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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照相天图集

李 竞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提 要

略要地回顾了应用广角夭体照相仪的照相天图发展历史
。

简要地介绍了十二种著名的巡 夭 星

图
。

文章评述了施密特光学系统发明以来的四种深空天图
，
它们是帕洛玛天图

、

�������南天天图
、

帕洛玛银道带红外天图和南天红外天图
。

最后
，
介绍了应用帕洛玛夭图所取得的成就

，
还展望了新

的天图计划
�

用大 口径广角天体照相仪和高效率的照相乳胶
，

在银道带天区
，
只需��一��分钟的露光

时间
，
即可在��一��平方度的视场

，
获得���一�护 个天体的位置

、

亮度
、

颜色
、

形态等多种

信息
。

用一次有限时间的采集可获得如此大量的天体信息的独有特性
，
使得天体照相方法

，

从诞生以来
，
虽已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岁月

，
仍为地面光学天文学的一个不可取代的有效研究

�

手段
。

一
、

历 史 的 回 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

�

�
�

����������等探索天体照相方法的先驱者们
，
成功地取得疏

散星团的照片
‘�� 。

将这一新成果和传统的目视测量相比对
，
照相方法在瞬时记录的客观性

、

全视场天体信息的完整性
、

低亮度水平的累积性
，
以及天体记录的长期存档的文献性等几个

方面的优越特征
，
随即为天文学界一致公认

。

然而
，
若要充分而全面地发挥照相巡天的潜力

，

除了要有效率高
、

性能稳定的照相乳胶外
，
必须具备与作为辐射接收器的多种类型底片都能

匹配的聚光设备
，
即要有成像 良好

、

视场尽可能大的天体照相仪
。

所以
，
星空照相巡视的历

史
，
实质上是天文光学系统

，
天文照相乳胶的性能和效率

、

洗印和敏化
，
以及滤光技术的发

展史
。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因于����一����年使用南非好望角天文台口径 �� 厘米天体照相

仪研究彗星取得出乎意料的优 良天空照相
，
遂启迪他实施南天照相天图的开创性研究

。

他用

了六年的时光
，

在����年完成了极限星等‘ ��� ���的南天照相星图
。
这是近代天文学史中第

一部整片天区的照相星图���
。

荷兰天文学家�
�

�
�

������
�利用这批照相记录

，
汇编了方位星

表
，
分批公布于����一����年

，
定名为好望角照相巡天表��

��� �������
� ���� ����������

�

����年 �月��日收到
。

� 星等机的下标��是照相的缩写符号
，
表示有效波长人����毫微米的亮度等级

。



�期 李竞
�

深空照相天图集

�����
。

在同一时期
，
法国天文学家���� �����和�

������ �����研制了口径��厘米
、

焦距 ��� 厘

米的天体照相仪
。

在 �平方度的视场内
，
可得极限星等 。 ，�二�� 的良好星像

。

这一卓越成果

促使巴黎天文台倡仪全世界的天文台合作
，
编制全天照相天图

，
目的在于获得全天恒星的方

位和亮度的数据
，
以及视差和自行的第一期资料

。

为此
，
于����年召开国际天文协调会议

，

拟定了命名为《天图������ �� �����》的计划和规范
。

以�����兄弟天体照相仪为通用仪器
，

取

名叫标准天体照相仪��
。

�
������������

。

将全天��
，
��� 个天区分配给南北半球的格林尼治

、

巴黎
、

梵蒂冈
、

赫尔辛基
、

波茨坦
、

海德堡
、
乌科尔

、

土鲁斯
、

海德拉巴
、

哥多华
、

好望角
、

悉尼
、

墨尔本等��多个天文台站
‘幻 。

这一工程浩大的国际合作虽然有个 良好开端和有条不紊

地进行了最初的二
、

三十年
，
但因时限过长

，
计划和规范日益显得陈旧

，
以及其他多种因素

，

嵌天图》始终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完美地告成
。 《天图》计划的最大弱点振纷尔准天体照相仪的视场

