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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紫金山天文台 12c0 m 近地天体望远镜选址情况
,

给出了选址点的夜天光亮度和大气

视宁度
、

风向
、

风速
、

温度
、

夜温差和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的观测结果
。

结果表明
:

盯胎跑马

山的天文气候条件满足 1 2c0 m 近地天体望远镜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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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己 ! 性兰
.

占 砂 月 .习

12 c0 m 近地天体望远镜对观测站址的基本要求是
:

( l) 夜天光 v 星等不大于 20 m ag
,

可满足对近地天体 (N E O ) 和对地球有潜在威胁小行星 (P H A ) 搜索观测的需要
; (2 ) 年平

均天文可观测夜数在 18 d0 以上 ; (3 ) 在江苏省境内
,

符合院省合作项 目的要求
,

在观测

站可预期的生存期 内无工业和灯光污染
,

交通
、

通讯
、

生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可以

承受 ;
( 4 ) 视宁度好于 1,l ;

(5 )有发展余地
.

1 9 98 年 1月 、 1 9 9 8年 12 月
,

选址组对苏皖两省有可能作为候选站址的 20 多个地方

进行了调查和踏勘
。

在普查的基础上根据以上的基本要求筛选出江苏省赣榆县吴山观测

站
、

盯胎县铁山寺跑马 山和安徽省明光市抹山作为候选站址
.

19 99 年 1、 4 月
,

邀请台

内外专家多人次到现场进行考察
,

对以上三地的基本条件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调研和

分析比较
.

吴山观测站是紫金山天文台太阳精细结构望远镜观测基地
,

理应成为首选站

址
.

但该站主观测方向灯光影响明显
.

太阳精细结构望远镜位于吴山脚下
,

近地天体探

测望远镜则应安放在山顶
,

水
、

电
、

路等基础设施仍难解决
。

此外
,

山南坡还在开山放

炮
,

能见度差
,

难以满足光学观测的要求
.

明光抹山和盯胎铁山寺同具有夜天光较弱
,

睛

20 0压 1-2 12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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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数较多
,

地方政府支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
,

山顶平坦开阔等优点
。

但抹山受到城市灯

光影响明显
.

铁山寺位于苏皖边界国家森林保护区内
,

最近居民点乡政府所在地在 1k4 m

以外
。

按长远规划
,

将发展为旅游观光区
,

不兴建工业设施
.

现在 山脚下建有小型度假

村
,

地方政府 已郑重承诺
,

紫台在此选址建站拟将对现有灯光进行管制 ; 今后在兴建新

的旅游设施时将征求紫台同意
,

切实保证天文观测资源
,

特别是 良好的夜天光条件不受

破坏
。

选址组列出了地形地貌
、

气象
、

基础设施
、

周边环境
、

人文生活等 46 个选址条件
,

用模糊数学多层次综合评判法对各候选点进行了综合评价
,

于 19 99 年 4 月选定盯胎县铁

山寺跑马山作为主要选址点
,

进行严格的光学选址观测
.

2 选址点一般情况

.2 1 地理位工

跑马山的地理位置为
:

东经 1 15 0 2 7
` .

5
,

北纬 3 2
0 4 4 ,

.

2
,

海拔 i s o
.

g m
。

跑马山地处苏皖

两省边界南端的低 山丘陵区
,

属大别山余脉
,

江淮丘陵的一部分
。

南靠安徽来安
,

西邻

安徽明光
,

东南方向距离南京 1 2 k0 m
.

跑马山位于铁 山寺国家森林保护区内
,

森林覆盖

面积 lZ k m
2 .

山下有一个水面面积 .9 5 k m
“
的天泉湖

。

周围邻近没有居 民点和工业设施
,

没有烟尘污染
,

山清水秀
、

生态环境 良好
。

.2 2 地质地貌

跑马山在地质构造上位于女山一 古城断陷带内 l[]
。

渐渐发育成了顶平坡陡的低 山

丘 平缓宽魄 的谷地交错的地貌
.

山顶有平地数百亩
,

中心区域有草地 5。 余亩
,

可供

窟站使用
.

