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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 再次捕获 121颗白矮-主序双星 

银河系中大量恒星是以双星和多星系统存在的，研究双星不但对于了解恒星形成和演化过程

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了解银河系的形成和演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白矮-主

序双星是比较典型而有趣的一种双星系统，目前已有的临近太阳的样本数量比较少，最大的白矮

-主序双星样本是从 SDSS 中识别出的，但由于观测选源的约束，这些样本距离太阳的峰值在

300pc，最远达到 1 kpc。而 LAMOST 采用了与 SDSS 不同的选源方法，观测条件和模式也存在

较大差异，在 LAMOST 巡天数据中会有更多近邻太阳的白矮-主序双星样本。因此，从 LAMOST

观测的数据中寻找这类双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考虑到 LAMOST 恒星光谱的特点，近期，LAMOST 数据处理部和北大科维理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合作，采用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快速有效方法从 LAMOST DR1 的大量低信噪比的光谱中

挖掘出由 DA 型白矮星和 M 型矮星组成的白矮-主序双星，并对它们的光谱进行了双星两成分的

分解以及距离、恒星参数等信息的测量。最终识别出 121 颗 LAMOST 白矮-主序双星，其中 80

颗是 LAMOST 观测最新发现的，另外 41 颗是 SDSS 已观测过的，此白矮-主序双星样本的完备

性可达 90%。 

 

 

 

 

 

      

 

 

 

 

 

 

 

 

 

 

图中比较了 LAMOST DA/M 双星样本(图中实线)和 SDSS DA/M 双星样本(图中虚线)的属性，从上往下依次

为距离、白矮星质量、有效温度、表面重力加速度、伴星光谱型、g-r 颜色的分布情况。其中，第 1 列图为归

一化分布，第 2 列是累积分布。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348.htm


 

 

         LAMOST 顺利通过 2014 年新时代质量认证中心审核  

   9 月 1 日至 5 日，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对国家天文台进行了质量管理体系综合评议、再认

证审核。9 月 1 日-2 日对 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的整体管理体系进行了质量认证审核。鉴于

本次审核的特点，配合国家天文台的要求，LAMOST 中心办公室首先对近几年来审核发现的不

符合项、观察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汇总分析，并结合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深化审核的动态，

提前采取了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查漏补缺，认真整改，以保证管理体系的完备性。 

 

 

 

 

 

 

 

 

 

9 月 1 日，在中心办公室主任王丹的陪同下，新时代认证中心人员前往兴隆观测基地对

LAMOST 进行实地审核。并于 9 月 4 日在国家天文台对 LAMOST 数据处理部分进行审核，两

次审核均未发现问题，顺利通过 2014 年新时代质量认证中心的审核。LAMOST 运行和发展中

心将不断总结经验，将质量管理意识渗透到 LAMOST 运行的全过程。 

 

 

 

 

同时，通过对比 LAMOST 和 SDSS 白矮-主序双星样本的距离分布，发现 LAMOST 搜寻

到的白矮-主序双星样本大部分位于离太阳较近的距离(约 50-450pc)，由热白矮星和早型 M 矮星

组成的双星系统所主导。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观测条件所致。 

这一研究结果已发表在国际著名天文期刊《天文与天体物理学报》（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上。这些白矮-主序双星的发现使得近距离范围内的双星数目有了显著增加，是目

前已有双星光谱样本的一个重要补充，随着 LAMOST 观测的持续开展和数据量的不断积累，将

会有大量白矮-主序双星样本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被发现，从而比例较低的具有冷白矮星样本的双

星数目也将会逐步增加。为后续相关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质量认证中心对 LAMOST 的审核现场 



 

      

 

             

依托 LAMOST 973项目课题组工作会议在河北召开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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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之一“银盘结构、星族及其化学和动力学研究”的工作组会议在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成功召开。本项目依托 LAMOST 望远镜获取高质量巡天光谱，开展银河系结构演化及

多波段天体证认的相关研究。 

中心数据处理部主任罗阿理研究员、观测运行部主任施建荣研究员、观测运行部副主任张伟

副研究员、霍志英副研究员等近十位中心工作人员作为此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来自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

计 50 多人参会。会议报告并交流了课题的研究成果、工作进展，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本

次会议的召开不仅是对目前工作的阶段性总结，而且为更好地开展课题组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 

 

 

 

 

 

 

  

 

 

 

 

 

 

 

 

 

 

 

 

 

 

 

 

                                   简  讯                              

    9 月中旬，由国家天文台与中国天文学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评选的 2013 年度“十大天文科技

进展”结果揭晓， “LAMOST DR1 数据发布”被评为 2013 年度“十大天文科技进展”。 

    “全国十大天文科技进展”的评选旨在促进我国天文学科的进步和发展，鼓励和表彰取得突出

成果的天文科研和技术人员，扩大天文学科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 

 

 

 

 

 

 

 

 

 

 

 

 

 

 

 

 

 

 

          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LAMOST银河系研究” 
2014年度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 

9 月 25 日至 26 日，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

“LAMOST 银河系研究”2014 年度学术交流会

在北京首农香山会议中心召开。本项目通过利用

LAMOST 望远镜及国内外先进的观测设备获取

的数据，开展一系列的银河系研究，主要包括“银

晕的演化与暗物质分布”、“星系演化与银河系核

区的动力学”、“银河系恒星形成过程”、“银河系

特殊恒星的搜寻”四个课题。 

来自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云南天文 

台、紫金山天文台的项目组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项目四个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课题的整

体工作进展情况做了报告，对目前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部分课题组成员汇报了目前的亮点工

作进展。参会人员交流并讨论了报告内容，为进一步开展项目工作切实做好准备。 

 

 

 

项目学术交流会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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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 观测运行情况 

9 月 5 日，LAMOST 开启了正式巡天第三

年的观测工作。9 月 5 日至 30 日，LAMOST

共观测 26 个天区。理论观测时间为 234 小时，

实际观测时间为 71.5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25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30.6%。受兴隆观

测站天气原因*影响，共 159.5 小时未能观测，

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68.2%。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3 小时，占

据理论观测时间的 1.3% 。 

(天气原因*：包括雨雪、大风、阴天、沙

尘、多云等) 

科学巡天部工作情况 

  

 利用升级后的 2D 软件程序继续处理 DR2

的数据； 

 整理巡天战略系统中 Kepler 及 VB 天区的

输入星表； 

 制定正式巡天的观测计划；实际观测计划

的执行情况如下：V：13 个；B：11 个；

M：2 个。共计 26 个。（V 为 9m-14m较亮天

区；B 为 14m-16.8m亮天区；M 代表 16.8m-17.8m

天区。） 

 完成光纤定位框架的调整。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利用升级后的 LAMOST 1D 软件程序继续

运行已观测数据；并对新版本数据重新分类

和计算恒星参数；完成新的误差计算； 

 对 DR1 数据正式发布的网站平台的需求进

行调研； 

 更新数据处理所需的部分硬件。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9 月，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等自检和日

常维护；备份 MA 力促动器智能控制器（20 套）

和 MA 位移促动器智能控制器（10 套）的制作； 

例行 MA、MB 子镜干冰清洗和反射率测量；

MA 镜罩维护； 

例行光谱仪日常维护；完成光谱仪 CCD

相机同步读出功能升级、现场调试及预验收；

进行光谱仪杜瓦维护和更换；进行焦面四楼内

网升级和 UPS 电源的安装；制冷机组维护；并

配合完成现场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