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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地 球 物 理联会 ������春季会 议在 华盛 顿 ����举 行

李 金 岭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上海 �������

美国地球物理联会 �����春季会议于 ����年 �月 �� 日至 ��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
�

会议报告 �口头和张贴�����余份
，

涵盖大气
、

地球生态
、

全球气候变化
、

水文
、

海洋
、

行星和高层大气科

学
，

以及固体地球科学方面的大地测量
、

地磁
、

矿物
、

地展
、

构造物理
、

火山
、

岩石和地球化学等
�

除此之

外
，

��� 会议还设置了以下两方面值得借鉴的关系到学科自身良性生存与发展的议题
�

���协会 ����
�
��

� 历届会议均设置
�

致力于加强本学科 �地球科学�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与

协调
�
使不同专业之间的科学工作者相互了解彼此的基本理论和重要进展� 就某些本学科所涵盖的并具有公

众性的课题 �如冰盖消融与海平面上升
、

气候变化与监测等�进行科普性讲解
、

宣传
，

以获得公众对学科的了

解
、

关心与支持
�

���教育和人力资源 ����
������ �������� ����������

�

本届会议首次设置
�

包括两方面内容
�

��

通过策略与方法讨论以及典型事例介绍
，

致力于架设科研
、

教育
、

政策制定和社团领导等人员之间的桥梁
，

建立科研与教学之间的有机联系
，

将最新科研信息应用于教学
，

推动中学生的地球科学教育
，

倡导指引中学

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
，

鼓励他们选择地球科学作为自己的未来职业
� ��邀请科研基金支持部门的相关人员

进行基金申请政策解释
、

未来基金支持重点方向说明等
�

以下是会议与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相关的部分信息
，

仅供参考
�

全球空间对地观测网和地球参考架在海平面变化
、

物质均衡
、

地壳形变
、

大气动力学
、

导航
、

时间传输等

方面都已经和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为深化大地测量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影响
，

国际大地测量学会 �����在

��� 年 �月的布达佩斯科学大会上计划实施
“
全球大地测量综合观测系统 ������—����������������

�������
� ��������� �������

” �

此次 ��� 会议探讨了各种已经成熟和仍在发展中的空间对地观测技术

����
、

����
、

���
、

�����和 �������
、

测高
、

�����
、

重力测量�的相互配合与综合运用
，

以

力促 ��� 科学 目标的实现等议题
�

对于相对较成熟的技术
，

主要强调如何在未来的 ����� 中更有效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各 自独特作用
�

激光技术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以毫米量级的精度直接测定靶标与测站之间的瞬时距离
，

从

而实现以绝对尺度研究多种地球整体信息的 目的
，

比如地球参考架原点和尺度的定义与时变检测
，

测高
、

��������� 卫星精密定轨的实现和作为其它定轨技术的独立的校验标准等
�

����将地面观测量与遥远

的类星体相连
，

为研究地球科学问题提供了至今最高精度且最为可靠的天球参考架及其与地球参考架的连接

参数 �地球定向参数�
，

还提供了地球参考架的尺度定义
�

���技术在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中已经起

到了重要作用
，

目前它与激光技术在地心运动的测量方面以及与 ����在提高地球参考架时空分辨率方面

都已经有交叉与配合
。

�����技术己经存在与其它技术的两种形式的并置
，

一是部分地面信标与其它技术

测站并置
，

二是与激光
、

���的星载仪器并置
。

这两种形式的并置
，

使 �����技术在固体地球与海洋综

����
一

�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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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检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

相关报道还涉及
�

���对并置 ����
、

���测站
，

分析短时间尺度大气
、

时钟参数测量结果之间的相

容性
，

以寻找引起结果差异的可能原因
�

���由于轨道和跟踪模式不同
，

在综合利用 ������ 和 ������ 卫

星资料解算 ��� 时的合理加权方案问题
、
���由于跟踪网优化与模型改进

，

验算表明目前 ���技术下的

地心位置测定精度达 ��� 至 �
�

���
，

尺度因子每 日精度可达到 �
�

���� �

���分析 ���测量得到的地壳

上升速率与床岩绝对重力变化之间的关系
，

验证冰期后地壳回弹理论
，

寻找误差因素
�

���分析寻找地球动

力学扁率 ����年前后由减小到增加的可能解释等
。

对于仍在发展中的其它新技术 �如 �����
、

�����
、

����
、

�����
一

�等�
，

以星载且多种技术

并置为主要表现形式
，

致力于更快捷地提供更精细全面的地球科学信息
。

以测高为例
，

卫星在地球参考架中

的定位是解释地球物理记录的基础参量
，

亦即由轨道分析得到的卫星高度提供卫星测高记录与地面 �或海面�

高度的直接约束
。

不同定轨技术
、

不同类型跟踪资料和不同定轨软件校验下的高精度定轨成为正确解释地球

信息记录的关键
。

另外
，

基于 ���
、

���工
、

���
、

�����等技术
，

����高精度产品在过去近 ��年中对大地测量
、

地

球物理
、

地球动力学等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

如今它更成为新的测量手段实现其科学 目标的基本保障
�

����

将成为 ����� 的重要服务组织
。

同时
，

与各技术相关的国际性服务组织 �如 ���
、

���
、

����等�在各

技术的发展
、

资料采集
、

协调管理
、

分析和产品规划等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

特别值得关注的议题是激光测高技术 ���一
����� ���������

，

�����
一

�������������� ���

��������的发展与应用研究
。

机载激光测高试验表明该技术可以在许多地球科学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比如测定大范围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
、

地震断层走滑
、

滑坡
、

植被垂向分布与覆盖及其变化
、

冰山形状与运

动
、

冰层三维覆盖及其变化等
，

这为空基激光测高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基础
。

计划于 ����年升空的冰
、

云与地面高程测量卫星 �����
��—���

，
����� ������� �������

�� ����������的科学 目标之一是以 �
�

�

����� 的精度测定极区 �������
“ 内冰层的瞬时变化

，

这显然将为全球气候监测
、

海平面变化研究做出积

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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