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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Y3C/MERSI资料分析重庆市气溶胶光学厚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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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重庆市2014年6月到2015年5月期间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opticalthickness,AOT)的空间分布特

征。【方法】基于国产极轨气象卫星FY3C/MERSI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产品得到 AOT并用FY3C/MERSI气溶胶光学厚

度产品和太阳光度计的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对比分析的相关系数为0.64,绝对误差为0.145,均方根误差为

0.196。由年平均AOT的空间分布可知,重庆地区 AOT分布呈现出东低西高的趋势,其中大巴山七曜山高海拔地区

AOT较低,基本上在0~0.3之间,中部地区AOT在0.3~0.5之间,主城、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地区AOT在0.5以上,局
部在0.6以上。从AOT的时间分布看,1月为高值期,12月、2月次之,5月最低;按季平均AOT来看,重庆市AOT高值

期在冬季,秋季、春季AOT次之,夏季AOT最低。【结论】FY3C/MERSI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产品能较好的反映 AOT的

空间分布,与实际分布对比相关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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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opticalthickness,AOT)是大气气溶胶的常用指标[1]。传统的气溶胶获取方法主

要是通过仪器实时获取大气中的气溶胶,如设置站点实时监测等。但站点数据缺乏空间连续性,无法得到非站

点位置上的AOT,不能直观地得出整个空间上AOT的分布特征。卫星遥感数据在时间连续性与空间连续性上

都能很好的反映AOT的规律与特征,故而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气溶胶研究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针对卫星

遥感AOT反演展开了大量的研究,Veefkind等人[2]基于沿轨道扫描辐射计2(Alongtrackscanningradiometer
2,ATSR-2)和高级高分辨率辐射计(Advancedveryhighresolutionradiometer,AVHRR)对AOT反演方法进

行了研究,反演结果与站点CE318测量的AOT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Knapp等人[3]基于静止观测的环境系列

卫星数据研究AOT的反演算法,用暗像元法建立了地表反射率的空间组合,并采用大气消光系数来矫正地表反

射率从而反演出AOT。唐家奎等人[4]基于 MODIS数据的TERRA和AQUA双星协同反演模型算法(SYN-
TAM-SynergyofterraandaquaMODIS)对AOT等大气信息进行了反演和分析,并实现了同时反演地表反射

率与AOT,该算法可应用于各种地表反射率类型。
随着国产卫星数据的应用与推广,基于风云卫星数据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风云三号(FY3)为中国第2

代极地轨道气象卫星系列,主要实现了三维、定量、全球化、全天候、多光谱的遥感,以满足现代卫星气象业务。
风云三号03星(FY3C)经过在轨测试后,与风云三号02星(FY3B)共同组网,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极轨气象卫星

上、下午星联合观测的业务布局,使中国全球观测数据的时间分辨率由12h提升到6h[5]。FY3C卫星搭载中分

辨率光谱成像仪(Moderateresolutionimagingspectroradiometer,MERSI)具有多光谱和高分辨率成像、高时间

分辨率等特点,可用于探测大气、陆地、海洋的可见光反射辐射以及热红外发射辐射信息[6],具有2000km宽视

场和250m高分辨率结合的特征,它在0.41~12.5中共有20个光谱范围的观测波段,其中有5个波段为250m
分辨率,15个波段为1km分辨率[7-8]。基于暗像元法反演陆地气溶胶需要蓝光、红光、短波红外波段等必要波

段,而FY3C/MERSI设有这些波段,故对于FY3C/MERSI卫星遥感数据可基于短波红外波段(2130nm)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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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像元并获取地表反射率,进而进行AOT反演分析。Qiang等人[8]基于FY3C/MERSI数据对陆地气溶胶进行

反演,使用6S模式模拟大气辐射传输过程,建立大气参数查找表,利用蓝光波段(470nm)与短波红外波段

(2130nm)的线性关系分离出大气信息,通过对大气参数查找表进行插值得到AOT,得到的FY3C/MERSI气

溶胶产品空间分辨率为1km,比 MODIS的气溶胶产品分辨率更高,更能反映小范围区域变化情况。
为了推进国产卫星应用与发展,本文基于FY3C/MERSI资料分析了重庆市的AOT时空分布。目前针对重

