸收强度均变弱，均很难区分不

同湿度的水汽吸收强度，无法探测到水汽信

息。因此，为了探测获得尽可能高范围的水

汽信息，需要在不同高度范围内使用不同的

探测频率，一般利用 22.23 GHz 探测对流层

中低层的水汽信息，利用 183.31 GHz 探测

对流层上层至平流层下层的水汽信息。 
下面采用 FASCODE 中性大气模式和

3D_NeUoG 电离层模式（F10.7=80）作为大

气环境背景场进行 LEO-LEO 微波掩星信号

的仿真模拟实验。为了能够独立测量从近地

面到平流层下层的湿度信息，选用了位于

22.23 GHz 和 183.31 GHz 附近的 5 个频点，

分别在X波段、K波段和M波段，即9.7 GHz、
17.25 GHz、22.6 GHz、179.0 GHz和182.2 GHz，
探测采样率均为 10 Hz。图 4 分别给出了

图 3  不同湿度条件下 1 000 hPa、100 hPa、10 ShPa 气压层

的水汽吸收系数谱线 
Fig. 3  The water vapor absorption spectra at 1 000 hPa, 100 hPa
and 10 hPa pressure layers under different humidity conditions

              （a）                           （b） 

                （c）                         （d） 
图 4  中纬度上升掩星事件和热带下降掩星事件的模拟相位

延迟和大气损耗 
Fig. 4  Simulation excess phase and atmospheric loss of the 
rising occultation event in the middle latitude and the setting 

occultation event in the tr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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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升和一个下降掩星事件的相位延迟和传播损耗。上升掩星事件位于北半球中纬度（37.97°N，

71.16°W），MLS（Mid-Latitude Summer）代表中纬度夏季大气，下降掩星事件位于热带赤道附近（1.5°N，

92.25°E），TRO（Tropic）代表热带大气。 
由图 4（a）可知：中纬度上升掩星事件的持续时间为 35.0 s，由近地面（0 s）上升到 80 km（35.0 s），

相位延迟在近地面最大，为 481.1 m，然后随时间增加呈指数递减。由图 4（b）可知：不同信号频率呈现不

同程度的衰减，在 0 s~12 s 内，信号在 9.7 GHz 衰减最弱，衰减最大值为 12.3 dB，在 17.25 GHz 和 22.6 GHz
衰减逐渐增强，最大值为 18.8 dB 和 55.4 dB，信号在 179.0 GHz 和 182.2 GHz 衰减严重，在 0 s~6 s 内，大

气损耗均大于 200 dB。由图 4（c）可知：热带下降掩星事件的持续时间为 39.4 s，由 78.7 km（0 s）下降

到近地面（39.4 s），相位延迟随时间增加呈指数递增，在近地面达到最大值 678.2 m。由图 4（d）可知，

随着时间增加，掩星切点高度逐渐下降，信号频率的衰减逐渐增强，在 26 s~39.4 s 内，信号在 9.7 GHz 衰

减最大值为 17.2 dB，在 17.25 GHz 和 22.6 GHz 分别为 35.8 dB 和 142.8 dB，在 179.0 GHz 和 182.2 GHz 衰

减最严重，损耗均大于 200 dB。可以发现：热带掩星事件的相位延迟比中纬度掩星事件的大，信号的损耗

更强烈，这是由于热带对流层的温度更高、水汽信息更丰富，信号的传播路径延迟更明显、衰减强度更大。 

3  反演结果 
3.1  反演个例分析 

下面利用模拟得到的相位延迟和振幅衰减进行反演实验，首先进行反演个例分析。图 5 是由图 4 中

中纬度掩星事件和热带掩星事件的相位延迟和大气损耗，分别反演得到的实部折射率和虚部折射率廓线

及其反演误差。 

 
              （a）                  （b）                   （c）                      （d） 

 
             （e）                    （f）                   （g）                      （h） 

图 5  实部折射率和虚部折射率反演廓线及其误差 
Fig. 5  The retrieved real refractivity and imaginary refractivity profiles and th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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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和 5（e）给出了从近地面到平流层顶（0 km~50 km）的实部折射率廓线，实部折射率与

频率无关，五个信号频率对应一条反演廓线。实部折射率随高度降低呈指数增大，中纬度和热带掩星事

件的实部折射率在对流层底层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240.24 N-units 和 275.47 N-units，反演相对误差均在

±0.2%之内。图 5（c）和 5（g）给出了从近地面到平流层下层（0 km~25 km）的虚部折射率廓线，五个

频率通道对应五条反演廓线。五个信号频率在通过不同高度大气时遭受到不同量的吸收，在约 12 km 以

上，水汽稀少，22.23 GHz 弱吸收线接近完全透射，183.3 GHz 强吸收线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有效探测