稍小
，
致使天区数目庞大

，
需要的观测时日太多

。

改善这一局面的出路是研制广角照相仪器
。

这样
，
提供几十平方度

，
甚至几百平方度的大视场照相物镜

，
就相继应运而生

。

我们将本世纪利用天体照相仪完成的��种照相天图的有关资料列于表 �
。

哈佛天图���
����� ����是第一套大视场全天天图

。

哈佛大学天文台将两架相同的照相

仪
，
分别置于北天美国麻省肯布里奇天文台和南天秘鲁阿雷西博观测站

。

天体照相仪的口径

虽然只有 �厘米
，
但光力不弱

，
视场达�

，�的平方度
，
仅需�� 幅图即可覆盖全天

。
����年问

世的�������
召�
�亮星系表就是利用哈佛天图完成的一项重大成果

。

帕利萨
一沃尔夫天图�����

��一�����������是德国海德堡天文台主持的黄道带天图
。

佛兰克林一亚当士星图 �����������
��宜‘ ������� 是英国汉布雷顿观测站和南非约 翰 内

斯堡天文台共同拍摄的全天天图
。

它的极限星等叽
‘ �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
这是最深

空的全天星空照相
，
作为商品星图

，
深受全世界天文学家的赞赏

，
成为天文台的重要参考资

�

料
。

三十年代
，
美国天文光学家�

�

�
�

����发展了冠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广角物镜
。

威尔逊山

天文台利用口径��
�

�厘米的罗氏照相仪拍摄成罗氏北天银道带天图�����一������� ������
。

汉

密顿山利克天文台也藉助同样口径的罗氏照相仪摄制了利克北天天图 ����� ��� ������
。
之

后
，
利克天文台和新西兰约翰山天文台合作

，
拍摄南天星空

，
使之成为利克天图的南天延伸

��������� ����������
。

它于七十年代初完成
，
称为坎特布里天图����������� ��� ������

。

这

三部天图的极限星等深达气
�“ ��

·

�一��
·

��

六十年代以来问世的法尔考天图��������� ������和星空图����
������������是两部颇有

实用价值
、

特别受天文爱好者欢迎的全天星图
。

它们是德国天文爱好者����������一人独自

完成的
。
����������是一位医生

，
他用自备的蔡司天体照相仪

，
先在德国法尔考

，
后 又 到南

非布隆方丹
，
拍摄并印制出版了这两部全天照相星图

。
�����

�����对天文事业的热爱
，
以及

他的精力和毅力均令职业天文学家肃然起敬
。

由多元透镜组合的广角物镜的全视场良好成像
，
通常只对应于一个很窄的波段

，
而照相

底片的发明和发展又是从对蓝光敏感的乳胶开始的
，
所以

，
天体照相仪多只适用于蓝敏底片

。

这样取得的有效波长、 ����毫微米的天体亮度若用星等表示就是照相星等�’ 在表 �列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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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天图集中
，
除仿视星图����� ��������������� ������������ ���� ������外

