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卷 第 3期

20 0 7年 5月

大 气 与 环 境 光 学 学 报
O J R UNA LO F A TMO SP H E RI C A D NV I E NRO N ME N TA LO P TI C S

M〕1
.

2 N. o 3

May 200 7

综 述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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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简述了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测风的意义
,

报道了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的发展动态
。

综合该领域的发展

情况
,

按探测方式的不同
,

分相干技术和直接探测技术分别讨论了测风激光雷达的应用及其特点
,

比较了各种系统

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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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己 l 吉
一

. 沙 . ` J

风速是气候学研究的重要参数之一
,

大气中风

速的测量对研究全球气候变化
,

提高数值天气预报

的精度
,

监测机场气流
,

优化飞机
、

轮船航行路线十

分重要
,

局部地区风场特征在火箭发射
、

航天飞机

的起飞和着陆以及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世界气象组织 (W M O) 声称全球风场的主动观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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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m

最具意义和挑战性的气象观测之一 11]
。

多普勒测

风激光雷达以其高分辨率
、

高精度
、

大探测范围
、

能提供晴空条件下三维风场信息的能力
,

引起了世

界多个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

美国
、

欧洲
、

日本都投

入了大量的研究
。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利用光的多

普勒效应
,

测量激光光束在大气中传输其回波信号

的多普勒频移来反演空间风速分布
。

多普勒测风激

光雷达的探测方式分两种
:

相干 (外差 ) 探测和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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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直接 )探测方式
.

相干探测技术测量的是回波信

号和发射的激光信号之间的差频信号
,

而直接探测

技术测量的是接收信号和发射的激光能量信号的相

对能量变化
。

本文介绍了基于这两种技术的多普勒

测风激光雷达的发展动态
、

特点及其应用
。

2 相干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

196 2 年 R月b ino w it z
等人最早利用连续光

(C w ) 激光进行光混频 (相干外差探测) 测量 jz[
。

光混频技术的基本原理是
:

激光在大气中传输的回

波信号与系统本征光信号通过光混频器产生差频频

率信号
,

当本征光信号的频率等于发射激光的频率

时
,

差频频率信号大小即等于回波信号的多普勒频

移
,

通过测量差频信号可以计算风速大小
。

相干多普

勒激光雷达就是利用光混频技术实现测风的
。

19 64

年 eY h 和 C u m m in s
首次提出使用光混频技术测量

激光散射信号的多普勒频移的可能性
,

并使用 H e -

N e
激光观察到流水中粒子的散射光频移 阁

。

随后

出现了激光多普勒测速仪
,

1 966 年首次使用相干

激光雷达测风 阂
.

相干激光雷达主要工作在红外

波段
。

2
.

1 气体相干探测系统

由于气体激光器输出光束的方向性好
、

单色性

强
、

输出功率大
。

因此
,

早期的相干激光雷达多数

采用 C O :
激光器 (主要是工作波长在 10 拼m 左右

的大气窗口 ) 作为激光发射源
。

2
.

1
.

1 连续 C O : 相干激光雷达

1 9 70 年
,

H u
价 k e :

建立了第一台探测自然气

溶胶散射的连续 C O :
相干激光雷达系统

,

测得距

离为 35 m 处的径向风速
,

同年该激光雷达用于机

场跑道上空气漩涡的跟踪检测 l“ 一 6 ]
.

于是
,

相干

激光雷达的测风能力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并很快想

到利用机载相干激光雷达来分析飞机飞行中机身周

围的空飞流动情况
。

1 9 71 年
,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

宙航行局 (N A S A ) 用这种系统来测量飞机前 20 m

处小范围内的空气流动
,

实现了气流速度的实时监

测
。

19 7 6 年
,

B r
as h e

ar
S 和 H al l o e k 采用 V A D 扫

描系统
,

测得的风速与风速仪所测得的结果偏差小

于 l m s/
,

探测的高度可以达到 500 m v[]
。

此后

、咦 D 扫描系统便用于大多数地基测风激光雷达
。

198 1年
,

cs h w le s

ow 使用机载激光雷达跟踪海上龙

卷风
,

测得了径向风速廓线分布
,

发现双漩涡结构

比较常见 slI
。

va
u
gh

n
和 Jon es 利用机载系统测量

大气不同高度处气溶胶后向散射系数
,

积累了重要

的实验数据 l” 一 , 0]
。

连续 C O :
相干激光雷达系统较难获得空间距

离上的信息
,

一般只探测几百米以内的范围
.

采用

调频 ( F M ) 连续 C O :
激光系统能增加探测距离

,

主

要用于移动硬目标的测量
,

在探测范围内的速度分

辨率仍然较低 ll[ ]
。

2
.

1
.

2 脉冲 C O : 相干激光雷达

脉冲 C O :
激光器的出现

,

促进了相干激光雷

达的发展
,

尤其是横向激励大气压 ( T E )A 技术的

使用和成熟
,

大大提高了相干激光雷达的测量范围

与距离分辨率 卜“ 一 ` 4 ]
。

早期干洁空气湍流探测的需

要
,

也推动了脉冲 C O :
激光器的发展

。

早期的相干激光雷达采用
“

主振荡器
一
放大

器
”

(M O PA ) 技术以提高脉冲的输出能量
,

19 70

年
,

N A s A /M s F c 在机载相干激光雷达系统中采

用该技术研究干洁空气湍流
、

风切变等 l[ 5 }
。

采

用 M O PA 技术的系统能提高测量范围
,

但效率比

较低
;
而采用 T E A 技术能大大提高测量范围及速

度
、

距离分辨率
.

