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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温度（LST）是地表与大气之间辐射收支和能量平衡等相关研究的一个关键变量，也在

诸如蒸散发检测、火灾面积评估、火山活动监测、永久冻土监测以及植被健康监测等方面有着广

泛的应用。此外，LST 也被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列为气候变化

监测的基本气候变量之一。然而，由于多云天气的影响，通过卫星手段获取地表温度通常受到限

制。相关文献中提出了多种估算云下地表温度的方法，由此衍生出了全天候地表温度产品。因此，

全天候地表温度产品对于准确分析全球和区域尺度的气候研究以及气候变化监测是必需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在 Dargon-5 项目“全天候高空间分辨率地表温度：验证和应用”的

支持下生产的两种全天候地表温度产品的精度。两者的空间分辨率分别为 1 km 和 5 km，反演方法

也略有不同：（1）融合热红外遥感数据和再分析资料（RTM）（Zhang et al., 2021），该方法融合

了再分析资料和 MODIS LST 来生成 MODIS过境时刻的云下地表温度；（2）融合 MSG/SEVIRI 晴

空地表温度与 SVAT 模型中的地表温度（Martins et al., 2019）。这两种数据产品使用了 2010~2012

年位于纳米比亚 Gobabeb 砾石平原上的 KIT 永久验证点进行了验证。该时期包含 Gobabeb 有记录

以来的最大降雨量时期。由于极端的大气条件和地表生物物理属性的变化，使得地表温度产品的

反演面临诸多挑战。因此，该验证结果将对两种全天候 LST 产品在更广泛的大气和地面条件下的

性能进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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