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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址概况

地理位置：地处亚洲中心、距离乌鲁木齐80公里，海拔2080



一、台址概况

气象条件及环境监测：

1.昼夜温差大、干燥、降水少；晴天和晴夜数较多，年均278天左右；

2. 台站建立了气象观测系统，实时测量
台址温度、气压、湿度、风速及风向、
大气不透明度等。

气象环境监测设备

年份 晴夜数

2012 286
2013 280
2014 279
2015 265



一、台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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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21.9 mag arcsec-2(V波段)

消光：对于UBVRI滤光片，消光系
数分别为0.441, 0.367, 0.292, 0.148和
0.073。

视宁度：南山站在2010-2011年使用
SBIG测量视宁度，均值为1.0″，80%
的大气视宁度数据优于1.4″。2012年后
SBIG故障停止监测。



CCD 杜瓦

滤光片转轮

旋场改正器

成像镜组

主反射镜

调焦机构

地平式机架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南山1米大视场天文望

远镜于2012-2013年在南

山安装调试，2014年2月

通过验收。2013年9月投

入观测。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参数 指标要求 检测结果

主镜有效尺寸 >1000mm 现场测量1023mm

主焦距 2159mm±25mm 计算得2200mm

视场 ≥1.5 x 1.5degree2 CCD视场1.3 x 1.3degree2

焦面尺度 93.75”/mm

主焦点效率 >70% 反射率87.46%

最大转速 >6º/s （双轴） >7o/s （双轴）

最大加速度 1o/s2 （双轴） 方位：>1.8 o/s2

俯仰：>1.3 o/s2

指向精度

(20o<俯仰角<75o)
<3” RMS
(指向模型修正后)

RMS-Error RA 2.4″
RMS-Error DE 3″

跟踪精度
(20o<俯仰角<75o)

0.2″RMS in 10 seconds
1.0″RMS in 60 minutes

1.25″ RMS in 600 seconds

跟踪精度
(75o<俯仰角<85o)

0.4″RMS in 10 seconds
3.0″RMS in 60 minutes

<0.2″ RMS in 10 seconds

天顶盲区 2.5o (radii) <2o

方位旋转角度 ±270o -290o~+289o

俯仰旋转角度 0-89o 15~85o

消旋最大载重 20kg 滤光片转轮9kg+液氮制冷杜
瓦15kg=24kg，超重

消旋跟踪精度 在视场边缘0.1”/600second 等效消旋器精度为5”

望远镜技术参数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型号 E2V-CCD203-82 (blue)

像素 4096 x 4096

像元尺寸 12μm

像元比例尺 1.125”

成像面积 49.2 x 49.2mm2

读出放大器 4个

暗电流 <1e-/pix/hr@-120℃

像元满阱 153888e-/pixel

电荷转移效率 99.9995%

线性度 <1%

制冷温度 -120度

CCD相机技术参数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CCD相机技术参数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CCD相机技术参数
Modes Amplifiers Gain(e-/ADU) Readout 

noise(e-)
Nonlinearity

Slow (51Kpix/s)
With G=0

Up-Left 2.04 4.02 1.5%

Up-Right 2.01 3.86 0.9%

Down-Left 2.044 4.5 1%

Down-Right 2.023 5.18 1.5%

Slow (51Kpix/s)
With G=1

Up-Left 0.922 3.23 0.4%

Up-Right 0.913 3.17 0.3%

Down-Left 0.95 3.89 0.4%

Down-Right 0.917 4.5 0.3%

Slow (51Kpix/s)
With G=2

Up-Left 0.402 2.88 0.1%

Up-Right 0.401 2.89 0.1%

Down-Left 0.419 3.66 0.1%

Down-Right 0.405 4.19 0.1%

Medium (91Kpix/s)
With G=0

Up-Left 4.153 6.06 5.1%

Up-Right 4.212 5.85 4.9%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滤光片系统

滤光片转片系统共提供5个槽位，大小为83 x 83 mm。
配备有3套滤光片系统：Johnson、SDSS和Strömgrem。

SDSS系统u/g/r/i/zJohnson系统U/B/V/R/I



二、望远镜及附属设备性能

滤光片系统

滤光片转片系统共提供5个槽位，大小为83 x 83 mm。
配备有3套滤光片系统：Johnson、SDSS和Strömgrem系
统u/b/v/y， H-beta N & H-beta W。



