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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云量的重要性

云量分析的方法

云量图像和处理方法

高美古和物玛的云量结果

总结



重要性

对于地基天文观测，云量是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之一。观测目标发射出的光线到达地
基望远镜的终端时，会受到大气中云的散
射和吸收，大气中云量的多少，就决定观
测数据质量的好坏甚至能否观测。

对于天文选址，云量是一个首先需要考虑
的因素，它直接决定了天文可用时间和天
文观测可视域。



云量分析

 常用的监测方法

（1）目视观测

（2）卫星探测

（3）地面云量相机监测

 云量图像

能够实时、准确地反应观
测地点的云量特征；有很
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
对云量进行精确量化。



云量观测设备
 白天（2005.11-now）

NIKON COOLPIX 8800 数码相机，FC-E8 鱼眼镜头（Fish-eye 
camera）
Canon EOS 45D 数码相机，SIGMA 4.5mm 鱼眼镜头

 夜间（2009.11-now）
SBIG A340 全天空相机（all-sky camera）



白天云量



白天云量处理方法

确定阈值

根据Libradtran辐射传输模型计算的
全天空辐射比分布情况（霍娟等，
2002），确定了蓝和红两成分的亮度比
为1.3，即图像分割的阈值。

图像分割



夜间云量



夜间云量处理方法

动态阈值分割方法对图像进行分割



方法的改善

方法的改进

（1）去除月亮和亮星的影响

（2）采用局部的多阈值的分割



高美古云量结果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频
率

云 量

高美古云量分布

白天云量频率数

夜间云量频率数

白天云量累计分布

夜间云量累计分布

时间：2009/12-2010/4  经纬度：26.7°N，100.0°E



物玛白天云量结果
经纬度：32.6°N，83.1°E

Period Clear day

c<1

Partly cloudy

c<3

Usable day

c<7

Num.

days

2005.10-2006.12 40.3% 54.0% 71.6% 425

2008.11-2010.03 45.1% 57.2% 72.4% 481

total 42.8% 55.7% 72.0% 906



Period Clear night

c<1

Partly cloudy

c<3

Usable night

c<7

Num.

nights

2005-2006 42.7% 69.0% 75.4% 310

2008-2010 47.8% 66.5% 75.4% 480

average 45.8% 67.5% 75.4% 790

物玛夜间云量结果
人眼观测结果



物玛云量月变化

 白天与夜间的云量月变化趋势一致。

 9月至3月为晴朗天气，4、5、7和8月云量较多。



总结

 2009.12-2010.04期间，高美古的白天
和夜间云量<3的概率分别为52%和70%

 2005-2006年和2008-2010年，物玛的白
天和夜间云量<3的概率分别为55.7%和
67.5%

夜间云量的分析方法尚不完善，需要一
些改进，比如图像的细致分类，月亮、
亮星影响的去除，暗云和亮云的辨别等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