盯胎地震局提供的资料表明
,

最近 3 5 0 yr 采禾发生过 4 纵以上田地展
.

3 夜天光亮度测量

夜天光观测使用云南天文台 3 c5 m 三孔较差视宁度监视仪和 C C D 系统
。

采用 2 42
x 3 78

像元的 T C 2 45 芯片
,

二极管电致冷和外循环水冷却
,

以减少噪声
,

提高信噪比
.

用复合

方式
,

像元尺寸为 17 x 19 .7 拼m
,

配合缩焦器
,

每个像元对应的天空张角为 .2 6 x .3 011
.

资料以 iF et 格式存贮
,

配备装有 I R A F 软件的 P 111 6 00 的计算机
,

实时处理观测资料
.

用光电测光法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共得到 17 组资料
,

表 1 列出了夜天光

亮度的最大值
、

最小值和平均值
.

今年是太阳活动峰年
,

对测量夜天光亮度不利
.

观测

表明 俘一习
,

太阳活动极大年的夜天光比极小年亮 .0 2m ag
。

由此期望
,

在太阳活动峰年过

后
,

选址点的夜天光会比 目前更暗
.

表 l 夜天光亮度观测结果

最大值 最小值

V 星等

B 星等

2 1
.

1 2 2 0
.

4 0

m鳍 / (
, ,

)2

平均值

2 0
.

7 8

2 1
.

7 6 2 1
.

1 1 2 1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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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文可观测夜数及其它气象观测结果

.4 1 天文可观测夜数

云量观测从 19 9 9 年 5 月 i 日开始
,

起初每天的观测时刻为 o h
、

Zh 、

s h 、

s h
、

i i h 、

i 4 h
、

i s h 、

Zo h
、

2 2h
。

从 1 9 9 9 年 1 0 月 i 日后改为每晚 z s h 到第二天早晨 s h
,

每小时记录一次
,

白天 h8 和 1 h4 各记录一次
.

根据南方观测基地选址工作的实践 s[]
,

天文可观测夜的定义为
:

天文可观测夜
:

连

续 h3 云量 三 ;3 全晴夜
:

连续 h6 云量 三 3 ; 无云测光夜
:

连续 h6 云量为 0
。

19 99 年 8

月 、 20 0 0 年 7 月一年实测资料的统计 果为
:

天文可观测夜 1 9 d4
,

天文全晴夜 1 6 d9
,

天文测光夜 i 19 d
,

天文可用小时 i 6 5 2 h
.

吁胎县气象局提供了 1 9 8 5 年到 19 9 9 年每天 2”
,

8” , 1 4”
,

2 0“ 的云量记录
、

月平均 日照

时数和月平均降水量
.

我们根据 2 0” 和 2 ” 的云量记录资料
,

对此期间的天文可观测夜
、

全晴夜和测光夜进行了统计
.

由于缺少连续的云量资料
,

不能采用上述南方基地选址的

定义
。

改用以下类似定义
:

天文可观测夜
: 2 0“ 或 2” 时云量 三 3 ; 全晴夜

:
2 0” 与 2”

时云量均 三 3 ; 无云测光夜
: 2 0“ 与 2” 时云量 二 0

。

表 2 给 出了以上参数最近 15
、

10

和 s yr 的年平均数
,

从中可以看出变化趋势
.

表中天文全晴夜数和天文测光夜数略少于

前述的选址点实测结果
,

主要是定义不同所致
。

表 2 天文可观测夜数数据

天文可观测夜 /d 天文全晴夜 /d 天文测光夜 / d 日照时数 /h 降水量 / m m

1 9 8 5 年 、 1 9 9 9 年

1 9 9 0 年 ~ 19 9 9 年

1 9 9 5 年 、 19 9 9 年

19 8
.

6

2 0 7
.

5

1 18
.

3 19 6 9
.

5 1 0 4 0
.

8

1 2 5
.

6 1 0 3
.

2 1 0 4 6 6

2 1 5
.

4 1 3 2
.

4 1 0 7
.

2

1 9 15
.

5

1 8 7 6
.

6 9 9 4
.

