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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epler星震数据精确计算 LAMOST巡天巨星的表面重力 

 

 

     

                                         

 

 

 

 

 

 

 

 

 

近期，国家天文台刘超等人使用 LAMOST 和 Kepler 共同观测的约 1500 颗有精确星震学

（Asteroseismology）表面重力的红巨星作为训练样本，采用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对 LAMOST DR2

的 40 万颗红巨星的表面重力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表明，新的表面重力的计算误差降到了

0.1dex，相比 LAMOST 原来的精度提高了一倍左右。在这样的精度基础上，红巨星距离估计的

误差可以控制在 12％以内。该项研究工作已在国际知名天文期刊《天体物理学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发表。  

恒星大气中普遍存在如地震一样的震动现象，天文学上称为星震。通过对类太阳恒星的大

量星震学观测，天文学家发现星震特征同恒星的半径、质量以及表面重力紧密相关。采用星震

学方法测量到的恒星参数精度远高于其它方法。例如对恒星表面重力的测量精度可达 0.01－

0.02dex，比使用高分辨率光谱测量精度高出 10 倍。Kepler 卫星项目测量了大约 15,000 颗红巨

星和类太阳恒星的星震参数，给出了高精度的表面重力计算。但是这些高精度数据仅仅限于

Kepler 观测的小天区内，对更大天区的星震学参数测量还远远没有完成。 

 

 

 

 

 

 

 

 

 

 

 

 

 

 

 
                红巨星 

 

 
图中黑色圆圈为 LAMOST-kepler 观测天区分布图，蓝色点代表 Kepler

项目中精确测量星震参数的源。（来源：Peter De Cat） 

 

 

http://arxiv.org/find/astro-ph/1/au:+Cat_P/0/1/0/all/0/1


 

 

上面三幅图中展示了 1352 颗巨星样本在不同方法下的表面重力分布图。左图显示了

LAMOST 参数测量的表面重力，中图为 Kepler 星震学测量的表面重力，右图为支持向量机方法

测量的新表面重力。可以看到，新估计的表面重力明显优于原来的结果，同 Kepler 星震测量相

一致。 

LAMOST DR2 数据中包括了 40 万颗富金属的红巨星，如此大天区范围的大样本数据源为

开展这项研究提供了可能。通过使用 Kepler 星震学参数对这些巨星进行重新定标，以获得更高

精度的表面重力参数估计，这对于精确测定恒星的距离和年龄，研究银河系的结构具有重要意

义。不仅如此，新测定的表面重力同理论的等年龄线相比符合得更好，特别是对于红团簇巨星

而言，分布更加合理，可以清晰分辨出主红团簇和次红团簇两个星族，以及位于其附近的“驼

峰”红巨星。 

在此基础上，国家天文台万峻辰、刘超等人利用这一改进的高精度表面重力从 LAMOST DR2

的巨星样本中证认了约12万颗红团簇巨星，既包括了小质量中等年龄主红团簇星族，也包括了

中等质量年轻的次红团簇星族。并建立了新的红团簇巨星（包括主、次两个星族）的距离估计

方法，精度达到10％。这对于研究银盘的演化将是非常重要的样本。近期，万峻辰的此项研究

成果已被《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RAA）接收。 

             LAMOST新型全天相机安装完成 

2015 年 6 月，LAMOST 观测运行部自主研发的

新型全天相机的安装与调试工作圆满完成，正式投入

使用。此全天相机的研发工作包括：相机远程控制软

件，相机内部环境调节硬件，相机铝制外壳及安装支

架。相比之前的全天相机，新全天相机画面色彩鲜明，

更富有层次感；该相机处理芯片具备较高的动态范

围，更加准确的白平衡水平，在暗光线下可以有效地

抑制错误色彩和噪音信号，即使暗夜也可拍摄出真实

清晰的天空画面。同时突破了传统全天相机小尺 

寸镜头光学分辨率的限制，可以保证在较短的曝光时间里获取高分辨率的 180 度全天图像，并有

效地抑制了日光和月光导致的眩光和鬼影现象。其控制软件可以控制相机实现曝光时长控制、光

圈控制、间隔拍摄等功能。该新型全天相机安装在焦面八层环境观测室外，全天候为观测值班人

员提供连续可靠的全天图像。目前新全天相机的控制及图像信息已经集成到 LAMOST 的控制系

统中，并可将图像高质量呈现于观测室的大屏幕。新全天相机的安装调试成功，为 LAMOST 的

高效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条件。 

 

 

 
观测控制大屏幕上的新全天相机图像 



 

      

 

               

         学术活动  

 6月 11-12日，国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LAMOST 银河系研究”科学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威海

校区举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和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校长韩圣

浩出席会议并致辞，共计 4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项目组成员分别就项目实施一年

来的科研进展及工作亮点作总结报告，与会者对相关科研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讨

论。 

 

 

 

 

 

 

 

 

 

          

LAMOST 银河系研究科学研讨会        2015 年海量天体光谱分析与数据挖掘研讨会 
 

 6月 18日，国家 973项目“基于 LAMOST大科学装置的银河系研究及多波段天体证认”的课

题四“银河系引力势与物质分布研究”中期总结会在国家天文台召开，课题四负责人赵永恒

研究员在会上致辞，项目组成员分别就项目启动以来的科研进展情况作总结报告，并进行沟

通交流。最后探讨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 

 6月 5-7日，2015年海量天体光谱分析与数据挖掘研讨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召开，中心常务

副主任赵永恒研究员、中心数据处理部主任罗阿理研究员及部分青年骨干参加了此次会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汕头大学等国内部分高校的科研合作人员踊跃参会。与会人

员就海量天体光谱分析与数据挖掘方面的研究内容作了专题报告，并就感兴趣的科研内容进

行讨论交流。 

 

  

                                      简 讯 

6月，LAMOST 申报的维修改造项目《LAMOST 望远镜遮光罩》已获批，项目总经费 495

万元。项目执行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为提高望远镜的数据产出量，原则上在

天气状况较好的夜晚望远镜都应用于天文观测，这就导致用于装置研究的时间较少，而白天光

线太强，望远镜不能工作，使得装置研究也无法进行。通过望远镜遮光罩的维修改造项目，可

以实现白天开展装置研究和测试等工作，从而有利于提高 LAMOST 巡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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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观测运行情况 

6 月 3 日，LAMOST 正式进入夏季维护

阶段。6 月 1-2 日，由于天气原因未能观测，

进行了大月夜测试工作。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观测数据的 1D软件程序处理

和统计； 

 为第三年正式巡天第三批数据的内部发

布及正式巡天第三年全部数据的发布做

准备; 

 跟踪 LAMOST 用户使用数据情况和数据

发布网站的使用情况。 

 

科学巡天部工作情况 

 安装光纤定位检测焦前照明灯； 

 进行光纤单元遮罩试验加工； 

 更新 2D 数据处理软件中宇宙线剔除程序。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完成 37 块 Mb 子镜室拆卸、完成 37 块 

Mb 子镜的重新镀膜，并进行安装和初调。进行

Mb 位移促动器的安装。完成 Ma 主动光学电控

系统拆线, 准备 Ma 子镜镀膜。 

光谱仪液氮灌注系统维护；光谱仪房维护

改造及地板革更换；光纤单元维护及圆顶表面

的清洁和维护；完成焦面前照灯的测试工作。 

力促动器智能控制器及位移促动器智能控

制器备件制作；进行光纤端面镀膜和光纤熔接

试验；分析新焦面板结构等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