评估期内望远镜运转时间统计表（单位：夜）

望远镜各附属设备分配时间表（四年合计, 单位：夜）

年份 实际观测 天气损失 仪器故障损
失

其他原因损失 维护检修

2012 0 0 0 0 0

2013 71 10 5 2 3

2014 227 62 53 8 15

2015 235 85 1 14 30

设备名称 CCD测光终端

分配时间 769

三、望远镜设备运行情况



四、科学效益

序
号

申请人 单位 观测题目 望远镜及附属
设备

分配时间(夜)

1 付建宁 北京师范大
学

脉动白矮星观测研究 南山1米/BVR 112

2 张燕平 北京师范大
学

食双星中脉动变星多色测光 南山1米/BVR 17

3 艾力.伊 新疆天文台 大视场时域巡天 南山1米/BVR 38

4 刘进忠 新疆天文台 食双星测光 南山1米/BVR 113

5 张 余 新疆天文台 疏散星团观测 南山1米/BVR 52

6 林省文 台湾大学 近地天体多色测光 南山1米/BVRI 12

7 陈文屏 台湾大学 GM CEP变星星不落测光研究 南山1米/BVR 每夜约10分钟

8 王晓峰 新疆天文台 超新星巡天 南山1米/BV 90



四、科学效益

台外, 57%

台内, 36%

维护, 7%



四、科学效益
序号 望远镜及

附属设备
发表论文题目 期刊（年月、卷页） 他引

次数

1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The Needle in the 100 deg2 Haystack: Uncovering 
Afterglows of Fermi GRBs with the Palomar 
Transient Factory

Singer et al. 2015, ApJ, 806, 52 17

2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A Decade of Short-duration Gamma-Ray Burst 
Broadband Afterglows: Energetics, Circumburst 
Densities, and Jet Opening Angles

Fong et al., 2015, ApJ, 815, 102 18

3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SN 2013dx associated with GRB 130702A: a detailed 
photometric and spectroscopic monitoring and a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

D'Elia et al., 2015, A&A, 577, 116 8

4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Optical Transients Survey Using Nanshan 1m Wide-
Field Telescope

Yishamuding et al.,2015, IAU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29, 
id.2256148

5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Time-domian Survey of Galactic Anti-center (GAC) 
using Nanshan 1m Telescope

Yishamuding et al., 2015,IAU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29, 
id.2258482

6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The photometric system of the Nanshan One-meter 
Wide field Telescope

Liu et al., Proceedings IAU 
Symposium No. 298, 2013

7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A study of variable stars in the open cluster NGC 
1582 and its surrounding field

Song et al.，2016，RAA，
Accetped

8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Highly Luminous Supernovae associated with 
Gamma-Ray Bursts I.: GRB 111209A/SN 2011kl in 
the Context of Stripped-Envelopeand Superluminous 
Supernovae

Kann et al. 2016, arXiv160606791K
A&A, Accepted

9 南山1米/测
光终端

The first photometric study of the short period 
shallow contact system LO Comae

Zhang et al, 2016，PASP，
Accepted





http://gcn.gsfc.nasa.gov/gcn3/1826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693.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625.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255.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946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252.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23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142.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12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122.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7000.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6994.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678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635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632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6154.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95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94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947.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91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873.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78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655.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643.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641.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537.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535.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531.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518.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511.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409.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37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336.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4975.gcn3
http://gcn.gsfc.nasa.gov/gcn3/14927.gcn3

This site has discovered 11 numbered objects
0 of the numbered objects have been named
17 of the discoveries are identified with numbered minor planets
12 of the discoveries are involved in multiple-apparition orbits
11 of the discoveries are principal designations
9 of the one-opposition objects have >= 30-day arc orbits
7 of the one-opposition objects have < 30-day arc orbits
2 of the one-opposition objects have no orbit

-- End of report

四、科学效益





M82 中的超新星



跟踪观测M31中新发现的Nova
iPTF13dbt (00:44:01.52, 

+41:32:01.3) 是最近由iPTF
（The intermediate 
Palomar Transient Factory）
在 M31中发现的一颗，首
次发现是在 UT Aug 28.39 ，
R_mag=20.3等，到 UT Aug 
29.47时增亮至R_mag=17.8
等。

我们分别在8月31号和9
月1号晚上进行了跟踪观
测，与之前我们在1月27
号测试所拍图像对比，很
明显可以看到这颗明亮的
新星。





•小行星

K13G88X K13Q04A K13Q16G K13Q27C
K13Q27D K13Q47C K13R18U K13R18W
K13R42R K13R43W K13R54H K13R54G

K13S22E K13S22W K13S22V K13S22X K13S22Y
K13S25M K13S83P K13S83Q

站点注册：04/2013
http://adsabs.harvard.edu/abs/2013MPC..83516...6F

提交观测数据46组
获得临时指定27个
最先发现获得临时编号20个



GRB 131024B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376.gcn3
GRB 131014A
http://gcn.gsfc.nasa.gov/gcn3/15336.gcn3
GRB 130702A
http://gcn.gsfc.nasa.gov/gcn3/14975.gcn3
GRB 130625A
http://gcn.gsfc.nasa.gov/gcn3/14927.gcn3