庆地区的AOT研究已有很多,包括利用卫星遥感数据、气象站观测数据或利用大流量采样器获取AOT等进行

研究,刘灿等人[9]基于 MODIS原始数据,采用暗像元法、6S模式,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反演重庆市主城区的

AOT;朱彬等人[10]基于重庆市冬季的大气气溶胶粒子观测资料,统计并分析了气溶胶粒子的数浓度、质量浓度、
谱分布、化学元素组成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陈金荣等人[11]基于LG-83型光电粒子计数器,对重庆市沙坪坝

气象站的大气气溶胶粒子进行了实时观测,并以此分析了重庆市大气气溶胶粒子的分布特征;Wang等人[12]基

于HJ-1卫星数据对重庆的AOT反演算法进行研究,并与 MODIS的AOT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基于风云系列

卫星数据产品,借助AOT产品数据对重庆地区展开的其他应用研究也有一些,Zeng等人[13]利用FY3C/MERSI
获取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产品,对重庆主城区PM2.5值进行了反演分析。

重庆市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更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故而对重庆市的气溶胶时空分布研

究极具意义。目前基于国产风云系列AOT产品的研究极少;研究成果的时间较为久远,对近几年的研究很少;
对年、季、月的时空变化研究较少。本文基于FY3C/MERSIAOT产品数据分析重庆市AOT分布及其时间变

化特征,并利用CE318观测数据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讨论FY3C/MERSIAOT产品数据的可用性。

1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经纬度范围在东经11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北面有大巴山,东面有巫山,东南有

武陵山,南有大娄山。重庆市主城区包括了巴南区、北碚区、大渡口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沙坪坝区、渝
北区和渝中区共9个区,主城区的海拔高度大多在168~400m之间;巫溪县东部边缘的界梁山主峰阴条岭海拔

为2796.8m,是市内的最高峰;巫山县的长江水面为最低处,海拔为73.1m。在重庆市的各个地貌类型中,以
丘陵类型的面积最大,占重庆市总面积的59.4%,山地类型占30.4%,平坝类型占10.2%,故而重庆市有“山城”
之称[14]。流入或流经重庆市的主要江河有长江、乌江、嘉陵江、大宁河涪江、綦江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了

整个重庆,流程长度达665km,穿越了巫山的3个背斜,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重庆市的年平均相对湿度

为70%~80%,在中国区域内属于高湿区。年日照时数在1000~1400h,日照百分率为25%~35%,是年日照

最少的地区之一;冬季和春季的日照更少,仅有全年的35%左右。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风云卫星遥感数据服务网(http://satellite.nsmc.org.cn/portalsite/

default.aspx)提供的FY3C/MERSIAOT产品数据。MERSI的陆地气溶胶产品反演算法是基于 MERSI传感

器的蓝通道(470nm)数据、红通道(650nm)数据、短波红外通道(2100nm)数据以及地理定位数据,在云检测、
水汽总量、臭氧总量等辅助数据支持下实现的暗像元算法,利用暗像元算法反演得到晴空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

产品。从该网站下载日产品数据通过图像预处理,利用云掩膜产品去除部分有云数据后,使用ENVI软件及

IDL编程语言进行拼接、投影、研究区提取等处理;卫星产品数据空间分辨率为1km,时间分辨率为合成月平均

数据、季平均数据、年平均数据等用于分析重庆市气溶胶光学厚度时空变化分析。
实测数据为全自动太阳光度计CE318气溶胶监测仪器观测到的2014年5月31—2015年5月16日的气溶

胶光学厚度观测数据。太阳光度计是目前探测大气气溶胶的最常用且有效的监测仪器,利用太阳光度计得到的

数据不但可以研究气溶胶的光学特性、对卫星遥感反演的气溶胶产品进行验证,而且可以获得长期、连续、实时

的气溶胶观测数据[15]。选择相应时间段的CE318数据,分别以地面太阳光度计实测AOT数据与 MERSIAOT
数据为横纵坐标做出散点图进行精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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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地区FY3C/MERSIAOT与太阳光度计

