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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项目的来源和需求

项目需求从LAMOST特点说起



研究背景

国外先进的设备

Cerro Tololo的较差星象监视运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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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宁度对观测的影响

系统原理及基本模块介绍



望远镜所成星点，即星点的衍射斑实际上是一个中
心对称的明暗相间的图形，称为艾瑞斑。

通过瑞利准则可知艾瑞斑的半高全宽（FWHM）可
以用来衡量望远镜的分辨率，进而用这个概念来
描述视宁度。

系统原理及基本模块介绍



系统原理及基本模块介绍

-------自动较差星象监视运动系统的原理



赤道仪控制

CCD图像的拍摄和显示

图像的处理和星点重心的计算

视宁度的计算

图像文件的存储，数据入库

系统原理及基本模块介绍

-------系统的基本功能模块包括：



软件界面



系统原理及基本模块介绍

--------图像的处理和星点重心的计算

1.使用了动态前后背景分离的技术，让星点更准确
的从背景分离出来。

2.使用了动态对比度拉伸技术让星点轮廓更突出，
重心计算更准确。



CCD实际拍摄的图像



系统原理及基本模块介绍

-------- 视宁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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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量的设计和实现

系统基本架构和测量流程

AUTO DIMM既给环境系统提供数据，又

使用环境系统的信息保障自己的自动巡
天功能。



系统自动化运行的三种模式

为什么设计三种运行模式？

 模式1：

自动化测量的设计和实现

高纬度地区使用，可
以持续策略不中断。



 模式2：
巡天策略

自动化测量的设计和实现

中低纬度地区适用，测量天顶距30度内
亮星。结果较为准确。



 模式3 ：

自动化测量的设计和实现

留出与大望远镜
的OCS的接口，
可直接受OCS

或大望远镜观测
计划控制更换目
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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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误差修正与优化

本系统现在安放在兴隆公众天文台进行测试观测。
最终，将安放到LAMOST焦面外侧新建的活动顶观测
室中，可以有效的避免地面气流对测量的影响。
位置示意图如下：



系统的误差修正与优化

 系统对CCD噪声带来的测量影响进行了修正。

 系统使用长短曝光相结合，并将计算结果归算
到近似0ms曝光取得的结果。

 系统以星点轮廓，流量等为依据对“差”的
图像进行了剔除。

 将目标星测量值归算到天顶。



自动化测量的设计与实现

系统的测试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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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

较差星象监视运动方式测量视宁度的算法研究。

选择较为合适的硬件和设备组建测量平台。

实现自动较差星象监视运动系统基本功能。

实现自动较差星象监视运动系统的自动测量功能。

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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