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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C项目致力于广泛和深入地研究中国空气质量 (AQ) 涉及的多方面科学问题，涉及

气溶胶、痕量气体以及它们之间通过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包括太阳辐射和气象、地理

和地形影响的综合效果。我们将卫星与地基遥感、地面测量、模式研究相结合，提供各

种来源和不同过程贡献于空气质量较为全面的信息，涉及空间范围包含中国全域及其各

个区域、地面到边界层及其之上的大气；研究对空气质量有贡献的各种化学成分，涉及

气溶胶（包括颗粒物PM2.5）、痕量气体（包括NO2、NH3、挥发性有机物VOCs、O3）

等。我们利用大量星载仪器和不同技术来提供上述大气成分数据及其主要来源等信息。

卫星观测提供的是大气柱积分含量数据（柱浓度），而不是近地面浓度；柱积分含量和

近地面浓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明显依赖于多种多样的过程，这一关系和卫星观测在空气质

量方面的研究以及它们的潜在应用都是EMPAC项目重点关注的内容。本项目将总结并

展示利用地面原位测量、铁塔测量、激光雷达和地基多轴差分吸收光谱仪  (MAX-

DOAS) 、遥感等多种技术和方法获得的上述过程和机理等较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以及利用

无人驾驶飞机获得的NO2、O3、PM2.5、BC（黑碳）垂直分布的独特信息。我们将介绍

EMPAC项目去年的主要结果，包括大气污染物、气溶胶反演算法发展、利用哨兵5P卫

星获得的中国东部地区NOx排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