测得的AOT的散点图

Fig.1 ThescatterdiagramaboutFY3C/MERSIAOT
andsun-photometerAOTinChongqing

2FY3C/MERSIAOT反演结果精度验证

由太阳光度计 CE318测得的 AOT 数据为横坐标、

FY3C/MERSIAOT数据为纵坐标得到的散点图(图1)可
知,二者数据的相关性系数达0.64,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FY3C/MERSIAOT数据的平均绝对值误差为0.145,均方

根误差为0.196,数据精度满足需求。

3重庆市AOT时空分析

3.1月平均AOT分布

由封二彩图2和表1可看出重庆市AOT月平均空间

分布特征为:1月,重庆市 AOT在0~1.8之间,其中主城

区绝大部分地区 AOT较高,在0.4以上,个别地区 AOT
在0.6以上;中部地区 AOT在0.3~0.6之间,局部地区

AOT高于0.6;主城区西部及西南部AOT较高,除了个别

地区AOT在0.4~0.5之间,AOT多数都高于0.5。2月,重庆市大巴山、七曜山高海拔地区AOT在0~0.4之

间;主城区AOT在0.4~0.6之间;西部地区AOT较高,大部分地区AOT都在0.6以上;东北部的梁平、开州、
万州部分地区AOT超过了0.6。3月,重庆市大部分地区AOT都在0~0.5之间,渝东南大部分地区、渝东北、
主城及西部部分地区AOT在0.4以上,主城区西南部AOT更在0.6以上。4月,重庆市渝东北、渝东南大部分

地区AOT在0~0.4之间,西部大部分地区AOT在0.5以上,中部AOT在0.3~0.6之间。5月,重庆市西部

地区部分被云覆盖,没有监测值,主城区外的其余地区AOT较低,在0~0.4之间,主城区西北部AOT在0.6以

上;渝东南、渝东北部分地区AOT在0~0.3之间。6月,重庆市AOT在0~1.8之间,主城区及西南地区AOT
偏高,在0.6以上;中部地区AOT在0.3~0.6之间;大巴山、七曜山高海拔地区AOT在0~0.4之间。7月,重
庆市西部和中部地区AOT在0.3~0.6之间,大巴山和七曜山高海拔地区AOT在0~0.4之间。8月,重庆市

除主城区及周边地区 AOT偏高,在0.4以上,其余地区 AOT较低,在0~0.4之间。9月,重庆市西部地区

AOT在0~0.4之间,中部有个别地区AOT偏高,在0.6以上,东南角地区AOT高于0.6。10月,重庆市除中

部地区AOT在0~0.3之间外,其他地区AOT在0.3~0.6之间,潼南县AOT在0.6以上。11月,重庆市东北

处于AOT低值区,AOT在0~0.4之间,其余地区AOT在0.3~0.6之间,个别区域AOT大于0.6。12月,重
庆市东北、东南部处于AOT低值区,AOT在0~0.3之间,主城、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地区AOT高于0.6。

图3 重庆市月平均AOT趋势线

Fig.3 TheMonthlyaverageAOTtrendlineinChongqing

由图3可看出重庆市AOT月平均时间变化特

征:1月到5月月平均AOT逐渐降低,5月到6月

有一定上升趋势,6月到7月AOT下降,7月到12
月AOT缓慢上升。其中1月为AOT最高值点,12
月、2月次之,5月 AOT最低。从天气网上可以找

到5月和7月整月天气都为多云加小雨,连续的小

雨使空气中的气溶胶沉淀,故而 AOT低。秋季大

气湿度增加,气溶胶粒子吸湿增长,燃烧排放和逆

温现象增加,使秋冬季节AOT增加。

3.2季平均AOT分布

按照气象标准定义可得,3~5月为春季,6~8
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2月为冬季。如封二彩图4及表2所示:春季,重庆市AOT在0~1.8之间,除
了大巴山、七曜山高海拔地区,渝东南部分地区平均AOT在0~0.3之间,其余地区AOT都在0.3以上,主城、
西部大部分地区AOT都在0.5以上且有少数地区AOT高于0.6;夏季,重庆市东北和东南地区AOT在0~
0.3之间,主城区小部分地区AOT在0.6以上,其余地区AOT都在0.3~0.5之间;秋季,重庆市大巴山地区

