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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雷 彗 星 的 ��� 观 测

吴光节 张柏荣 鲍梦贤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提 典

本文简单介绍了使用新近附设于我国云南天文台一米望远镜卡塞格林焦 点 的 �号��� 系统观侧哈

雷彗星的情况
。

我们首先在 ����年 �� 月 �� 日观测到这颗彗星
，
并于 ����年 � 月 � 日成 功 地获得清

晰的彗星 ��� 照片
。

一
、

引官

本次哈雷彗星回归中
，
美国帕洛玛天文台使用 �

米镜加 ��� 装置最早 于 ����年 �� 月 �� 日搜寻到这

颗彗星
。

此后
，
基特峰天文台的 �米镜

，

加拿大
一
法

国
一
夏威夷的 �

�

�米镜以 及欧南 台的丹麦 �
�

�米 镜 都

先后多次观测到哈雷彗星
。

根据 ��� 的预报
，

我们估

计自 ����年 �月以来
，
使用我台最近研制的 ��� 装

置在一米镜上也完全可能观测到它
。

二
、

云南天文台一号 ��� 系统

��� 装置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可重复成象

的一种电子照象机
。

它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元件是由众

多硅光电二极管组成的线阵或面阵象感器
。

光信号经

硅二极管�象元�变成电信号
，

再通过小型电子计算机

以数字信号形式记录在磁盘上
。

它具有量子效率高
、

感光波长频带宽
、

动态范围大
、

信噪比大
，
以及在未

饱和状态下的几乎绝对的线性特性
。

并且
，
由于它直

接以数字信号记录下来
，
非常便利使用计算机进行数

字处理和图象处理
。

云台 ��� 装置使用由��� 公司生产的 ���� ���

象元的 ��� 芯片
，
两象元之间间距 为 �� 丸 安装 在

一米反光镜卡塞格林焦点处
，
每两象元之间对应 。犷�了

的天区
，
因此

，

所 能 拍摄 的 整 个 ��� 视场大约为

���� �二。
。

由计算机软件控制自动曝光结束
、

读出
、

记盘
，
并可进行图象处理

、

位置测定和光度测量
。

位

置的读出精度为 �
�

�� 象元单位
，

光度测量的读出精度

为 �
�

�� 星等
。

拍摄下来的图象由一高分辨率萤光屏显

示出来
。

三
、

砚洲及其结果

自 ����年 �月中旬起
，

我们间断地多次对预报天

区进行了观测
。

由于使用 ��� 装置时有效视场很小
，
极限星等又

很高�只需��秒钟就可拍下帕洛马星图上所有的星�
，

通常采用的使用寻星镜
、

导星镜寻找待测天体的方法

已不适用
，
通常的星图也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对于

象哈雷彗星现有光度这样暗的天体
。

观测前
，
我们将

帕洛马照象星图进行了放大复印
，
以便与萤光屏上显

示的 ��� 星场比较
，
辨认位置

。

为了准确地将望远镜

指向预报的彗星所在位置
，
在每次正式观测前

，
我们

都在附近夭区寻找一颗已知位置的亮星
，
将其放在视

场中心
，
以确定望远镜指向位置读数与恒星视坐标之

间的偏差
。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消除恒星时的输

入误差�� 指向偏差�
、

望远镜安装位置 引入 的 偏差

�。
、
�方向均有�

，
又可以消除大气折射对视位置引入

的偏差
。
在指向预报的彗星位置时

，
把由上述方法测

量到的偏差作为改正量加上去
，
就足以保证将彗星放

在视场中心
。

由于 ��月下旬以前在天亮前可观测彗星的时间太

短
，

彗星天顶距大
，
天气状况又不好

，
一直没有搜寻

到彗星的踪影
。
��月下旬

，
一切条件都转好

，
我们终

于在 �� 月 �� 日晨
、

�� 日晨
、

�� 日晨的 ���底片上发

现了彗星淡淡的拖影
。
�� 月 �日晨

，
天空异常晴朗

，
我

们在最初拍摄的几张图象上都发现了彗星
。

月亮沉入

���‘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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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以后彗星已近中天
，

对观测十分有利
。

在采用手动

微调跟踪调整在赤经方向 �彗星 当时的主要运动方向�

跟踪彗星
，

经过半小时露光之后
，

我们终于拍下了清晰

的彗星照片 �见图
，
恒星像成条状

，

箭头所指为哈雷彗

星�
。

这张照片拍摄的中心时刻为北京时间 ����年��月

� 日 �” ��� �� “ ，

即儒略日 �
�

�
�

�
，
���

，
���

�

�����
。

测量结果表明
，
当时彗星位置为

� ���。
� 。 � �，

‘
�����节��

，

己����
� 。 � � ��

“
��

’

����
，
光度 为 矛��、 � ��

�

�
。

这些结果

与 ��� 的预 报 相 差 很小 �△ 。 � �尸��
，
��� 一 。公�

，

△� 二 一 �
�

��
。
�详细处理过程

，

请参见
《 云 南天 文 台

台刊
，， ����年第 �期�

。

四
、

展望

由于我台新技术室叶彬浮等同志的努力
�

��� 装

置的成功已将一 米望远镜的极限星等提高了大约 �个

多星等
。

因此
，
使我们能在远离彗星通过近 日点之前

�� 个月就探测到它的出现
，

并跃入已观测到哈雷彗星

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文台之中
。

而在上一次哈雷彗星

回归中
，
我围是在过近 日点前 ���天时观测到它的

，

当时待星已有 �� 等星的亮度
。

毫无疑问
，

云台一米镜和 ��� 系统还将为哈雷彗

星的观测作出更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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