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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 郭守敬望远镜的环境信息系统
● 观测基地（数据库 + Web界面）
● 国家天文台（数据库）

– 国家天文台数据中心

– LAMOST 数据中心



  



  

背景简介（续）

● 选址组观测数据
● 多年累计的选址数据
● 阿里天文台狮泉河数据的需求

● 国家天文台数据中心
● Http://www.astro.csdb.cn
● 集成 LAMOST、 CSTAR等国内自产数据和若干镜
像的国外星表数据

http://www.astro.csdb.cn/


  



  

国外相关数据平台

● ESO
● TMT



  

数据平台的设计

● 数据库和数据文件
● 数据存储
● 数据发布



  

数据和数据库
● 数据类型

● 气象信息
● 水汽数据
● 视宁度数据
● 夜天光
● 云量
● 其他

● PostgreSQL / MySQL / 文件存储 

● 与 LAMOST 环境信息在同一数据库体系下

● 数据库结构根据数据的模型进行设计（需要再讨
论）



  

数据存储
● 数据的存储为本地自动备份以及网络中心的自动
备份

● 数据的汇集，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自动化的进
行数据汇集
● 汇集的模式可以根据数据格式进行选择

阿里天文台

其他台站

兴隆基地

数据/数据库

本地备份

网络中心
备份



  

数据发布

● 国家天文台数据中心建立专门的子站点发布这些
数据 （子站点名称？）

● 数据一般为时序数据，有在线的可视化方式查看

● 根据数据的物理特征等，可以进行一些在线的统
计计算

● 观测的图像可以进行浏览
● 其他的数据展现方式（可讨论）
● 数据检索方式（可讨论）



  

项目进度

● 兴隆基地环境信息数据的在线发布（春节前）
● 数据浏览
● 数据检索

● 选址组积累数据 （ 2011 春季）
● 数据浏览
● 数据检索

● 狮泉河实时数据 
● 其他台站数据



  

谢谢！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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