AOT在0~0.3之间,除了主城区及东南部分地区AOT在0.6以上,其余大部分地区AOT在0.3~0.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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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重庆市各区县月平均AOT

Tab.1 ThemonthlyaverageAOTinalldistrictsofChongqing

区县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主城区 0.56 0.59 0.51 0.43 0.39 0.53 0.45 0.44 0.45 0.43 0.49 0.59

城口县 0.18 0.33 0.29 0.11 0.14 0.16 0.14 0.25 0.38 0.35 0.30 0.46

巫溪县 0.27 0.32 0.38 0.12 0.17 0.18 0.12 0.21 0.34 0.33 0.35 0.53

开县 0.40 0.42 0.37 0.23 0.22 0.27 0.26 0.30 0.42 0.44 0.40 0.40

巫山县 0.37 0.30 0.34 0.11 0.15 0.22 0.15 0.16 0.30 0.31 0.36 0.52

云阳县 0.40 0.42 0.38 0.18 0.21 0.30 0.26 0.24 0.28 0.29 0.35 0.44

奉节县 0.39 0.26 0.37 0.15 0.17 0.24 0.17 0.21 0.22 0.35 0.35 0.39

万州区 0.44 0.60 0.35 0.36 0.23 0.35 0.36 0.25 0.28 0.35 0.41 0.47

梁平县 0.47 0.45 0.39 0.35 0.25 0.38 0.42 0.30 0.32 0.50 0.46 0.43

忠县 0.48 0.46 0.36 0.31 0.29 0.41 0.40 0.36 0.25 0.36 0.40 0.49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0.40 0.31 0.32 0.49 0.23 0.23 0.17 0.25 0.24 0.40 0.39 0.37

垫江县 0.46 0.42 0.36 0.29 0.26 0.44 0.40 0.32 0.23 0.47 0.42 0.43

潼南县 0.55 0.68 0.53 0.54 0.81 0.48 0.34 0.28 0.39 0.68 0.52 0.60

合川区 0.51 0.62 0.54 0.50 0.52 0.52 0.46 0.44 0.68 0.54 0.52 0.49

丰都县 0.42 0.34 0.31 0.28 0.25 0.32 0.31 0.31 0.22 0.33 0.35 0.52

长寿区 0.51 0.49 0.42 0.34 0.26 0.50 0.47 0.36 0.21 0.50 0.44 0.59

铜梁县 0.56 0.64 0.50 0.54 0.67 0.54 0.33 0.42 0.31 0.44 0.51 0.57

涪陵区 0.47 0.42 0.35 0.30 0.28 0.41 0.40 0.34 0.23 0.36 0.41 0.58

璧山县 0.60 0.66 0.50 0.52 0.55 0.58 0.36 0.45 0.24 0.45 0.54 0.52

黔江区 0.57 0.31 0.48 0.27 0.29 0.27 0.19 0.26 0.36 0.48 0.44 0.43

大足县 0.51 0.60 0.51 0.60 0.70 0.54 0.35 0.38 0.33 0.47 0.44 0.59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0.46 0.28 0.50 0.36 0.32 0.25 0.22 0.28 0.34 0.46 0.47 0.42

荣昌县 0.52 0.67 0.54 0.58 0.60 0.59 0.24 0.34 0.50 0.39 0.41 0.55

武隆县 0.45 0.34 0.47 0.33 0.31 0.21 0.26 0.29 0.24 0.41 0.39 0.41

永川区 0.60 0.70 0.56 0.54 0.48 0.64 0.31 0.36 0.36 0.42 0.49 0.54

南川区 0.45 0.35 0.43 0.33 0.24 0.27 0.30 0.36 0.22 0.37 0.45 0.53

江津区 0.61 0.60 0.50 0.45 0.34 0.58 0.43 0.45 0.23 0.40 0.42 0.53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0.78 0.32 0.51 0.29 0.25 0.23 0.19 0.23 0.44 0.46 0.49 0.37