19 81 年
,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N O A A /w P L ) 使用第一代 T E A /C 0 2
脉冲激光系

统测风
,

可以探测到 10 、 20 ikn 范围内的风速 11 6 1
。

为了得到稳定的激光频率输出
,

N O A A /W P L 采用

了混合 T E A 技术
,

之后便将这种地基系统广泛用

于雷暴流量
、

风能
、

风切变
、

卷云的去极化等方面的

研究
; 19 83 年到 19 86 年

,

他们又采用了 T E A /C O Z

激光注入锁定技术
,

进行了大量的外场实验
。

80 年

代初期
,

机载脉冲 C O Z
相干激光雷达能够得到雷

暴周围的风场及地形特征 l[ 7 一 ` s]
。

为了能得到边界层大范围内气溶胶分布及风

场分布情况
,

N A SA /M S F C
、

N O A A / E T L 和

喷气推进实验室 (J P L ) 联合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

M A C AW S 系统
。

单脉冲能量近 I J
,

测量范

围覆盖对流层及平流层底部 (高度达 30 k m )
,

速度分辨率达 l m /
s

。

与其它遥感设备相比
,

M A C AW S 系统在研究空气动力学过程及其特征方

面的研究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11 ” ]
。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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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 R S / C N E S /M
e t e o R a n e e

及德国 D L R 于 19 9 0 年

开始联合计划组建机载多普勒测风系统 w I N D
,

采

用横向放电方式 (T E ) C O :
激光器

,

脉冲平均能量

是 1 50 m J
、

重复频率为 10 H z
。

1 9 9 9 年得到了整

个对流层内中尺度三维矢量风场
,

此次两国联合实

验的目的是为发射星载测风系统做前期准备 0z[ }
。

相当成熟的 C O :
激光技术

,

提高了相干激光

雷达的探测能力
,

整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期
,

无论

地基系统
,

还是机载系统
,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但 C O :
激光器庞大的体积

,

笨重的质量
,

需要较高

的能量供应
,

以及效率较低是其在星载应用的致命

弱点 [`
, 2 1 ]

。

2
.

2 固体相干探测系统

近二十年来
,

相干激光雷达系统技术进一步成

熟
,

尤其是采用了固体激光器作为发射源
.

固体相干

激光雷达提供了高分辨率风场的测量
。

80 年代末期

出现的单频固体激光器 (波长主要在 1 拼m 和 2 拼m

左右 ) 已经可以用于相干激光雷达 畔 ]
。

2 拼m 的激

光工作物质主要是在各种氧化物晶体 (YA G
,

Y V D
,

L u A G 等 ) 和氟化物晶体 (Y L F
,

Y IL F 等) 中掺杂

T m
、

oT ;1
.

5 拼m 处主要有 N :d 、叭 G + O P O
、

O P O 泵

浦 Y :b YA G 和掺 E r
玻璃

; 1 “ m 处的有 N :d Y A G
。

1
.

5 拼m 工作物质相对稀少
,

较少采用
;
由于人眼安

全方面的考虑
,

较多地采用 2 拼m 激光系统 降” 一 2 4 ]
。

近几年来
,

在提高激光发射能量
,

进一步减小系统

体积
,

提高效率
,

增强探测器的稳定性及降低成本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

2
.

2
.

1 灯泵浦相干激光雷达

1 98 7 年 K an
e
报道了首台灯泵 N :d Y A G 相干

激光雷达
,

但未能测风 哪 ]
。

1 9 8 9年
,

国际相干公司

(C IT ) 经过改进
,

首次使用灯泵 N :d YA G 脉冲相干

激光雷达实现了远距离测风
,

发射脉冲能量为 5 、 8

m J ; 而发射波长在 2 拼m 左右
,

输出脉冲能量在 咒

m J 的灯泵系统的测量范围已超过了 20 km [2 “ 一 2 7 }
。

灯泵固体激光器主要是从 1 9 9 0 年开始常规地

用于风场的测量
,

这种系统可用来获得风廓线
、

机

身周围激发了的漩涡
、

机场风切变
,

并用于军事等

方面
。

灯泵 N :d Y A G 激光器技术成熟
,

价格相对便

宜
,

1
.

06 拼m 激光的大气后向散射系数又 比 10 .6

拼m 的高很多
,

被多数激光雷达系统采用
。

但由于

闪灯寿命有限
、

稳定性差
、

发热量大
、

能量藕合效

率低
、

需要液态冷却系统
,

不适合星载激光雷达
,

而提高光束质量一直是个瓶颈问题
,

因而逐渐被同

期出现的二极管泵浦系统所代替
.

.2 .2 2 二极管泵浦 (D P S S L 全固化 ) 相干激光雷达

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是最近十几年来发展

的热点
。

其主要特点是
:

系统无需制冷
,

泵浦能量

藕合效率高
,

稳定性强
,

光束质量 (主要是 T EM 00

模 ) 好
,

寿命长
,

结构紧凑
。

尤其是 2 拼m 左右的二

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是相干激光雷达的最佳匹配
。

为了提高对小尺度漩涡扰动测量的分辨率和分析精

度
,

促进了 2 “ m 相干激光雷达的发展
。

199 2年
,

C IT 首次建立了 2 户m 二极管泵浦的

全固化相干激光雷达发射系统
,

单频激光脉冲持续

时间是 6 0 0 n s ,

重复频率为 20 0 H z [2 8 ] ; 19 9 5 年
,

C T I 推出了第二代 2 户m 全固化相干激光雷达
,

脉

冲重复频率为 10 0 H z ,

单脉冲能量达 3
.

5 m J
。

与第

一代系统相比
,

其具有更小的体积
,

进行了各种条

件下的实验
。

该系统安装在 C 一 1 30 H 武装直升机进

行从地面至机身的风速测量
,

测得的风场数据用于

机身上火力控制系统
,

以提高导弹发射精度
。

C IT

推出的第三代 2 拼m 全固化相干激光雷达已经在军

事
、

商业
、

气候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卿 }
。

德国 D L R aF lco n
的 2 拼m 相干激光雷达对风

场及大气湍流信息采取了特殊的数据处理方法
,

视

线方向的速度分辨率达几
c m /

s ,

角度扫描空间分

辨率达几 m r a d
,

主要用于激发漩涡小尺度湍流分

析和研究
。

叭硫 y u k i甄
n a g i s aw

a ,

K im i o A s a
ka 等人

报道了 1
.

5 拼m 相干系统 呻】
。

对于 1
.