对流层上层水汽信息；在约 10 km~12 km 以下，大气层对于 179.0 GHz 和 182.2 GHz 几乎完全不透明，

信号基本被大气吸收，无法被接收机探测到，两个信号频率不可用，而 9.7 GHz、17.25 GHz 和 22.6 GHz
被大气部分吸收，信号可以穿过大气到达接收机，探测对流层中低层水汽信息。此外可以发现：中纬度

掩星事件的虚部折射率误差在约 10 km~12 km 明显增大（图 5（d）），热带掩星事件在约 14 km~16km
明显增大（图 5（h）），这是对流层顶结构存在引起的。由于对流层低层的水汽更丰富，热带掩星事件

的虚部折射率误差显著增大。 
图 6 是反演得到的温度和水汽廓线及其误差。由图 6（a）和 6（b）可知：中纬度和热带掩星事件

的温度反演廓线与真值廓线均非

常接近，绝对误差基本在±1 K 以

内；在 40 km 以下反演误差减小，

在±0.5 K 以内，热带掩星事件的误

差在约 3.5 km 以下显著增大。由

图 6（c）和 6（d）可知：中纬度

和热带掩星事件在近地面的最大

比湿分别为 2.86 g/kg和 9.59 g/kg，
相对误差基本在±5%以内，在约

20 km 以上，误差随高度明显增

加，在这个高度以上的水汽非常稀

少，导致即使在 182.2 GHz，水汽

吸收也很少。在约 3.5 km 以下，

热带掩星事件的水汽误差再次变

大，基本在±10%以内。 
图 7 给出了有云存在时反演

得到的云中液态水含量廓线及其

误差。中纬度掩星事件的云参数设

置为：云层中心高度为 4.5 km，云

厚度为 0.5 km，液态水含量为

0.4 g/m3；热带掩星事件的云参数

设置为：云层中心高度为 3.5 km，

云厚度为 0.8 km，液态水含量为

0.6 g/m3。反演结果表明：液态水

含量反演廓线和真值廓线比较接近，较好地呈现出中纬度在 4.5 km 附近厚度为 0.6 km 的云层和热带

3.5 km 附近厚度 0.8 km 的云层，绝对误差基本在±0.2 g/m3 以内。 
3.2  反演统计分析 

下面进一步采用近实际大气的 ECMWF 模式数据作为中性大气背景场，统计分析了温度和水汽廓线

在不同纬度带的反演性能。全球被划分为低纬度带（Low-latitude，30°S~30°N）、中纬度带（Mid-latitude，

                  （a）                             （b） 

                 （c）                            （d） 
图 6  温度和水汽反演廓线及其误差 

Fig. 6  The retrieved temperature and water vapor profiles and th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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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N~60°N 和 30°S~60°S）和高纬

度 带（Hight-latitude ， 60°N~90°N ；

60°S~90°S）。采用的 ECMWF 数据

是 2019 年 7 月 15 日的 ERA-Interim
模式层数据，包括：温度、水汽、云

中液态水等变量信息。在各纬度带分

别选取 60个LMO掩星事件的反演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图 8 是温度在不同纬度带的反演

统计误差。在约 35 km 以上，平均绝

对偏差在各纬度带随高度升高均明

显增大，高纬度的误差最大，中纬度

的次之，低纬度的最小，并出现了明

显的正偏差，除了高纬度带，RMS 误差在 40 km 以上基本在 2 K 以内。这一方面是因为静力学方程向

下积分时初始值误差向下传导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高度升高，大气变得越来越稀薄，信号的信

噪比越来越低，误差越来越大，高纬度带相比中低纬度，大气更稀薄，反演误差更大。在约 10 km~35 km，

各纬度带的反演精度较高，偏差均在±0.2 K，RMS 误差均小于 0.4 K。值得注意的是，低、中、高纬度

带在约 16.5 km、11 km 和 10 km（图 8（d）、8（f）和 8（h））均有一个明显的误差凸起，这是对流

层顶引起的。在约 4 km 以下，各纬度带的反演误差随高度降低均明显增大。 

 
                  （a）                  （b）                   （c）                   （d） 

 
                  （e）                  （f）                   （g）                  （h） 

图 8  温度反演廓线及其统计误差 
Fig. 8  The retrieved temperature profiles and statistical errors 

                （a）                            （b） 

图 7  云中液态水含量反演廓线及其误差 
Fig. 7  The retrieved liquid water content profiles and th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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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是水汽在不同纬度带的反演统计误差。各纬度带的 RMS 误差基本在 10%以内，满足探测精度

