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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极轨气象卫星云图定位

网格的一个新方法

王 振 会

提 要

本文介绍一个计算极机气象卫星云图定位 网格 的新方法
,

提高了计算效率
,

,

且不 需要分析等值线
,

避 免了网格制作中因分析等经纬线 而 带来的定位误差
。

以往的极轨气象卫星云图定位网格制作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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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星下点 P 的经度 入。和纬度甲
:

、

E 点大圆弧 乙和方位角 。
,

由下两式解出 E 点的经纬

度(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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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入一 入
一 纯为E 与P的经度差

。

一般地
,

以升交点(甲
S一 。 )为基准

,

星下点每隔 5
’

取一条扫描线
,

每条扫描线上取分点个数M 一 20
,

计算出每个点的经纬度
,

.

然后分析等

经度线和等纬度线
,

得到定位网格
。

为了提高网格制作精度
,

必需多取扫描线
、

增加分

点数
,

且不能用线任内插法分析等值线
。

前两个要求在今天是不难办到的
,

因为可 以使

用计算机来完成
。

但是
,

如何正确地分析等值线
,

却是很难解决的间题
。

增加分点数
,

有助子分析等值线
,

但这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也增加了无效的计算量
,

因为很多

分点的值在分析等值线时并不起很大的作用
。

为此
, ‘

本文提出网格制作的新方法
。

一
、

基 本 原 理

自球面三角形N F E 的余弦定理

c tg 乙c o s 甲s一 s in 印s c o s a + s in a c tg △入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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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g 乙一 (

s in 印s e o s a + s in a e : g 么入)/ e o s甲。 ( 4 )

在给定的扫描线Q
‘

Q 上
,

( 4 )式描述了点 E 的经度 入与其大圆弧 乙的关系
,

而 ( 1 )式则

描述 E 点纬度 甲与大圆弧 乙的关系
。

因此
,

在星 下点附近
、

扫描线 Q
‘

Q上
,

任 给一点

E
产

其经度入
E通过( 4 )式与其大圆弧饥对应

;
任给一点 F

,

其纬度甲
F
通过( 1 )式与大圆

弧乙F
对应

。

因而
,

只要根据制作 网格所需要的等经纬度线
,

在星下点附近取 经 度 入E和

纬度甲F的一系列
J

故
,

就可以利用( l) 和

( 4 )
,

求出这 些等值线的经纬度值所对

应的大圆弧 乙E和 乙1: 。

把等经纬度线在一条扫描线Q
,

Q上

的 己值 (包括乙
E和乙P

)转化为在图象扫 描

线上豹线性坐标
r

(图 3 )
,

对于象素分

辨率均匀的图象扫描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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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是地球半径
,

H 是卫星高度
,

乙m ax 是最大天底角
:1二二对应的最大大圆弧

。

( 6 )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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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式都是根据图 1 中平面三角形 5 E O 的正弦定理推导出的
。

据式(5 )和 (7 )
,

扫描线

由Q
‘

端到Q 端
,

对应的
r从 一 1到十 1

。

根据m 二 r 又M / 2
,

又可转换为分点坐标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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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与网格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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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一 55
.

40 乙二
: 二
二 1 3

.

7 0 7
。 ,

!甲
S
}、

二

一 8 1
.

1
。 ,

H 二 8印

k m
,

轨道倾角 i 一98
.

旷(精确的轨道参数可查轨道报 )
,

高分辨率云图扫描线象素分辨

率是不均匀的
,

而低分辨率云图扫描线象素分辨率可以认为是均匀的
。

根 据 式(4 ) 租

( 1 ), 可以得到适合于计算机计算大圆弧 乙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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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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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解恳
E
或己

F
取值合理的标准是 1乙1( 各二

。 x .

在自星下点沿扫描线向两侧计算网格经纬度线的位置时
,

此标准用来判断对一条扫描线

的计算是否完成
。

从星下点甲
s一 。

‘

到 甲s ~ 81
.

1
。 ,

每间隔5
’

取一条扫描线
,

共有18 条扫描线
.

若 按 以

往算法
,

每线取20 等分
,

则需计算出7 20 个经纬度值
,

才能作网格
。

而采用 新方 法
,

网

格的经纬度间隔分别取 5
’ ,

只需要计算 18 7个数
,

计算机时间大约为原方法的一半
.

若

对高纬度的经度间隔取大一些
,

则所用机时更少
。

但更重要的是
,

新方法计算出的是网

格的经纬度等值线在一条扫描线上的线性坐标位置
,

从根本上消除了
“

分析
”

等值线所

带来的误差
,

这一优点在图象的边缘显得更为重要
。

由于新方法作网格不需要进行等值

线分析
,

这不论对于网格的手工制作还是计算机制作都带来极大的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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