5 户m 系统
,

其主要优点是人眼可承受的光强要比 2 # m 处高 10

倍以上
。

但这种激光器技术不太成熟
,

效率低
,

未

能广泛应用
。

与 CO :
相干激光雷达相比

,

短波长系统的激光

回波信号容易受空气湍流的影响
,

对接收系统内部

光学镜片也有更高的要求
,

但短波长激光的大气传

输性能优于 C O :
激光

,

因此短波长的相干激光雷达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

现阶段
,

二极管泵浦激

光器价格相对昂贵
,

但是随着应用领域的扩大
,

将

逐渐取代其它激光器作为相干激光雷达的发射源
。

2
.

3 星载相干探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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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激光雷达以大气中的气溶胶为光散射介

质
,

通过分析后向散射信号的多普勒频移获得多普

勒速度信息
,

这种探测体制的速度测量精度较高
,

但是由于一般只能检测气溶胶散射信号的多普勒频

移
,

在全球的大气风场观测应用中受到限制
,

因为全

球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海洋上空的气溶胶密度很低
,

高空大气层的气溶胶密度也很低
。

S P A R C L E 是由美国 N A SA /M S F C 中心负责

的
、

为下一世纪地球轨道任务 E O
一

2 设计的遥测设

备
,

原定计划 20 0 2 年发射
。

系统采用 N A S A / L
a R C

研制的二极管泵浦 T m
,

H :o Y L F 激光器
,

工作波长

为 2
.

0 5 1 户m
,

脉冲能量为 10 0 m J
,

脉冲宽度为 18 0

n s ,

重复频率为 6 H z
。

激光发射和接收共用一个口

径为 25 c m 的望远镜
,

采用石英楔形玻璃扫描仪
。

相干激光雷达的技术难度大
,

应用环境苛刻
,

同时

探测的高度和覆盖范围受到限制
,

因此虽然技术上

具备上星的条件
,

但对最初设计计划再次进行评估

后
,

美国最终还是取消了 s PA R c L E 计划 s0[ }
。

日本邮政省正在研究在国际空间站上搭建测

风激光雷达系统
一 J EM /C D L 系统

,

系统采用 2 拼m

的全固态激光器和相干检测方法
,

从 19 98 年开始
,

计划在 2 0 06 年结束
。

J EM 发射系统为波长 2
.

06 “ m

的 T m ,H: o Y L F 激光器
,

采用激光控制注入锁定振

荡
,

重复频率为 10 H z ,

需要 2 到 5 级放大
,

可得

到 Z J 单脉冲能量
,

满足系统要求
。

功率消耗 12 50

W
,

能量效率 1
.

6%
。

接收系统采用两个固定的 40

c m 口径的望远镜
,

分别接收空间站轨迹方向的前

向与后向返回光
。

现在有效载荷的质量 4 70 gk
,

电

源功率 1
.

4 89 kw
。

但是整个空间站电源功率只有

5
.

4 kw
,

因此降低激光器功率消耗和散热显得尤为

重要 [3 ` ]
。

相干激光雷达发展早
,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

展
,

地基相干系统已经相当成熟
。

其探测灵敏度可

接近量子噪声极限
,

具有较高的信噪比
;
在近地层

干洁空气中的探测能力 (探测精度
、

分辨率等 ) 是微

波雷达及其它遥感探测系统无法比拟的
,

可作为近

地层风速测量的标准工具
,

C IT 已经销售了商用的

相干激光雷达
。

但是相干系统存在波前匹配间题
,

对发射激光的相干性要求高
,

对发射
、

接收光学系

统质量要求严格
,

技术实现难度大
,

容易受空气湍

流的影响
,

一般只能用于边界层小风速 ( < 10 m / s)

测量
,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及应用范围
。

由于以上原因
,

至今尚未出现星载相干激光雷达
。

3 匀卜相干 (直接探测 ) 多普勒测风

激光雷达

直接探测技术在硬 目标检测上的应用有较长

历史
。

19 68 年
,

J a m e S
首次使用直接探测技术测量

了喷气机喷管喷出的 拜m 量级颗粒速度分布 [32 }
。

1 9 7 2年
,

B e n e d e t t i
一

M i e h e la n g e li 等人用扫描干涉仪

的办法建立了第一台直接探测激光雷达的实验室系

统 !” 3}
。

目前国际上直接探测多普勒激光雷达发射

系统一般采用灯泵固体激光器
。

直接探测技术主要

有边缘技术和条纹 (成像) 技术
,

边缘技术是利用

窄带鉴频器
,

如 F p (aF b r y
一

p e r o t ) 标准具
、

M
a e h

-

z e h n d e :
干涉仪

、

M i山 e ls o n
干涉仪

、

光栅等
,

或利

用各种原子
、

分子滤波器
,

如碘滤波器
,

钠
、

钾
、

银蒸汽滤波器等
,

将频率信号的变化转化为相对能

量信号的变化来测定多普勒频移
;
条纹技术是利用

干涉形成的条纹移动来测量频率的变化
,

主要采用

F P 标准具或 iF ez au 干涉仪产生环形条纹或线形条

纹
。

3
.

1 边缘技术

在边缘技术中
,

可以采用单边缘技术
,

也可以

采用双边缘技术
,

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

只是双边缘

技术的探测性能要优于单边缘技术
。

现有的直接探

测测风系统主要选择 F P 标准具或碘分子滤波器作

为鉴频器
。

3
.

1
.

1 F P 标准具的边缘技术

198 9年
,

C ha in n
等人利用双 F P 标准具建立了

基于分子散射的双边缘技术测风系统
,

探测 25 、 60

km 的中层大气水平风速一维分量的分布 田 }
。

后来

通过添加指向北边的望远镜
,

首次实现了中层大气

水平风速的测量 哪 }
。

Sou rP ay en 等人改进了该激

光雷达系统
,

建立了第二代 R ay ile g h
一

M ie 多普勒激

光雷达
,

探测的范围是整个平流层及对流层顶 (约

s 、 5 0 km )
,

对长期 ( 19 9 4 年到 19 9 7 年) 的风场测量

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136 一 ” 7 ]
。

N A s A / G
o d d a r d 先

后建立了单边缘技术和双边缘技术的测风激光雷达

系统
,

从 19 9 5 年开始论证和开展测风激光雷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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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研究进展 16 5

研究
,

作为 N A SA M i zl e n n i u m p r o g r

axn 的项目之一

和原来 z印 h yr 多普勒激光雷达工程的延续转变为

目前的车载直接探测激光雷达
,

称为 G L O w (G do
-

d a r d l id ar o b s e r

vat
o r y fo r w i n d s

)
。

该激光雷达于

2 0 0 0 年 9 月在 N o r t h G l e n ,

N
.

