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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气探测原理与方法》是为大气科学本科生的大气探测学课程编写的教材。
书中详细介绍了地面气象观测和高空探测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并简要介绍了大气遥感和大气边界层探
测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
　  《大气探测原理与方法》可作为大气科学及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气象、环境、地理、
地质等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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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气探测是研究测量和观察地球大气的物理特性及大气现象的方法和手段的一门学科，包括地面
气象观测、高空气象探测、大气遥感探测、气象卫星探测及特殊观测。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气探测的范围越来越大，探测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雷达探测和卫星探
测已深入到大气科学的方方面面，计算机在大气探测诸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大气探测学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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