，
全都是照相星

等妈
�

的亮度系统
。

这正是本世纪前五十年照相天图的基本特点
。

拍摄仿视天图所用的照相物镜

之 良好成像对应 于有效波长 入����毫微米的黄光
，
采用黄敏底片和相应的黄滤光片

，
得到的

天体亮度是仿视星等琳
�产

。

仿视星图所提供的亮度系统在现存的照相天图集中是唯一的特例
。

表 �

出出版年代代 幅 数数 天区范围围 视场
“
�

““

尺度
”
����� 照相仪口径和类型

天图���
��� �� �‘�，�

�
‘ ”�‘一�

�，�。 ‘ …全 天
�

��� … �。
�

，‘
�
��厘米天体照相仪

哈佛天图���
���

�‘ ���，
�
����

匕三臼
一一

�主三性�
��“ �

匕旦望�
���

��竺
�

�
‘ 厘米天体照相仪

�

帕
滥

黯
氢

����。 …
��。卜��

…��� …黄道带…
�

·

“ ·�一 …
��

…
�� …�。厘米天体照相仪

佛

溉票
孺

。 ����。�

�
���选

�
���

…云卜于福百石
瓜

�

…
一一

一

玉厉
�

口
一

二�
���米天体照丰目仪

‘

联合天文台星图 � � � � � � �

����‘�� � � � � � � �

巴

舞盟
�����。 一

�
���了

�
��

�赢…多种大�
·

…多网
多种极限

�
��厘米天体照相仪一

罗

���������
�。 ������，。

�
���卜��

�
��

…银道带�
�

茄几�妥����一犷…
��

几歇日
��一。 米罗氏照相仪

利
瑟。��� �����。 �

��、

�
���

呵卜
�瓜认打…

���

�
��

�
��

一头�奚藻��赢
一

髯半沐六万
…

���

�
��

�
��

一米，氏照‘目仪

…
��。

�
��

�
了·米蔡司照 ‘ 仪

星空图 ���，�� ���‘�����，
�

‘��� �
“ �
�
全 天
�

‘�� ，�
�

‘��
�

“
·

”
�
‘�

·

�厘米蔡司照 、。仪

仿

黔
、 ，����、 �。 ������

�
，。，���。…‘�。

��衬�
一

丽夏
�

花丁瓜可飞
。
�
��

�

。 、 �，司二

蕊
��

。 �。 ����� �。 、 ��� ������� � �莆芙�
’‘ ’

� � � �

表 �列举的天图集问世以来
，
为提供大覆盖天区的系统化的天体方位测量

，
照相亮度测

量
，
亮的和暗的星云

、

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
、

星系和星系团的发现
、

证认
、

计数
、

形态和分

布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二
、

当代的深空天图集

�
�

帕洛玛夭图的问世

�������的发明和巡天应用 ����年德国天文光学家�
�

�
�

����记�建成了他创造的一种折

反射式望远镜的原型
。

这种新型仪器由一个球面反射镜和一块接近平行平板的非球面改正透

� 星等琳的下标��是仿视的缩写符号
，
表示有效波长丸����毫微米的亮度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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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组成
。

薄改正透镜置于反射镜的球心处
，
成为一个限制光束的光栏

。

这种光学系统除了场曲

和微量的色差外
，
没有其他像差

。

和相同口径和焦比的其他类型光学系 统相比
，
������� 的

发明具有更大的视场和更良好的成像特性
。

用这种光学系统制成的望远镜统称为施密特望远

镜
。

三十年代
，
在 ���而�� 光学原理公诸于世不久

，
美国帕洛玛天文台就建造了改正镜 口径

��厘米�球面镜 口径��厘米施密特望远镜
，
芬兰土库�������天文台几乎在同时完成了另一架

�����厘米的同类型仪器
。

四十年代
，
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和�

�����
名�

�天文台相继各建

立一架�����厘米施密特望远镜
。
它们的巡天照相和物端光谱巡视的成功经 验 给世界天文界

留下深刻印象
，
与多元透镜组合的天体照相仪相比

，
施密特望远镜能较易于达到更强的光力

，

即在更短的观测时间内达到极限露光时间
。
此外

，
施密特望远镜的像斑直径远小于多元透镜

组合光学系统
，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具有优良天文气候条件的观测台址的优势

，
从而公认施密

特望远镜是最理想的大视场照相巡天的基本仪器
。

帕洛玛�������厘米施密特望远镜和���

����年帕洛玛天文台继�����厘米施密特望远镜之后
，
又建成一台�������厘米的巨型仪

器
。

该天文台为这架威力空前强大的星空照相仪确定的第一项也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是拍
一