0

.4 2 风向和风速

从 199 9 年 9 月到 2 0 00 年 8 月
,

用 E L 型 电接风向风速计对跑马山选址点的风向
、

风

速进行了测量
.

风向用手记十六方位法记录
,

时段为每 日 。”
、

8“
、

1 4” 和 2 h0
。

选址

点区域性风向统计结果可见
,

8 月到 3 月以东北风为主
,

4 月到 7 月虽有较多的东南风

和南风
,

但东北东风仍 占一定的比例
,

这与当地的 山势地形有关
。

观测期间的 日平均风

速
、

夜平均风速
、

夜瞬间极大风速分别为 .3 2m s/
、

.2 8m s/
、

16 .5 m /
s ( 4 月 )

。

夜瞬间风

速大于 1 0m /
s
次数最多的夜晚在 3 月和 4 月

,

各为 3 次
,

占当月记录次数的 10 %
.

其次

为 1 月
、

9 月和 10 月
,

各为 2 次
,

占当月记录次数的 6% 、 7%
.

全年共 14 次
,

占总纪

录次数的 4%
。

.4 3 室内
、

外温度
,

夜温差和相对湿度

19 99 年 n 月到 1 9 99 年 8 月 10 个月期间选址点的室内
、

外温度
,

室内
、

外温差和相

对湿度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

W a既
r
根据统计研究在 1 9 86 年提出世界最佳台站气象参

数指针的典型值范围为 le]
:

平均夜间温度变化 乙 nT 三 o3 c
,

夜瞬间风速 Vn 全 n m /
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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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室内
、

外温度
,

夜温差和相对湿度统计结果

室内温度 /o( c) 室外温度 o( C ) 室外夜温差 (
。

)C 夜相对湿度 (% )

6293

.25?.10.02..4974.85.17.34--2平均

最高 (大 )

最低 (小 )

频数百分比应在 5% 、 12 % 范围内
.

跑马山选址点平均夜间温度变化 乙nT 二 .2 so C
,

夜间

风速 Vn 全 10m /
s
的最大频数为 1 0%

,

全年频数为 4%
,

均在 W`胶
r
提出的标准范围之内

。

5 视宁度观测

大气湍流
、

密度和温度变 使星光发生波前畸变
,

造成焦面上星像密度
、

形状和位

置的变化
,

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就是视宁度
.

视宁度是影响星像质量的主要指针
,

因而

也是评价站址大气质量的主要指针
.

我们于 1 9 99 年 4 月至 12 月在跑马

山选址点进行了视宁度观测
。

所用仪器为

云南天文台制造的三孔较差视宁度监视仪

(D i ffe
r e nt i al mI

a罗 M o t io n M o n i t o r ,

简写

为 D IM M ) [
7 、 9 ]

.

望远镜口径为 3 5 e
m

,

焦比

f/ 15
,

组合焦距 5 2 5 e
m

。

4 月至 6 月进行了仪器的安装调试
,

6

月至 12 月进行了正式观测
,

共取得了 1 4 93

个视宁度值
,

平均值为 o 二 .0 81
" .

视宁度

在夜间的变化规律如图 1 所示
,

大致对称

于子夜
.

北京时间 22 h 、 h2 之间
,

湍流弱
,

大气最稳定
,

视宁度最好 ; 天黑后和天亮

前的一段时间
,

大气不稳定
,

视宁度变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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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视宁度在夜间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6 结 论

( l) 用光电测光法测得的夜天光亮度 v 星等平均为 20
.

78 m ag
,

如考虑太阳活动峰年

的影响
,

还会有 .0 2 、 .0 3m ag 的改进
.

(2 ) 19 99 年 8 月 、 2 0 00 年 7 月一年间实测得到天文可观测晴夜数为 19 d4
,

按历史气

象记录进行的统计
,

还有近 2 d0 的增加
。

( 3) 视宁度为 .0 81 11 ,

夜间温度变化年平均为 .2 so C
,

夜瞬间风速 Vn > l o m /
s
的频数

百分比年平均为 4%
,

均达到优良站址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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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在天文气象条件方面
,

跑马山满足近地天体望远镜选址科学 目标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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