綦江县 0.64 0.44 0.32 0.31 0.24 0.38 0.37 0.41 0.24 0.33 0.40 0.57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0.32 0.29 0.41 0.35 0.28 0.27 0.22 0.25 0.32 0.52 0.49 0.35

冬季,重庆市主城区及西部地区AOT在0.5以上,局部超过了0.6,渝东南、渝东北大部分地区AOT在0~0.4
之间。整个重庆市季平均AOT在冬季最高,在秋季、春季次之,在夏季最低。重庆市主城区AOT较其他区县

偏高,主要是由于重庆市作为山地区域的典型城市,主城区三面环山,处于丘陵低山带,长江、嘉陵江穿城而过,
山水交汇,下垫面极为复杂,秋冬季节存在逆温过程,严重影响气溶胶扩散[16]。主城区AOT在秋冬季节比在春

秋季节偏高,而夏季伴随季风时常有强降雨过程,对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冲刷作用,明显降低了污染物的消光作

用;随着秋季大气湿度增加,气溶胶粒子吸湿增长,周边生物质燃烧排放,逆温现象增加,使得秋冬季节AOT持

续增加[17]。

3.3年平均AOT分布

如封二彩图5和表3所示,重庆市年平均AOT在0~1.8之间,均值为0.38,呈现出东低西高的趋势,其中

AOT在城口县、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地区较低,基本上在0~0.3之间,中部地区AOT在0.3~0.5之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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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庆市各区县季平均AOT
Tab.2 TheseasonalaverageAOTinalldistrictsofChongqing

区县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区县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主城区 0.44 0.47 0.46 0.58 长寿区 0.34 0.44 0.38 0.53

城口县 0.18 0.18 0.34 0.32 铜梁县 0.53 0.43 0.42 0.59

巫溪县 0.22 0.17 0.34 0.38 涪陵区 0.31 0.39 0.33 0.49

开县 0.27 0.28 0.42 0.40 璧山县 0.52 0.47 0.41 0.59

巫山县 0.20 0.18 0.32 0.40 黔江区 0.35 0.24 0.43 0.44

云阳县 0.26 0.27 0.31 0.42 大足县 0.56 0.42 0.41 0.57

奉节县 0.23 0.20 0.31 0.35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0.39 0.25 0.42 0.39

万州区 0.31 0.32 0.34 0.50 荣昌县 0.56 0.39 0.43 0.58

梁平县 0.33 0.37 0.42 0.45 武隆县 0.37 0.25 0.35 0.40

忠县 0.32 0.39 0.34 0.48 永川区 0.53 0.44 0.42 0.6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0.34 0.22 0.34 0.36 南川区 0.33 0.31 0.35 0.44

垫江县 0.30 0.39 0.38 0.44 江津区 0.43 0.50 0.35 0.58

潼南县 0.58 0.37 0.53 0.61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0.35 0.22 0.46 0.48

合川区 0.52 0.47 0.58 0.54 綦江县 0.29 0.39 0.32 0.53

丰都县 0.28 0.31 0.30 0.43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0.38 0.25 0.54 0.45

城区、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地区AOT在0.5~0.6,且其中部分地区AOT在0.6以上。重庆市大巴山和七曜山地