摄深空天图
。

此项卓有远见的庞大计划得到国家地理学会的财政资助
。

经过短期的实验
，
星

空的照相观测从����年正式开始
，
历时八年的努力

，
于����年全部完成

。

天图的全称是国家

地理学会
一帕洛玛天文台 巡 天 �����

���
���昭

������ �������一���

����
� ����������� ��� ���

�

����
，
简称帕洛玛天图

，
缩称���或阳��‘�� 。

天图覆盖赤纬 一 ��度以北的北天球
，
共 ���个

天区
。

每个天区就是望远镜的有效视场
。

相邻天区的中心距是 �度
。

为了充分发挥施密特光

学系统色差很小的优点
，
每个天区分别用两个颜色拍摄

。

一个颜色选用有效波长入� ���毫微

米的蓝光
，
得到的天体亮度称为蓝星等或照相星等， 另一个颜色选用有效波长入����毫微米

‘

的红光
，
得到的称为红星等

� 。

这样
，
比较同一天区的两个颜色的天图

，
可以容易地检 视 出

偏红的和偏蓝的大色指数天体
。

���的最大优点是它的极深的星空深度
，
蓝天图的极限星等

为��等
，
红天图为��等

。
��� 的深空特征对天文学家有巨大的吸引力

，
全世界的天文机构纷

纷向负责天图发行的加州理工学院订购
。
���的商品分玻璃复制片和相纸复制件两种

。

到八

十年代初
，
一版再版的��� 已成为天文界的基本文献

。
����年

，
帕洛玛天文台又完成了天图

红片的向南延伸
，
直到赤纬 一 ��度

。

这一部分天图称为《�������� ���������》 ‘“ ，。

由于 这一

带天区的天顶距过大
，
大气宁静度差

，
因而天图的质量不高

。

南展天图的发行分额很小
，
影

响也不大
。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 ���
，
天文界研究和制备了不少辅助性附产品

，
例如���天区中

心的银道坐标�’�
、
���天体的精确定位方案

【�� 、

用透明材料制的坐标网格
‘�，等等

。

其中贡献最

大的是�����等人研制的
、

标有���恒星和银河系非星天体以及河外天体的
、

刻有赤道坐标

尺度和银道坐标尺度的���透明网格
〔�� 。

���的主要贡献 当帕洛玛天图在按计划巡天观测并分批将成品的复 制件发送到订户

手中之际
，
射电天文蓬勃兴起

。
���遂应运而成为证认射电源的光学对应体的 必不 可少的依

据
。
天文学家在射电源的光学对应体中证认出一批又一批的星系和星系团

、

星云 和超新星遗

�

���计划实施之时
，
今日通行的国际多色测光系统尚未建成

，
致使���的颜色系统不合今日的国际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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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
到了六十年代

