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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层起源的O+离子在同步高度区的分布 

史建魁(1);刘振兴(1);T. L. Czhung(2);郭兼善(1);张满莲(1);尚社平(1);罗熙贵(1) 

(1)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0 ,中国;(2)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Graz, A-8042 ,Austria

摘要： 

以卫星观测资料为基础, 应用动力论方程, 采用理论模型和数值分析方法, 研究了不同地磁活动条件下同步高度区

O+离子的分布, 提出了O+离子密度和通量密度在同步高度区沿经度变化的半经验模型. 主要结果为: 在同步高度区

(1) 向阳侧O+离子密度和通量密度较大, 背阳侧较小. (2) 地磁活动指数Kp越小, O+离子密度和通量密度水平及其

沿经度的变化越小, Kp越大时水平及其变化越大; Kp≥6时O+离子密度和通量密度较Kp= 0时大一个量级. (3) 当
Kp= 0或Kp≥6时, O+离子密度在经度120 °附近和240 °附近最大, 在磁尾最小; 当地磁活动指数Kp=3~5时, O+离

子密度在经度0°处最大, 在磁尾最小; 无论Kp如何, O+离子通量密度都在经度120°附近和240°附近最大, 在磁尾最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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