H
.

进行了 SO h 的白

天和夜间的径向风测量外场实验
,

取得了满意的结

果
,

目的是为星载测量系统提供技术支持 协” 一 4 ’ l
。

K ob ay as ih 等人组建的双频单边缘激光雷达在 3 km

处的标准偏差为 士 0
.

6 m /
s呻 }

,

但没有更多的实验

数据报道
.

2 0 03 年
,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孙东

松研究员组建的基于米散射的双边缘技术直接探测

测风激光雷达系统
,

设计的探测范围是低于 10 km

的对流层
,

现已取得了三维风场数据 l州
。

3
.

1
.

2 碘蒸汽吸收的边球技术

19 9 4 年
,

p i i r o n e n 和 E lo r a n t a
分析了用碘滤

波器代替 F P 标准具后的激光雷达探测精度 阵4 ]
。

1 99 7 年
,

R ide m an 采用碘滤波器作为单边缘滤波

器
,

首次报道同种类型激光雷达对平流层中风速测

量的分布 ( 15 、 4 5 km ) 1
4 5 ]

。

19 9 7 年
,

国内刘智深

教授组建了碘滤波器可移动非相干探测激光雷达系

统
,

并于 2 000 年报道了低对流层风速分布 哪 }
。

C hi ka 兀〕 N ag as
a

wa 等人报道了双波长碘滤波器非相

干激光雷达
,

测量范围从 8 ~ 25 k m
,

垂直分辨率为

SOO m
,

该雷达能有效测量低对流层至平流层的风

速分布 【4 7 ]
。

采用碘吸收的风场测量只适用于 5 32
n m 波

段
,

从人眼安全方面来考虑
,

这种测风激光雷达体

系应用范围受到了限制
。

.3 2 条纹技术

条纹技术是光通过干涉仪形成的干涉条纹位

置的变化来确定多普勒频移
,

它通过改变 F P 标准具

的倾角可以产生环形条纹和条形条纹
。

如果采用环

状条纹成像技术进行多普勒频率检测
,

就要使条纹

的形状和成像探测器 (J P D )相匹配
,

或采用将环形

条纹转为线形条纹 (
e i r e l e

一

t o 一 l i n e ,

C L I o )的装置
,

使环形条纹转为线形条纹
,

再成像到线列 C C D 上

检测
.

例如
,

密西根大学及密西根宇航公司 (M Ac)

建立了多台基于环形条纹和 CLI O 转换技术的测风

激光雷达系统 【4“ 一 s0]
。

iF ez au 标准具产生的是线条纹
,

可以直接通过

C C D 检测条纹重心位置的变化
,

简化光路
,

提高系

统效率
。

欧洲航天局 (E SA ) 已经论证了 iF ez au 标

准具可用于测风激光雷达
,

其启动的风神太空计划

(A D M
一

A e o l u s
)

,

M i e 通道就采用了 F i z e a u
标准具

测量气溶胶散射信号 踌` ]
。

M c K ay 和 M c
iG ll 等人对边缘技术和条纹技术

进行了对比 踌“ 一 5 4 ]
。

一般认为
,

条纹技术避免了分

别考虑 M le 散射和 R ay ile gh 散射的影响
,

在低对

流层因其对 Ra y l ie gh 散射不灵敏而具有一定的优

势
,

而基于 R a y l ie gh 散射的边缘技术在中高层风场

探测中优势较为明显
。

A D M 星载测风激光雷达的

Ray ile gh 通道就是采用基于 F P 标准具的双边缘技

术探测分子散射信号 lsl ]
.

.3 3 星载直接探测系统

1 9 7 9 年
,

V i n e e n t J
.

A b r e u
提出在人造卫星

上搭建直接探测测风激光雷达
,

使用基于 F P 标准

具的条纹技术
,

并分析了影响风速测量精度的主要

因素
,

如激光脉冲带宽
,

探测器分辨率等 哪】
。

过

去二十年来
,

E SA 一直在论证和评估星载测风激

光雷达的可行性及意义
,

于 19 99 年全面启动了全

球第一台星载直接探测测风激光雷达计划 (A D M
-

A e o l u s
)

,

采用二极管泵浦三倍频 (3 5 5
n m )N d

一

YA G

激光器
,

发射和接收天线共用一个口径为 1
.

5 m 的

C as s

ger ia n
式望远镜

,

探测高度是 。、 20 k m
,

在对

流层的探测精度优于 Z m /
s ,

探测全球范围内的风

场分布
,

计划于 2 0 0 5年发射 [5 1 ]
。

20 00 年
,

美国又

重新启动星载测风激光雷达计划
、

由 N A s A /N o A A

联合组织的全球对流层风场探测 (G T W)S 计划
,

但

是这次考虑了相干和非相干混合的探测方法
,

其基

本思路是采用相干探测技术实现低对流层和边界层

风场的高精度探测
,

采用非相干 F P 标准具双边缘

技术进行高对流层和平流层的风场探测
,

这其实是

两个载荷合并为一体的结构
,

以获得高精度和大覆

盖范围的全球风场探测
.