， ��� 更继续为寻找�射线源
、
�射线源和红外源的光学对应体提 供第一

手资料
，
对全波段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

三十年来
，
应用���编制了多种天体表

。

例如
，
星团和星协 ‘���

、

行星状星云 ‘��� 、

亮星云 【�，� 、

暗星云 【，�，、

反射星云 “ �，、
���区 “ �，、

星系和星系团 “ �，、

富星系团 “ �，、

亮星系
【‘昌，，〔，�，、

互扰星

系 ‘甸
、

特殊星系���，、

致密星系 ‘” ，，‘翔
。

此外
，
���还为一批爆前新星提供了亮度和颜色的信息

。

���的天体亮度浏量 ���的玻璃复制片可以用实验室光栏光度计或显微 密度 计进行

天体测光
，
然而

，
相纸复制件是否能有效地作光度测量呢�许多天文学家曾对之做了研究

，

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果
。

对于星系一类的面源
，
目视估计亮度仍不失为一种虽很原始但尚可

行的方法
。
������编的《星系和星系团总表》中的�，���个星系团和��

，
�� 。 个星系的蓝星等

，

就是目视估计的结果
，
精度可达 士�

�

�星等 ‘川
。

对于点源的恒星而言
，
则可以近似地用量像

直径作为亮度的函数
。

所以
，
测量相纸上星像大小的方法

，
也行之有效

。

精度高者为 土�
�

�公

星等
，
差者可达 士 �

�

�星等以上 【，��翎
。
表 �选载了 几种 天 图上星等 与星 像直径的经验关系

式
‘���

。

总之
，
由于 ���的相纸复制件终究不能运用光度计或密度计去测光

，
这就大大地限制

�

了它的应用范围
，
降低了使用价值

。

表 �

�

一布
� � ��

一
者

� � ��
�

一 �
经 验 关 系 式

�������� �二�
。咬
丫 � �

。 ” 常数

�������� � �

�������

�������了� 叮二�
�

�

�����刀��

������

，二 。 一��邝 � 万一
�

�����
�

� �����一乙、
，

批����� �

椒��一� �������
’�，
�

嫩一���� ���
。
丫

���一��万

下
一

邢�
用星等表示的亮度

忿� 露光时间

� �
星像直径

� 、
�� 常数

�
�

向南天延伸

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造成了南北两部分星空探索的不平衡
，
著名天文台和大型仪器设备

多集中在北半球
。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

，
着手兴建好几个南天天文台

，

令天文学向南天延伸
。
����年

，
设在智利的欧洲多国联合南天天文台�简称欧南台

，
缩称����

和设在澳大利亚的英澳 ������ ������天文台相继建成了大型施密特望远镜
。

前者 的口 径是
�

��。����厘米
，
称��� ���而��

�后者的口径是��。����厘米
，
由英国爱丁堡天文 台主持

，
称

����
。

值得注意的是
， ����的口径和焦比设计得和帕洛玛施密特完全相同

，
其目的正是开

拓南天并使南北天协调一致
。
���� 的改正镜采用消色差型

，
能得到比帕洛玛施密特望远镜

更高的成像质量
。

从 ��了�年起
，
���和 爱丁堡天文台开始联合摄制南天深空天图

。
天空甚

盖是从赤纬 一 ��度以南直到南天极
，
共���个天区

，
每两个相邻天区的中心距离是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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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拍摄红片
，
得国际标准测光系统的红星等���� ����拍摄蓝片

，
得蓝星等���

。

二者

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深空限度
。
南天天图 �������� ����� �� ��� �������� ����的简称 是

