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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简称 SAR）因其高分辨率的图像在日夜各种

天气条件下广泛应用于海洋表面成像。从 SAR 成像中提取的多普勒频移中心异常

（Doppler Centroid Anomaly，简称 DCA）已被证明可以很好地捕捉到海洋流速的视线

分量。多项研究报告了 DCA方法的分析基础以及主要洋流系统的监测情况，但其在热

带气旋（Tropical Cyclone，简称 TC）事件中的适用性尚未得到检验。本研究旨在展示

在 2017年玛利亚台风和 2018年西马龙台风期间获得的 DCA的空间特征及其与表面风

的关系。我们发现，多普勒速度提供了热带气旋风力作用下表面流的有前途的空间表

征。多普勒速度表现出类似于径向风速的非对称特征，前向象限的速度与风速之比大

于后向象限。在热带气旋和黑潮之间的区域，联合多普勒速度的特征明显不同。这些

结果将为 SAR 观测热带气旋引起的表面流速提供新的认识，并扩展我们对热带气旋下

风和洋流相互耦合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