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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红外太阳塔抚仙湖老鹰地选址点的初步观测结果以及白日视宁度监测仪一
“

太阳差

分像运动监测仪和 闪烁仪的原理结构及用这两套仪器在抚仙湖老鹰地红外太阳塔选址点进行

的对比观测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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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9 99 年 9 月
,

红外太阳塔选址开始正式在抚仙湖老鹰地址点观测
.

该址点配备了一台

我组研制 的太阳差分像运动视宁度监测仪 (oS lar D派er nt ial Im ag
e M ot ion M o

in t or
,

简称

sD MI M ) II,a l以及水汽测量仪
、

风速风向自动记录仪
、

湿度 自动记录仪和温度 自动记录仪等

设备
.

同年 n 月美国国立太阳天文台 J
.

B e

cke sr 教授携带太阳闪烁仪 (s CI N IT L L o M E T E)R [’ ]

到老鹰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对比观测和后继研究
,

中美双方对 白日视宁度测量的原理
、

湖泊和山地白日视宁度的异同以及抚仙湖东北岸的视宁度状况等进行的联合研究
,

取得

了一些初步研究结果
。

2 抚仙湖老鹰地选址初步结果简述

2
.

1 老鹰地址点及抚仙湖基本情况

红外太阳塔抚仙湖老鹰地址点在昆明市东南约 6k0 m 的抚仙湖东北岸
,

呈半岛状
,

位

于东经 1 0 2
0

5 7
, 1 1 ,` ; 北纬 2 4

0 3 4 ,4 7
` , .

抚仙湖在东经 10 2 0 4 9 , 、 1 0 2 0 5 7
` 2 6“

、

北纬 2 4 0 2 1` 2 5 ,` 、

24
0 3 5 ,

之间
,

为我国第二深水湖
.

湖面海拔 i 7 i Zm
,

面积 Z i i km
Z ,

容积 15 9 亿 m
3 ,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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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 89 .6 m
,

最大水深 1 55 m
,

最大湖宽 n
.

s k m
,

最大湖长 31
.

k5 m
,

年 日照时 > 2 2 00 h
,

常

年约有 68 % 的风从湖面吹来并掠过址点
,

平均风速 < 6m /
s ,

湖面年均积分水汽 n
~

。

.2 2 年平均视宁度参数
r 。
和水汽

对 19 9 9 年 9 月 i 日至 20 0 0 年 9 月 2 0 日一年余的 s D IM M 观测资进行初步分析
,

结

果如图 1
、

图 2
、

图 3
、

图 4 所示
.

图 1 为 均 年分布图
,

上部曲线为已归算至天顶的 均

值
,

下方的曲线是未归算至天顶的值
,

可以看出一年之中
,

一月中旬
, 。
值较低

,

而七月

初
, 。
值最好

.

图 2 为年平均 伪 的周 日变化示意图
,

可见在老鹰地址点整个可观测时段

内
, 。
值较均衡

,

下午
, 。
值略好于上午而正午时分 均 值却稍低 (上部曲线为已归算至天

顶的年平均
, 。
值

,

下方曲线未归算至天顶 )
.

图 3 为各个量级
: 。
出现频率的统计 (均 已

归算至天顶 )
,

不难看出在老鹰地址点
, 。
值约为 1 c0 m 者出现频率最高

,

其次分别约为

gc m
、

n c
m

、

12 c
m… …

,

句 超过 12 .5 c m 至约 1c6 m 的出现频率也较高
.

图 4 为各月 吻

均值和当月观测次数 (% ) 的比较直方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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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 在一年中的分布图 图 2

, 。 周 日变化图 (年均 )

181614琦10

ǎ球à翻级俄
`

日之
.琢

图 3
, 。 数值出现频率统计图 图 4

, 。
月均值与观测次数比较图

图 5 是老鹰地址点的年平均水汽 曲线
,

每年的 n 月至第二年的 4 月大气水汽平均低

于 L oc m
,

最干燥的时段在 1 月和 3 月
,

仅有 .0 sc m ; 水汽的最大峰值约出现在 7 月中旬

约为 2
.

sc m
.

该址点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型气候
,

每年各半年干季和湿季是水汽年分布

的主要影响因素
.

该址点的年积分水汽平均为 n m m
。

根据以上观测结果可以确定抚仙湖老鹰地是个白日视宁度较好且水汽不太高的红外

太阳塔候选址点
.

对于大气积分水汽随干季和湿季的波动这一特点
,

可在不同的季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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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太阳塔抚仙湖老鹰地选址

排不同的观测研究 内容
。

例如
,

在 10 月至 4 月水汽较小的干燥时段宜作红外波段的观

测 ; 而在
, 。
较好同时水汽较大 的季节宜作可见光波段的观测

。

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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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o

图 5 积分水汽年分布图 图 6 S D IM M 示意图

3 S D IM M 和 S C I N T I L L O M E T E R 原理及仪器简介

3
.

1 S D I五4入4

sDI M M 是一个波前分割系统 (图 6 )
,

从一次像面上的沿东西方向分布的狭缝取下太

阳的边缘像运动信息
,

由于形成两个二次狭缝像的波前经过了不同的大气光程
,

太阳边

缘像运动就会有所不同
。

s DI M M 测量的是双像的相对运动
,

视宁度越好则双像运动的

统计相关性越强
,

故它能准确灵敏地反映白日视宁度的状况
,

由风及其它原因造成的像

运动被彻底排除
.

其敞开的工作方式有效地克服圆顶视宁度 一 D O M E S E IE N G 的影响
。

, 。
计算公式如下

:

a矛= 2* Z r万号 {
0

.

1 79 D 一告一 0
.

0 9 6 5己一合l
. L 」

( 1 )

其中 D 为子瞳 口径
,

d 为子瞳分离量
,

尹 为双像的相对运动方差 sl[
。

3
.

2 闪烁仪 ( s C IN T I L L o M E T E R )

一般认为太阳的闪烁效应由于平滑而不易测量 ; 美 国国立太阳天文台的 B ec ke sr 教

授及其同事用一个简单的闪烁仪装置实现了太阳闪烁的测量
,

他们发现太阳的闪烁和视

宁度有很好的相关关系 n[]
,

用闪烁仪可对近地面视宁度进行有效的估计
。

a
萝
:

盒
e o s 一` ; 一 1

.

6 5 x 10 一 8
(、
一 ` )二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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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0 00 年 5 月 14 日闪烁仪交流值

4 结 束 语

图 8 2 00 0 年 5 月 1魂 日 S D IMM 视宁度值

通过一年余对抚仙湖老鹰地红外太阳塔址点的综合观测和用 s D IM M 与闪烁仪进行

对比实测
,

我们已取得了一批初步研究结果
,

证实抚仙湖东北岸老鹰地址点具有非常好

的近地面视宁度和较低的水汽值
,

是一个优良的太阳观测址点
.

中美双方对有关白日视

宁度的测量原理
、

湖泊和 山地白日视宁度的异同以及抚仙湖东北岸的视宁度状况等问题

也得到了一系列初步的研究结果
,

这些研究结果正在整理发表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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