卫������天图或��������天图
。
天图的复制件分玻璃片和透明软片两种

。

后者也可以用光

度计或密度计处理
，
和���的像纸片相比

，
这又是一大进步

。
此外

，
�������天图还拍上了对

光度测量十分重要的阶梯光标
，
这也是一项改进

。
到����年

，
这套南天天图已完成了��呱

，
并

已成为天文界的新的财富
，
正在为开拓南天深空发挥着重要作用

。
��� ����妞��建成后

，
一

渡盖范围

视场�
“
�

�

�

尺度�
沙
�即��

天图大小 �
�� � ���

天区总数
�

天图幅数
�

相邻视场中心距 ‘” …
颜色 �

底片型号

滤光片

波幅�恤�

中心波长 �呱�

�
�，�。 、 ��一��。

�
� ”�。 、 �、 一�

�

�
，�，一” 。

�
一 。�。 、 �、 一 ‘�

·

�

�
���一��

。

…一
�

刃几爪
一 �

�
一一

万丁二
�

厂
�

厂
一

兀几丁
一�一

�

硕石不而石一�一丁刃万一
� �

一
� 入 �

。
� � �

�
� 入 �

。
� � �

一

� 入 �
。
� ， 。 �、 �， 产 。 ‘

八 八 � � � 入 �
。
�

卜
一

十一，一十一一召
一

竺竺竺洲
�

一卜兰上共尘寻一竺一牛聋二斗
一二二�

一
。 二 二 。 二 二 �

一
。 二 二

‘ 。 ‘ 二 �

一
。 二 已

、 。 。 ‘ � ��� �

一
。 ， 。 ‘ � 。 二 二

� 石又 不两�口
�

口 入 � 口
。

沙 【 二叨不�两 �� 心入 ��
‘
� 】 习又不两��

。
� 入 ��

。
� �，，�

， ，谧� �竹 �， � 度 匕 。 匕 度 � 习义享丙��
。
� 入 口�

。
�

� � � �从风�丙 。 几‘ 。 沙 一 。 入 �口
一 。 �

�‘ 解 。 二 二
， �� � �、 二

， 二 “
， �� � �，， 。 二 ‘ ，。 。 � ��� �� 二

。 ‘ ， ‘ ， 。 八

��忍 于氏�口
。

�入 任口 � � 花入门 口口
， 。 入 任�

，
� �琢

三氏��
。
�入 任�

。

� �关寿 协
哟 。 ” 产 ， 民 民 、 � 三， 八 � 龙人力 ��

。
� 入 任�

。

�

� � � �扒门 口几， �口
·
口入 任�

‘
�
�

�一竺一且一
�

里旦生一创一一竺一二一二竺一到一二竺一一

井一塑生共
一一竺生一共

�

理一只一一竺竺一斗
一
掣‘ 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月

�
二 � ，

一
� 。

一� 上� 。 连� �
�

�‘ 该万 ���改�� �，� �又，任 � � 挂� � 三 砚�

� � ��� � �� �
� ����� �

，， 。 � �一� �����������刃�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仁

� �

�
。 。 。 。 ‘

�
。 。 。 。 八

】 一 � �几七� ��仁人 �岑‘ 万‘ � ��。 万� � 几����

� � ����� � � �

�黑鲤竺仁圣弊
，��

‘�“ �� ���

�
“ ����

�
“ �“ � �

‘ 圣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八 ， 。 。

�

一
亡。 �一�气夕� � � 爪 � 玉�

一
‘ 、 ”� � � 。 ，。

一
口任

一
几 ” 口�了�� 口切，

�� �� ���一了田 �

一
�

�� � �������� �
丫 。 ， “ 。 。 � � ���一�的

一
����一��� � � ���������

一
一兰军犁兰斗�一一一一卜

—
一

—�

一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 � 弓�� � � 从 。 �� � � 弓任� � 八 ” 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
因 � � �

极限星等 �川 黔
� ��

�

�

���
�

�

� ��
�

�召�
�

�

� ��吞一��
�

�

� ��
�

�

���
�

�����
�

�

�天空背景极限

� 天空背景极限

� ��分钟

� ��分钟

…
一��
�
咧
���

��

夭空深度�露光时限�

� ��分钟

� ��分钟

�天空背景极限

�天空背景极限

�天空背景极限

� 短时露光

�天空背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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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极地参加制备�������天图的红���片
，