哪 ]
。

4 结 论

对于相干探测技术
,

关键是光子衰减
,

即每个

光学模式 (在相干体积和相干时间内) 光子的探测

数量
。

在低散射条件下
,

要求激光能量尽可能集中

在一个能量脉冲里
;
但对于直接探测技术

,

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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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决定于总的散射信号或总的激光能量
,

不决定于

单发激光脉冲能量
。

直接探测激光雷达主要是最近

十几年发展起来的
,

直接探测技术是对激光在大气

中传输的回波信号的强弱进行测量
,

因此本质上来

讲是能量探测
,

对光学系统和激光性能的要求不如

相干探测技术严格
,

技术上相对容易实现
,

不受衍

射受限限制
,

因此可以采用多发脉冲累积的办法提

高信噪比
,

同时减小激光散斑效应的影响
。

总之
,

非

相干 (直接接收 )激光雷达是目前国际上在中高层大

气风场测量中普遍采用的探测方式
,

基于 F P 标准

具的直接探测方案是解决高对流层以上大气风场多

普勒频率测量的最佳解决途径
,

可以同时分析气溶

胶和分子散射信号
,

能实现全球范围的风场观测
.

目前国外已经开展或建立的直接探测测风激光雷达

系统研制的机构主要包括
:

美国 N A SA /G do d ar d 航

夭中心
,

美国 M A C
,

E SA
,

日本的福井大学和东京

都立大学等时 }
。

但是
,

只有美国的两个研究机构和

欧航局所属机构已经建立了车载或地基观测系统
,

进行了日常的观测实验
,

这些系统从技术角度证明

了这种直接探测方案是大气风场探测有效和先进的

技术方案
。

目前
,

测风激光雷达的应用还处于初步

阶段
,

且只有相干激光雷达有商业化产品出现
,

但

价格昂贵
。

随着激光与光 电子技术
、

光学加工技术

及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
,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也 日

新月异
。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

2 科m 左右的全

固化相干激光雷达及发射波长在紫外波段的非相干

激光雷达将是未来十几年发展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从 〕r l d M e t e o r o l o g i e a l O r g a n i
z
at i o n

.

P r e lim i n ar y

s t at em
e n t o f g u id an

e e r e g ar d in g h ow we ll s a t e l
-

li t e e a P a b i li t i e s m e e t WM O u s e r r e q u ir e m e n t s i n

s e v e r al a p p lie at i
o n ar e as [川

.

W M O / T D
,

199 8
.

R a b in ow
it z

P
,

J
a e o b

s S
,

丁五 r
g R

, e亡耐
.

H o m o d y n e

de t e e t i o n o
f p h ase m

o

du l at e d L i g ht !J〕
.

P
r o e

.

IR E

( C d r r e s l〕on d e n e司
,

19 6 2
.

eY h Y
,

C u m m i n s H
.

L o e al i
z e d fl u i d fl ow m e as u r -e

m
e n t s w i t h a H e 一

N e l as e r s p e e t r o m e t e r !J」
.

A p p l
·

尸五J侣
.

L e 亡亡
. ,

1 9 64
,

4
: 1 76

一
1 78

.

[4」 M i lt o n R
,

H u任h k e r R M
,

M ie h ae l R
, e亡 留

.

R e -

m
o t e s e n s i n g v e l o e i t ie s u s i n g e o

h e r e nt las e r o f a t
-

m os p h er ie w i n d s o l id
一

st at e an d C O : s y s t e m s IJ }
.

尸八〕 c e e山” 邵 o f 亡五e I E E E
,
1 9 96

,
8 4 (2 )

:
8 1

一

204
.

15」 H u
瓜 k e r R M

.

L as e r D o p p l e r d e t e e t i o n s y s t e m s

fo r g as v e lo e it y m e as u r e m e n t s [J〕
.

A即 2
.

OP o
. ,

1 97O a ,
9 : 1 0 26

一
1 03 9

.

{6」 H u n妞k e r R M
,

J e la li a n A V
,

T h o m s o n J A L
.

L as e r一D o P p l e r sy s t e
m fo r d e t e e t i o n o f ia

r e r

aft
t r ia li n g vo

r t i c e s {J l
.

p r o e
.

of t五e
邓 E E

,
1 9 70 b

,

5 8 :
32 2

一

3 26
.

17] B
r
as h e ar s M R

,

H al lo ck J N
.

T h e m e as u r e m e n t o f

w i n d s h e ar an d w a k e v o r t ie e s b y las e r d o p P l e r v e -

lo e im e t r y {C〕
.

几五 oC
n f o n Aeor 印 ac e 朋 d A

ecar
n a u 亡jcal M e 亡e o or l。邵 , M e lb o u r n e : A m e r

i e a n M e -

t oe
r o ol g i e al S o e ie t y

,
1 9 7 6 : 1 7 5

一
1 84

.

咚1 S e

hw i e s

ow R L
,

C u p p R E
,

S in e l ia r
p C

, e t al
.

A b b e y
,
w a t e r s p o u t ve lo e it y m e as u r e m e n t s b y ia r -

b o r n e D o p p le
r

li d ar !J {
.

.J A z , 1
.

M
e厂 e o r ,

1 9 5 1
,

2 0
: 3 4 1

一

34 8
.

!9」 Va
u g h n J M

,

B
r

own
D W

,

D va i e s P H
, 。。 al

.

A t
-

m os P h er i e b ac k s e at t er at 1 0石 P m
: a e o m P e n d i u m

o f m e as u r e m e nt s m a de o ut s ide t h e U n i t e d K i n 片

d o m b y t h e a i
r b o m e L A T A S e o h e r e n t las e r r a d ax

v e lo c im e t e r 〔R]
.

R S R E R p t
.

87 00 2
,

1 957
.

【10」 J o n e s W D
,

A i r b o r n e a n d 盯o u n d
一

b as e d m e as u r e -

m e n t o f a tm o s Ph e r ie a e r o s o l b a e k s e a t t e r a t C O
,

w va e l e n g t h s [川
.

eT ch
.

D ig
. ,

O S A Z n d oT p ie a l

M e e t in g o n C o h e r e nt L as er R a d ar
:

eT
e h n o l o g y

a n d A p p l ie a t i o n s ,

A s p e n ,

C O
,

1 98 3
,

T h B S
.

11 1」M a id s o n J p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e o h e r e n t las e r r a d ar

IJ ]
.

工E E E
,

1 994
,

923
一

9 2 5
.

{12〕 D y e r
p E

,

Jam
e s D J

,

瓜m s d e n 5 A
.