区为自然生态区,AOT较低,主城区及周边地区为重庆市人口集中的都市区,人口密集,火车站、飞机场等交通

枢纽都坐落于主城区,各种工厂也在主城区落脚,导致污染气体排放量大,AOT最高。主城区周边的发展区人

口密度仅次与主城区,AOT比东部的生态区AOT高。

表3 重庆市各区县年平均AOT
Tab.3 TheyearlyaverageAOTinalldistrictsofChongqing

区县 年平均AOT 区县 年平均AOT 区县 年平均AOT

主城区 0.49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0.32 大足县 0.49

城口县 0.26 垫江县 0.38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0.36

巫溪县 0.28 潼南县 0.52 荣昌县 0.49

开县 0.34 合川区 0.53 武隆县 0.34

巫山县 0.28 丰都县 0.33 永川区 0.50

云阳县 0.31 长寿区 0.42 南川区 0.36

奉节县 0.27 铜梁县 0.49 江津区 0.46

万州区 0.37 涪陵区 0.38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0.38

梁平县 0.39 璧山县 0.50 綦江县 0.39

忠县 0.38 黔江区 0.36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0.41

4结论

利用FY3C卫星的 MERSIAOT产品分析重庆市AOT的时空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利用重庆市气象局站的站点资料,得到与FY3C/MERSIAOT产品在时间与空间匹配的样本点27组数

据,两者相关性系数达0.64,具有良好的相关性。FY3C/MERSIAOT数据的平均绝对值误差为0.145,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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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为0.196。说明国产卫星FY3系列AOT产品可用性极高。

2)重庆地区AOT分布特征从空间上来说,呈现出东低西高的趋势,其中大巴山、七曜山高海拔地区AOT
较低,基本上在0~0.3之间,中部地区AOT在0.3~0.5之间,主城、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地区AOT在0.5以上,
局部在0.6以上。

3)AOT月变化趋势为:1月到5月重庆市AOT逐步下降,5月到6月AOT上升,6月到7月AOT下降,7
月到12月AOT缓慢增长到最高值。其中1月为AOT最高峰,12月、2月次之,5月AOT最低。

4)AOT季节变化特征为:AOT在冬季最高,在秋季、春季次之,在夏季最低。重庆市主城区AOT较其他

区县偏高,主要是由于重庆市作为山地区域的典型城市,主城区三面环山严重影响气溶胶扩散。

5)利用FY-3C/MERSIAOT数据产品对重庆区域进行研究是可行的,且方法简便。但由于重庆地区复杂

的下垫面分布情况、土壤类型、多变的天气状况、大气条件的复杂性、传感器自身误差等条件对重庆地区AOT分

析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于此同时,也希望国产卫星在算法等上进一步优化,让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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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AnalysisofAerosolOpticalThicknessinChongqingBasedonFY3C/MERSIData

YANGJie1,WANGYongqian1,2,YANGShiqi2,ZHAIYun1

(1.ChengduUniversityofInformationTechnology,Chengdu610225;

2.ChongqingInstituteofMeteorologicalSciences,Chongqing401147,China)

Abstract:[Purposes]Analysisof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AerosolOpticalThickness(AOT)inChongqingfromJune
2014toMay2015.[Methods]AOTisobtainedbasedontheaerosolopticaldepthproductofadomesticpolarorbitingmeteorologi-
calsatelliteFY3C/MERSI.AndthecomparativeanalysisoftheFY3C/MERSIaerosolopticalthicknessproductsandthemeas-
ureddataofthesun-photometerwascarriedout.[Findings]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betweentheMERSIAOTproductandthe
sun-photometerwas0.64,theabsoluteerrorwas0.145,andtherootmeansquareerrorwas0.196.Fromtheperspectiveofspatial
distributionofannualaverageAOT,AOTshowingatrendofloweast-westhigh.Amongthem,theDabaMountainsandQiyao
Mountain,between0and0.3,arerelativelylowinthehigh-altitudeareas.Thecentralregionbetween0.3~0.5.Themaincity,

thevastmajorityofthewesternregioninmorethan0.5,someareasabove0.6.AccordingtothetimedistributionofAOT,Januar-
yisthehighvalueperiod,followedbyDecemberandFebruary,andthelowestinMay.Accordingtotheseason,thewinterseason
istheAOThighseason,followedbytheautumnandspring,thelowestinsummer.[Conclusions]Theaerosolopticalthicknessof
FY3C/MERSIproductscanwellreflectthespatialdistributionofAOT,whichishighlycorrelatedwiththeactualdistribution.
Keywords:FY3C/MERSI;aerosolopticaldepth;thesun-phot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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