GRB Observed

GRB 130702A /
Fermi394416326

17:43:25 UT on 2013-07-03
SDSS   J142914.57+154619.3
decayed R~18.9

Our  photo ESO-DSS  I/II





四、科学效益

时域天文观测数据积累

小ubvy巡天，进展：

积累了已知变星的光度数据；新发现200余颗各类变星
并获得了它们的光变曲线。

总共观测16071幅图像(包含bias/flat)

波段 图像幅数 覆盖天区面积
（deg^2）
Hbeta_n    4651              504
Hbeta_w   2669              473 
b               4274              1265
y               4129              1270



四、科学效益

时域天文巡天研究方向和试巡天

反银心方向时域巡天



四、科学效益

时域天文巡天研究方向和试巡天



五、社会效益

序号 申请人 单位 任务名称 经费 望远镜及附属设备 分配时间
（天）

产出

1 付建宁 北师大 学生实习 0 南山1m测光系统 5-8/年 为学位论文
准备

2 张燕平 北师大 学生实习 0 南山1m测光系统 2-4/年 为学位论文
准备

3 周济林 南京大学 学生实习 0 南山1m测光系统 4-9/年 系外行星观
测

4 新疆天文
学会

新疆天文学会/
新疆科协

新疆天文冬/夏
令营

0 科普教育 20-30/年 天文科普活
动

南山1米光学望远镜在新疆天文科普教育和去极端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社会效益

南山1米光学望远镜在新疆天文科普教育和去极端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其它效益、产出说明

以1米大视场望远镜在南山的建立和运行为基础，申请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端人才引进计划。2014年引进柔性人才三名，国家天

文台周旭研究员 ，国家天文台姜晓军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付建

宁教授，聘期三年，得到自治区人才经费支持120万人民币。三名

柔性人才每年不定期到新疆天文台开展学术活动，培养人才，技术

支持。为新疆天文台光学天文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名柔性人才

现正在为新疆天文台培养了3名在职博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



六、其它效益、产出说明

拓展了国际合作空间

南山1米望远镜加入了国际引力波事件侯选源监测网

新疆天文台-卡塔尔能源环境局系外行星项目合作

团队成员在“中-乌”天文合作中也正在发挥作用



七、数据库

数据使用/开放情况

南山一米望远镜观测数据已在南山一米服务器归档并对不同用户设置了自己

课题的访问权限，观测数据属于课题观测者所有，未经观测者同意，两年内任何

人不能使用观测数据。针对南山一米大视场望远镜数据特点，一米课题组开发了

标准的数据处理pipeline,所有一米望远镜用户都可在服务上使用，提高了数据处

理的速度和定标精度。针对超新星巡天项目的特点，在制作了合格天区模板的基

础上，每天的超新星巡天数据都可实时处理，智能判断候选源并提供web访问端

口，供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和天文爱好者进行对比，以发现新的超新星目标。

纳入天文观测服务平台管理情况（虚拟天文台）

南山一米望远镜数据暂未纳入虚拟天文台。该望远镜数据纳入虚拟天文台是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之一。



八、程控自主观测改造
观测环境监测，信息发布，信息访问与应用



八、程控自主观测改造

自动导星 ROBOFOCUS + QHY CCD



八、程控自主观测改造

分布式观测系统主镜自动调焦



八、程控自主观测改造

图像自动时是处理、曝光计算器与自动曝光策略



八、程控自主观测改造

一米测光主镜与测光辅助望远镜的联合观测



八、程控自主观测改造

观测任务权重与天气相结合的任务调度算法

小行星先处理

变源自动判别

平场自动拍摄

ASCOM || RTS2 ？

………………



九、对设备及基地发展的
想法与建议

南山1米大视场天文望远镜探测器建设

解决大视场条件下的欠采样问题，具备大视场高精度测光的能力；

快速读出探测器，提高时域观测时间分辨率，实现对快变源观测能力；

1.2米望远镜天文终端建设和投入天文观测

已申请2017年修购专项，计划为该望远镜配置一套

成像/光谱终端。单源测光精度高，可获得中低色散光谱，

1.2米望远镜与南山1米望远镜有很强的互补性。

光电阵(大)数据挖掘

卡塔尔系外行星项目，暂现天体和变星巡天



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