A H i g h
-

b
r
i g h t n e s s v o

lu m 合 e x e i t
e d T E A C O Z

las
e r u s i n g

an u n s t ab l e
r e s o n a t o r e o n if g u r a t i o n [J〕

.

了E E E 沃

o f Qu a n t u m lE e e t r o n
. ,

197 2
,

Q E
一

8
: 5 55

.

{1 31 C r u ie k s
h an k J M

.

rT an
s

ve
r
* l y e x e i t e d at m -o

s p h e r e C O Z l as e r r a d ar w i t h h e t e r o d y n e d e t e e t i
o n

[J ]
.

App l
.

Op
亡

. ,
1 979

,
s :

29 0
一

2 93

!14} W il le t t s D V
, e t 叔

.

A n i n ve
s t i g a t i o n i n t o t h e o r

i
-

g i n o f fr e q u e n e y s
we

e p i n g in a
hy b r

id T E A C O Z

l as e r

!J l
.

J p 五邓 D : A即 I
.

p 为”
,

195 2
,
1 5 :

5 1
一

67
.



第 3 期 周小林
,

等
: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研究进展 16 7

【15」M e n z
i e s R T

,

H ar d e s t y R M
.

C o h e r e nt D
o p p l e r

li d ar fo r
m e as u r e m e n t s o f w in d if e l d s !J」

.

rP
o e

.

o f

亡h e L EE E
,

198 9
,

7 7 (3 )
:
4 49

一

46 2
.

【1 6〕 p o s t M J
,

R ie h t e r R A
,

H ar d e s t y R M
, e o al

.

N O A A
’ 5 P u l s e d

, e o h e r e n t I R D o p P l er l id ar e h ar
-

aC t e r
is t i c s a n d d at a !C」

.

p or e o f s p IE
.

19 8 1
,

3 0 0 :

6 0
一

6 5
.

【1 7] Em m i t t G D
.

C o n v e e t iv e s t o r m d ow
n
dr

a ft o u t
-

fl o w s d e t e e t e d by N A S A /M S F C
’ 5 1 0石 m i e

r o n

p u l
s e d D o p p l e

r Ii d ar s y s t e m [R l
.

M ar s h a l l S p ac e

F li g h t C e n t er
,

A L
.

N A S A C -R 3 89 8
,
1 9 85

,

4 6
.

{18」B i lb r o I W
,

F i hc t l G
,

F i t zj ar
r al d D

, e o al
.

A i
r -

b o r n e D o p p l
e r li d ar w in d if e ld m e as u r e m e n t s 【J」

.

B u ll
.

A m er
.

M e亡e o

olr
.

oS
e

. ,
1 98 4

,

6 5 :
34 8

一

3 59
.

【1 9」R o t h e r
m e l J e价 y

,

O li v ie r L D
, e t al

.

R e m o t e s e n s -

i n g o f m u l t i
一

le ve l w i n d if e l d s w i t h h i g h
一 e n e r g y a i

r -

b o r n e s c an n i n g c o h e r e n t D o p p l
e r

li d ar {J }
.

OP
t i cs

丑郑汀ess
,

1 9 98
,
2 (2 )

:
40

一

50
.

12 0〕 W七
r n e r C H

,

F lam an t p H
,

R e it e b u e h O
, e 亡 al

.

W i n d i n fr ar e d D o p p l e r li d ar i n s t r u m e n t !J」
.

OP
亡

.

nE g
. ,

2 00 1
,

4 0 (1 )
: 1 15

一
1 2 5

.

!2 1」K o h e i M
,

oT
s h ika

z u l
,

S h o ke n l
, e t al

.

S p acj e -

b o r n e c o h e r e n t D o p p le r l id ar 〔J l
.

oJ u o al 叮

伍 e

oC m m u n

ica iot
n s R ese

a r d l
L a b

aor
亡。弓、 20 0 2

,

4 9 (2 )
:

47
一

53

12 2} H u
ffa k e r R M

,

eR ve l即 p A
.

S o
li d

一 s t at e e o h e r e nt

las e r r a d ar w i n d if e ld m e as u r e m e n t s y s t e m s [J」
.

P u r e APP I
.

(〕p亡
.

,
1 99 8

,

7
: 8 63

一

87
.

【231 uY J
,

S i n g h a U N
,

B ar n e s a J C
, e t 日

.

A h i g h

e n e r
g y Z 拌m

,

las e r fo r m u lt iP l e li d ajr a P P l ie a t i o n s

{C }
.

尸 r o e
.

o f s 于, E
,
2 00 1

,
4 1 5 3 : 7-0 7 7

.

12 4〕 D e l l
a 、、 l le G

,

G al z e r

an o G
,

oT
n e e lli A

, e t al
.

N o v e l s o l i-d s t a t e las e r s fo r L i d ar aP P li e at i o n s a t

2 拼m IC」
.

P
r O C

.

o f s p I E
.

2 0 05
,

5 958 : I H
一
1
一

I H
一

8
.

【2 5{ K an e T J
,

K o z l vo
s k y W J

,

B y e r R L
, e “ al

.

C o h
e r -

e n t l as e r r a d ar
a t 1

.

06 户m u s in g N d
:
Y A G l as e r s

!J」
.

OP
亡

.

L e亡t
. ,

1 9 57
,
1 2 :

23 9
一

2 4 1
.

〔2 61 K va 盯 a M J
,

eH
n d e r s o n S W

,

M a g e e
J R

, 。。 al
.

eR m o t e w i n d l刀 ,。 if l in g w it h a s o li d
一 s t a t e N d :

Y A G

e o h e r e n t li d ar s y s t e m {J} OP
亡

.

L e 亡亡
. ,

1 98 9
,

1 4 :

7 76
一

77 8
.

【2 7〕 H e n d e r s o n S W
,

H a le C P
,

M a g e e J R
, e亡叔

.

E y e

s a fe e o h e r e nt l as e r r

ad ar s y s t e m at 2
.

1 拌m u s
in g

T m
,

H o : 、叭 G las e r s

[J l
.

