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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气遥感》较全面、系统地对卫星遥感算法作了总结和介绍。全书共分十一章.前三章是对辐射传输
、气象卫星和卫星资料处理的介绍，是后八章卫星 遥感反演算法的基础;后八章则就卫星遥感云、风
、温度、湿度、气压、降雨、辐射和大气成分等的反演算法进行分述。《大气遥感》是为大气科学学
科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编写的，可供高等院校相关学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从事大气科学工作的人
员，以及涉及遥感研究和卫星应用领域研究的相关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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