需求。在约 18 km 以上，各纬度带的反演误差均随高度升高而逐渐增大，这是因为大气湿度随高度升高

而越来越小，在同样观测噪声的情况下，信噪比越来越低，误差越来越大。在 4 km 以下，平均相对偏

差在各纬度带随高度降低均明显增大，低纬度的误差最大，中纬度的次之，高纬度的最小。这是因为相

比中、高纬度带，低纬度带在对流层低层的水汽信息更丰富，电波信号衰减更强烈，信号信噪比更低，

信号有可能弱到无法到达接收机，因此反演误差最大。 

 
                 （a）                  （b）                  （c）                   （d） 

 
                 （e）                  （f）                   （g）                  （h） 

图 9  不同纬度带的水汽反演廓线及其统计误差 
Fig. 9  The retrieved water vapor profiles and statistical errors 

LEO-LEO 微波掩星信号在穿过云层时会被不同程度地吸收衰减。下面分析了云中液态水对温度和

水汽反演性能的影响。图 10 给出了温度和水汽在晴空、有云及忽略云层情况下的统计反演误差。云中

液态水一般分布在 8 km 以下，温度和水汽的反演精度在 8 km 以上基本不受其影响。在约 4 km~8 km 的

高度，在有云时与晴空情况下，温度的 RMS 误差均在 0.5 K 以内，水汽的 RMS 误差均在 4%以内。在

约 4 km 以下，温度和水汽的反演误差随高度降低均明显增大，在晴空时存在正偏差，在有云时存在负

偏差。如果有云时忽略云层对吸收的贡献，将其作为晴空条件进行反演处理，在约 8 km 以下，温度和

水汽的偏差、标准差和 RMS 误差随高度降低均显著增大（图 10（c）和 10（g）），出现了明显正偏差，

在约 6 km 以下，温度和水汽的 RMS 误差分别大于 1 K 和 10%（图 10（d）和 10（h））。因此，在反

演温度和水汽廓线时，如果有云层存在，需要将云对吸收的贡献从总吸收中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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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f）                  （g）                 （h） 

 

图 10  在晴空、有云及忽略云层情况下温度和水汽的反演误差 
Fig. 10  The retrieval errors of temperature and water vapor profiles in clear, cloudy and ignore cloudy conditions 

4  结束语 
本文从 LEO-LEO 微波掩星信号在大气中传播的正向模拟出发，首先分析了微波信号的基本吸收特

征，采用 22.23 GHz 和 183.3 GHz 附近的五个频率通道进行了信号仿真模拟，分析了一个中纬度上升和

一个热带下降掩星事件的相位延迟和传播损耗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反演实验，对五个信号频率的实

部折射率和虚部折射率廓线及其反演误差特性进行了分析，在不引入辅助大气背景情况下，同时反演得

到了温度和水汽廓线，以及副产品云中液态水廓线。最后，统计分析了温度和水汽在低、中、高纬度带

的反演性能，并研究了云中液态水对温度和水汽反演精度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LEO-LEO 微波掩星信号在通过不同高度大气时受到不同量的吸收，采用位于弱吸收线 22.23 GHz

附近的 3 个频点及强吸收线 183.31 GHz 附近的 2 个频点，能够测量从近地面到平流层下层的大气湿度

信息。温度的平均绝对偏差在约 35 km 以上随高度升高均明显增大，高纬度的误差最大，中纬度的次之，

低纬度的最小，并出现了明显的正偏差。在约 10 km~35 km 的高度，温度的反演精度在各纬度带均很高，

RMS 误差均小于 0.4 K。在约 4 km 以下的高度，由于大气折射和吸收效应更强，温度反演误差随高度

降低而明显增大。水汽的平均相对偏差在约 4 km 以下随高度降低也均明显增大，低纬度的误差最大，

中纬度的次之，高纬度的最小。在约 18 km 以上的高度，各纬度带的反演误差均随高度升高而逐渐增大，

但 RMS 误差基本在 10%以内，满足探测精度需求。在反演温度和水汽廓线时，如果有云存在，需要将

云的吸收从总吸收中去掉，否则温度和水汽的反演误差在约 8 km 以下会显著变大，出现明显的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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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LEO 掩星探测技术是未来无线电掩星探测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进一步发展 LEO-LEO 微波掩

星探测技术，得到探测精度尽可能高的温度和水汽廓线，仍需要提高 35 km 以上温度反演精度，以及约

4 km 以下温度和水汽反演精度。未来可以从探测技术和反演技术两个角度开展研究，一方面尽可能提高

载荷的探测信噪比，另一方面通过大量仿真反演实验，评估影响温度和水汽反演性能的各种因素，不断

改进优化反演算法，从而提高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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