OP
“

.

L
e “

.

,
1 99 1

,
1 6 : 7 7 3

-

7 75
.

!28」H u ff a k e r R M
,

eR
v e le y p A

.

S o l id
一 s t a t e e o

h e r e n t

las e r r a d ar w in d if e ld m e as u r e m e n t s y s t e m s !J l
.

P u r e APP I
.

OP
亡 199 8

,

7
: 86 3

一

8 73
.

【2 9〕从m昭i
s

aw
a T

,

A s a胶a K
,

H i
r a n o Y

.

1 0
,

9
一

m J s i n g l e

一

fr e q u e n e y d io d e-- p u m p e d Q
一 s w it e h e d E

r ,

Y b :
g las s

las er fo r a e o
h er e n t D o p p l er l id ar IC〕

.

乃
。 e

.

ol

S P工E
.

20 01
,
4 1 5 3

: 86
一

92
.

【3 0」K a v a y a M J
,

E m m i t t G D
.

T h e s p acj e r e a d i n e s s C o -

h e r e nt l id ar e x p e r
im e nt ( Sp A R C L E ) s p ac e s h u t t l e

m is s i o n 【C l
.

尸 r o e
,

of S P IE
.

19 98
,

3 3 8 0
:

2
一

11
.

[3 1〕 I t ab e T
,

M i z u t an i K
,

I s h i
z u M

, e亡叔
.

15 5 / J E M
-

b o r n e e o h e r e nt D o P P le r I id ar P r o gr a m t o m e as u r e

t h e iw n d fr o m s p a e e {C」
.

尸八 〕e .

01 S p L E
.

2 00 1
,

4 1 5 3 :
4 12

一

4 19
.

【32」J am
e s R N

,

B ab e o e k W R
,

S e i fe r t H 5
.

A l as e r -

d o P P le r t ehc n i卿
e fo r t h e m e as u r e m e n t o f p ar t i e le

ve l o e it y [J」
.

A IA A oJ
u

扭缸
,

196 8
,

6
:

16 0
一

162
.

[331 M ie h e l an g e li G B
,

C o n g e d u t i F
,

F io e e o G
.

M e -a

s u er m e n t o f ae
r o s o l m o t i o n an d iw n d vel

o e i t y in

t h e low
e r t r o P o s P h e r e

by D o P P le r

op t i e al r a d ar

【J I
.

J
.

A亡m o s
.

Sd
. ,

1 97 2
,

2 9 : 9 06
一

9 1 0
.

【34」C h an in M L
,

G a m ie
r A

,

H a u hc e e o m e A
, e亡 a]

.

A D o p P le
r l id ar fo r

m e as u r
i n g w in d s i n t h e m i d

-

d l e at m o s p h e r e lJ」
.

G e叩力” jc al R es e ar 比 L e 亡亡e sr
,

1 98 9
,
1 6

: 1 2 73
一
12 76

.

〔3 5〕 G ar n i
e r A

,

C h an i n M L
.

D e s e r
i p t i o n o f a D o p p le

r

R ay l e ig h li d ar fo r m e as u r
ign w i n d s in t h e m id d l e

a tm o s p h e r e 【J」
.

A即 I
.

P力J sr
.

1 99 2 B
,

5 5 :
3 5

一

4 0
.

〔3 6」 S o u p r

ay
e n C

,

G ar n ie r A
,

H e r t z o g A
, e t al

.

R a y le i g h
一

M ie D o P P le r
w i n d li d ar fo r

at m o s p h e r
ic

m e as u r e m e n t s
.

1
.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s e t u P
, v a l id a t i o n

an d if r s t c lim a t o l o g ie a l
r e s u lt s ! J }

.

A即 1
.

OP
t

.

,

3 8 :

2 410
一
2 4 2 1

.

!37」S o u p r

盯e n C
,

G ax n i e r A
,

H e r t z o g A
.

R叮 le i g h
一

M i e

D
o p P l e

r
w i n d li d ar fo r a t m o s p h e r

ie m
e
as u r e m e n t s

11
.

M o e s e at t e r
in g

e

ffe e t
,

t h e o r y
, a n d e a lib r

at io n

[J」
.

A即1
.

OP
t

.

,
1 99 9

,
5 5

:
24 2 2

一

243 1
.



1 68 大 气 与 环 境 光 学 学 报 2 卷

[ 8 3〕 K o rb C L
,

G e n t r y B
,

W匕
n g C Y

.

T h e e d g e

t e hc n iqu
e 一 t h e or y an d 即 P l ie a t io n t o t h e li d ar m e a -

s u r e m e n t o f at m o s p h e r
ie w i n d s {J〕

.

A p p l
.

OP
亡

, ,

1 99 2
,
3 1 :

42 02
一

4 2 12
.

13 9」F le s ia C
,

K o r b C L
.

T h e o r y o f t h e d o u b l
e 一 e d驴

m o l e e u lar t e e h n i卿 e fo r
D

o P P le
r

li d ar w in d m
e a-

s u r e m e nt 〔J〕
.

A即 1
.

OP
t

. ,

19 99
,

3 8
:

432
一
4 4 0

.

{4 0」G e nt r y B
,

C h e n H u ia lin
,

S t e
ve

n x L
.

W i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w it h a 355 n m m o le e u lar d o P p le r li d ar

[J」
.

OP
亡

.

L e 亡亡
. ,

2 0 00
,
2 5 : 2 2 3 1

一
1 2 33

.

{4 1」oY
e J G

,

R a l l l a V a
r
m a R a

j
a M K

,

H ar d e s t y R M
,

e 亡al
.

G r o u n d w i n ds 2 00 0 if el d e

am
p面 g n :

de m on
-

s t r at i o n o f n e w D o PP l e r l id ar t e e h n o l o gy an d w i n d

l id ar d a t a i n t e r e o m p ar is o n !C〕
.

rP
o e

.

叮 S P I E
.

20 03
,
4 8 9 3 :

32 7
一

3 36
.