一面另行摄制一套蓝���片
，
以应寻找非光学辐

射源的光学对应体的急需
。

露光一小时
，
得 ����

�

�的极限星等
。

这部天图于八十年代初全

部完成
，
称为欧南台蓝光天图���� �������� �� ��� �������� ����

，

简称��� ����� ����

������� 欧南台仅复制了��一��套
，
提供给欧洲共同体诸国和美

、

加
、

澳等国的天文机构
。

������天图的最后一批天区的拍摄刚一结束
，
就有一卷南天深空天体 图像 的开 发成果 阿

世 ‘���
。
它考察了南天的星系

、

星团
、

行星状星云等非星天体��
，
��� 个

，
其中��帕的星系是

第一次取得坐标
、

亮度
、

形态
、

分类等基本参数
。

�
�

向近红外扩展

七十年代新型照相乳胶的研制成功以及相应地乳胶敏化技术研究的进展
，
使得在合理而

可及的露光时间内
，

在近红外波段也可以达到或接近极限照相深空
。

帕洛玛天文台率先进入这

一领域
，
在����一����年间

，
完成了银道带红外天图����

���
� �������� ����� ��� ������

，

简称������
� ��天图

。

天空覆盖范围是银纬 士 �度的北天银河
，
共��个天区

。

天区的中心位

置和���中相应的天区一致
。

����
� ��天图也是双色

，
一个得国际测光系统的红星等 ���

，

另一个得近红外星等���
。

天图的复制件仍是玻璃片和相纸件各一种
。

英国爱丁堡天文台在参加建立�������天图的同时
，
还独家从����年起用����拍摄南

银道带天图��� ������� ������� ���� �����
，

����� ��� �����罗��
���� �����

��
，
简称

�� �� 天图
。

天空覆盖范围是银纬 士�� 度的南天银河和大小两个麦哲仑云
，
共 ���个天区

。

天区的中心位置和�������天图中的相应天区一致
。
�� ��天图是双色

，
一个是红星等���

，

另一个是近红外星等���
。

天图的两种复制件是玻璃片和透明软片
。
已于����年全部完成

。

银

道带红外照相天图的开发为今后建设全天红外深空天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

随着�� ��天图

的建成
，
第一本南天暗星云表也竞先间世

，
其中载暗星云�

，
���个

〔” ‘，。

�
�

新夭图计划和展望

七十年代末
，

将底片上天体图像数字化的自动扫描和处理的显微密度仪相继出现
，
例如

，

英国的 ������仪 ��
�一���������

，
����，

����������， �����������
�，
������ �������雌 ��

�

������
、
������仪�������

����

���
��� ���������� �

�� �一� 刃。 �������� ��������
、
��� 仪

������
���� ����� �����������

������
，

美国的 ���仪������刁��������� �������
。

它们均能

有效地将大型�������拍摄的天图和星像�在银道带天区
，
每张�

�

�� �
�

�平方度的深空底片
，

可记录���个星像�转化为可供联机计算机处理的数字信息�每张深空天图可有�护 比特的信息

量�
，
提供天体的方位��

，�和� ，

句
、

星像直径和亮度
、

色指数
、

面源的光度轮廓
、

半长径 的指向

等一系列天体测量和天体物理的测量参数
，
极其充分地开发并提取了天图的深度蕴藏

。

这样
，

深空天图进入了从诞生之 日起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
帕洛玛天文台决定从����年起研制���的第二版

，
简称���一丑

，
预

期九十年代中期完成
。
和���相比

，
新版有如下特征

。

首先
，
将蓝���和红���两色改为蓝

���
、

红���和近红外���三色 � 其次
，
复制件分玻璃片和透明软片两种

，
均能用数字化显微密

度仪做图像处理 � 三是为了将经典施密特望远镜固有的渐晕效应尽量减小
，
两相邻天区的中

心距从���的 �度改为 �度 � 四是因为已有南天天图
，
天空覆盖范围从赤纬 一 ��度以 北改为

一 �度以北
。
由于采用新型乳胶和敏化处理

，
极限亮度将比���延伸�

�

�星等
。
表 �列有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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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四种深空天图和���一��的技术参数
。

此外
，
英国���� 正在研制一部新的南天赤道带

天图����� ���������� ����盯�
，
共���个天区

，
分蓝���和红���双色

，
到����年初

，
蓝���

片已完成了���
‘���

。

英国还在筹划将�� ��天图扩展到整个南半天
，
覆盖���个天区

，
使之

与���
一��的近红外��片匹配 汇���

。

照相方法在天文上的应用是现代天文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虽然它的优点和缺点早已为人

所熟知
，

但在图像数字化的时代
，
照相天图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前景

，
很可能已大

大地超出了天文照相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想像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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