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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球气候深受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但是缺乏可获取的全球 CO2和

CH4观测数据，导致很难准确估计其排放量。如果 CO2和 CH4平均柱干空气摩尔

分数（XCO2 和 XCH4）的测量精度高于 2 ppm（XCO2），卫星观测对了解全球 CO2

和 CH4通量分布非常有帮助。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结合地基 CO2和 CH4观测以及

当前卫星观测数据（TanSat、GOSAT/-2、OCO-2/-3 和 TROPOMI），通过反演相互

对比来验证和评估卫星反演精度，据模式计算对其进行评估，并将其纳入反演方

法中，以评估 CO2和 CH4的地表通量估算值。在本次展示中，将介绍我们在在轨

运行和以后的卫星测量 CO2和 CH4浓度的最新进展，以及从卫星和地面基地观测

反演得到的 CO2和 CH4通量。下一代 TanSat（TanSat-2）任务于两年前启动，新

设计的 TanSat 卫星观测将提供更广泛的测量，以覆盖全球的日观测。全球和区

域尺度的初步观测模拟实验（OSSE）引入了 TanSat-2任务的误差减少效率。我们

还开发了一种分离生态系统和人为排放的新方法，这一方法有助于大气反演方法

在全球盘点中的应用。TanSat卫星观测已用于城市碳排放特征研究，验证了TanSat

对人为排放信号识别的能力。我们还开发了无人机和地面二氧化碳测量网络，例

如：CHACOON建立碳监测系统以及卫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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