[4 2」K o b即as h i T
,

M iz o g u e h i Y
,

M at s u m u r a T
, e 。

威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e o m p ac t d i r e e t
一

d e t e e t io n

D o p p l e r
li d ar s y s t e m fo r

w i n d p r o if li n g {C I
.

rP
o e

.

o f S P IE
.

2 0 0 1
,
4 1 5 3 : 329

一

3 37
.

[43」 S u n D S
,

Z h o n g Z H Q
,

Z h o u J
, e亡 al

.

A e e u r
ac y

an al y s i s o f t h e aF b r y
一

P e r o t e t a l o n b as e d D o p p le r

w in d li d ar IJ」
.

OP 亡ic al R e vi e叭 2 005
,

1 2 ( 5 )
:

4 09
-

4 14
.

[4 41 p i ir o n e n p
,

E l o r a n t a E W
.

D e m o n s t r
at i o n o f a

h i g h s P e e t r al
一 r e s o lu t io n li d ar b as e d o n an io d i n e

ab s or p t io n 五it er !J】
.

OP
t

.

L e t t
. ,

19 9 4
,

1 9
:

234
-

236
.

14 51 R e id m an J S
,

eT p l即 C A
,

C at le b e r
g p A

, e 。

al
.

M i d id -e at m o s P h er i e D o P P le
r l id ar u s i n g a n

i o id n -e v a p o r e d g e if lt e r

[J」
.

OP
`

.

L e 亡t
. ,

1 99 7
,

2 2 :

1 64 8
一

16 50
.

[4 6」L iu 2 5
,

V叭i D
,

L i u J T
, e 亡缸

.

L ow
一

al t i t u d e a t
-

m o s Ph er ic w i n d me 韶
u r e m

e n t fr o m t h e
co

n i l〕 in e d

M i e ajn d R ay le i g h b acj k s e at t e r in g 场 D o p p l e r
11

-

d ar w i t h io d i n e if l t e r

IJ〕
.

A p l刃j e d OP
亡jcs

,

20 02
,

4 1 (33 )
:

70 79
一

708 6
.

【4 7] N铭as aw
a C

,

Sh i b a t a Y
,

A b o M
, 。 亡 al

.

I n e o h e r -

e n t D o p p l e r li d ar u s in g two w a v e l e n g t h s fo r
w i n d

m e as u r e m e n t 【C」
.

尸 r o c
.

01 S p L E
.

2 00 1
,

4 1 5 3
:

33 8
一

34 9
.

[4 8〕 H即s p B
.

C ir e le t o lin e in t e r fe r o m e t e r o p t i e a l s y s -

t e m [J }
.

A l , 1
.

OP
亡

. ,
1 9 90

,
2 9 : 1 48 2

一
1 489

.

[4 9] W u J
,

W a n g J
,

H盯
5
p B

.

p e r fo r m a n e e o f a c i
r e l -e

t -o lin e o P t ie a l s y s t e m fo r a
aF b r y

一

P e r o t i n t e r fe r -

o m e t e r : a l a b o r a t o r y s t u d y [J〕
.

A即 1
.

OP
,

. ,

19 94
,

3 3 :
7 823

一

78 28
.

【5 0」W b n g J
,

V入I J
,

H叮 5 P B
.

u n iv e r s i t y o f M i e h i
-

g an gr o u n d
一

b as e d e i
r e le

一
t o 一 l in e aF b r y

一

P e r o t in t e r -

fe r o m e t e r

an d i t s a P P l ie at i o n s i n m e s o s P h e r e a n d

l

ower
t h er m o s p h er e d y n

am i e s st u id e s !C 〕
.

P or e
.

oI S P LE
.

199 4
,
2 2 6 6 : 1 33

一
1 4 2

.

【5 11 I n g m an n p
.

S t at u s o f t h e D o p p le r
w in d li d ar

p r o if l in g m iss i o n A D M
一

A e o l u s [川
.

E S A R e p o r t
,

1 999
,

S P
一
1 2 33 (4 )

.

[52} M c k叮 J A
.

T h e e d g e if lt e
r

an d fr i n罗 im笔 in g fo r

las e r D o p p l e r
w i n d s p e e d m e as u r e m e n t 【C」

.

rP
o e

.

of S P IE
.

1 99 7
,

3 0 6 5
: 4 2 0

一

4 2 7
.

【53 1 M c k奶
尸

J A
,

eR
e s D

.

S pac -e b as e d D o p p le r w i n d 11
-

d ar
:
m o d e li n g o f e dg e d e t ec t i o n an d fr i n g e im a g

-

i n g D o p p le r a n al y z e r s [J 〕
.

A d y
.

SP ac e R es
. ,

2 0 00
,

2 6 (6 )
: 8 83

一

89 1
.

!54] M e G il l M J
,

S p in h ir n e J D
.

C o m par i s o n o f t
wo

d i
r e c t

一

d e t e c t io n D o p p le r li d ar t e e h n i卿
e s [J」

.

OP
亡

.

nE g
. ,

1998
,

3 7 ( 10 )
: 2 6 75

一

268 6
.

!5 5」A b r e u V J
.

W i n d m e as ur e m e n t s fr o m an o r b it al

p l at fo r
m u s i n g a lid ar s y s t e m w i t h i n e o h e r e n t d e -

t e ct i o n :

ajn an al y iss !J {
.

A即 iI e d 即
t ie s ,

1 97 9
,

1 8 ( 17 )
:

2 99 2
一

29 9 7
.

【5 6」M i ll e r H G
.

S i gm a

alF l 20 04 [E B / O L」
.

h t t p :

/ /
www

.

m i t
r e t e k

.

o r g / 51脚
a

alF l 0 4
.

p d f
,

200 4

af n
.

【57」S h ib at a Y
,

N ag as aw
a C

.

I n e o
h e r e n t D o p p l

e r
l id ar

u s in g 3 55 n m w va e le n g t h fo r
w i n d nr e

as u r e m e n t

〔C }
.

P
r o e

.

of s p IE
.

2 0 0 1
,

4 1 5 5
:

61 56
一

62 2
.

作者简介
:

周小林 (19 82 一 )
,

男
,

硕士
,

目前从事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及信号处理方面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