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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站点的远程控制包括

选址望远镜等设备的远程控制

选址观测数据的自动远程传输和归档

气象数据和云量的准实时发布

监控图像的远程监控和网络发布



一，选址望远镜控制软件接口

Serial Command Protocol

ASCOM



Serial Command Protocol

 LX200 for Meada  GTOCP3 Servo 

Control Boxes for AP





ASCOM

 The ASCOM Initiative is a loosely-knit group of 

developers and astronomical instrument makers 

that work together to bring vendor-independent

and language-independent plug-and play 

compatibility between astronomy software and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SCOM stands for 

the Astronomy Common Object Model. 

http://ascom-standards.org/About/CompatLang.htm
http://ascom-standards.org/About/CompatLang.htm
http://ascom-standards.org/About/CompatLang.htm


Compatible Languages

 C++ 

 Delphi Pascal 

 Visual Basic 6 

 FORTRAN 

 C#.NET 

 VisualBasic.NET 

 Java (the real thing) 

 COBOL 

 RemObjects PascalScript 

 Perl 

 Python 

 Tcl/Tk 

 PL/1 

 ReXX 

 JavaScript/JScript 

 VBScript 

 Microsoft Office (all products!) 

 Squeak Smalltalk 

 Visual Smalltalk 

 REALBasic 

 MATLAB 

 LABView



Drivers Include

 Telescope/Mount

 Camera 

 Dome & Roof 

 Filter Wheels 

 Focuser 

 Rotator 



Telescope/Mount

 ACL Telescope 
Controllers

 Astro-Physics GTO 

 Celestron Unified 

 EQMOD Project 

 Gemini Telescope 

 Generic LX-200

 Intelliscope 

 LittleFoot Controller 
Project 

 Meade LX200 Classic 
and Autostar 
#494, #495, and #497

 Meade LX200GPS and 
LX200R 

 PC-TCS ServoCAT

 Takahashi Temma 

 TheSky Controlled 
Telescope 
(Paramount, etc.,) for 
TheSky X and TheSky 
5/6

 Vixen SkySensor 2000 

 Vixen Sphinx 



Camera Drivers

 Finger Lakes Instrumentation 

Orion StarShoot Family 

Quantum Scientific

http://www.flicamera.com/index.html
http://www.telescope.com/control/main
http://www.quantum-scientific.com.au/qsonline/quantumws.nsf/0/D5C27B56B4DC8815CC257301000977AF?openDocument


ACP

http://acp.dc3.com/index2.html




小望远镜的控制物理结构



网络结构1



网络结构2



要考虑的问题

观测的安全性
网络安全，VPN

设备安全，网络延时、防雷、远程启动和复位、断
电保护。。。



二，选址观测数据的自动远程传输
和归档

 数据内容：SBIG视宁度、DIMM视宁度、
CT2微温近地面湍流、MASS分层湍流、
Scidar湍流廓线，以及云量图像和其他观
测数据。

 归档地点：狮泉河镇服务器和北京服务器

 现在采用的自动文件FTP方式定期传送到
北京。



三，气象数据和云量的准实时发布

 发布内容：气象站得到的数据，包括风速、风
向、温度、气压和湿度。云量包括白天、晚上和
红外云量

 数据内容：气象数据均为单点数据，采样频率为
每分钟1个点，24小时连续采样。白天云量、夜
间云量、红外云量。云量图片在互联网发布时可
以进一步压缩。

 发布方式：网页发布，网页设计类似ESO界面，
同时可以显示云量情况。





四，视频监控图像的远程监控和网
络发布

 多路视频图像要进行远程监控，包括在狮泉河站
和北京。至少有8路以上的视屏图像要进行显示，
但并不要求完全实时或者同时显示。监控设备的
原始图像存储在观测站点，比如硬盘录像机。

 发布内容：狮泉河站网页的视频图像。
 数据内容：视频图像
 发布方式：网页发布
 网站地点：北京
 更新频率：5分钟，同时发布3-5个监控图像



五，狮泉河镇和北京观察室建设要
求

 山上观测站点尽量做到无人值守，观测在狮泉
河镇观测室进行。可以认为未来从狮泉河镇到
观测点的网络带宽是可以保证的，比如光纤连
接。所有望远镜要进行远程控制，观测资料直
接存储到狮泉河镇的数据存储设备上。气象云
量等资料也要在这里进行归档。

 北京观察室的主要目的是在北京观察野外的情
况以及核心数据的备份、发布等。





野外自动模式

条件：电（太阳能）和网（手机。。。）

全自动

在线监测，故障通知，远程启动复位



初步试验

利用ACP实现了网间的望远镜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