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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温度（LST）是地表和大气之间能量交互过程的直接体现。在类似青藏高原这样的

广袤地区，传统观测站点通常极为稀少，而准确衡量地表能量平衡对于理解和模拟区域气象、

水文和生态过程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全天候的 LST 产品是精确模拟土壤热传导过程的重

要基础数据，对于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季节性冻土变化和区域气候变化研究中发挥者不可替

代的作用。然而，基于热红外（TIR）遥感仅限于获取晴空条件下的 LST 产品。在中欧科技

合作“龙计划”五期项目“高空间分辨率的全天候地表温度：验证和应用”中，研究团队将

两种全天候 LST 产品与和地面实测站点数据以及从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C3S）提供的

ERA5-Land 数据中提取的 LST 进行了比较。 

这里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反演方法用于生产全天候 LST 产品：1）基于新型时间分解模型

的卫星热红外遥感与再分析数据融合的全天候地表温度重建方法（RTM）（Zhang et al., 2021），

其思路来源于将热红外 LST 与被动微波（PMW）LST 集成的时间分解方法（Zhang et al., 

2019）；2）将晴空 MSG/SEVIRI LST 与土壤-植被-大气（SVAT）模型提供的表面温度集成

（Martins et al., 2019）。用于验证这两个 LST 产品的实测 LST 来自于四个用于验证 LST 的

长期观测站点：“KIT-Forest”（混合森林；德国）、“Lake Constance”（水面；德国-瑞士）、

“Evora”（栓皮栎林；葡萄牙）和 “Gobabeb”（碎石平原；纳米比亚）。研究团队生成了 2019-

2021 年欧洲和非洲的全天候 LST 产品，并提取了以四个实测站点为中心的空间子集（1km

数据为 51×51 像元；5km 数据为 11×11 像元）。为了便于 LST 产品的相互比较和验证，所

有的数据（即全天候和实测 LST）进行时空匹配前都被转换为 NetCDF 格式。 

该报告简要介绍了两种全天候 LST 的反演算法，概述了项目目前取得的进展，展示了

在 4 个实测站点的验证结果并讨论了两种全天候 LST 数据集的差异和它们各自在验证站点

的空间变化，最后展示和讨论两种全天候 LST 卫星数据集的部分应用实例，如城市热岛和

地表蒸散发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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