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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 发现贫金属星“新成员” 

贫金属星是其大气中金属元素丰度远比太阳低得多的一类恒星，对于认识宇宙大爆炸的性质、

了解第一代恒星的性质及研究银河系化学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到搜寻效率不高及视

场太小的限制，现有搜寻贫金属星的巡天不足以显著扩充目前的贫金属星样本数量，而 LAMOST

巡天获取的海量银河系恒星光谱数据则为开展更宽视场、更大天区面积贫金属星搜寻与研究提供

了极佳资源。LAMOST 为进一步系统理解银河系化学特征和形成演化提供了重要的观测条件。 

国家天文台李海宁等人利用 LAMOST 先导巡天及 DR1 数据，挑选出 100 余颗（极端）贫金

属星候选体。利用 Telescope Access Program （TAP）项目支持的 Magellan/MIKE 后续观测时间，

对其中八颗候选体进行高分辨率光谱证认，结果表明搜寻效率及准确率较高，全部候选体均为贫

金属星（[Fe/H] < -2.0），其中五颗为极端贫金属星（[Fe/H] < -3.0），且四颗为新发现的极端贫金

属星。此外，还新发现一颗碳和氮元素丰度超丰的拐点贫金属星，目前已知的此类天体仅有 2 颗，

其丰度模式起源尚无定论，新增目标将为从理论上研究和解释此类天体提供重要的新观测证据。

同时验证了极端贫金属星中碳增丰贫金属星的比例随着金属丰度的降低而增加的结论；并表明即

使在化学演化极早期，仍然存在一个占据主导性的“普通”丰度模式，而呈现出超过两种元素异

常的贫金属星比例并不高。 

 

 

 

 

 

 

 

 

 

作为 LAMOST 贫金属星搜寻项目的先导成果，该研究不仅表明 LAMOST 巡天数据为扩大贫

金属星样本创造了机会，为下一步进行贫金属星搜寻与研究提供了技术经验。同时新发现的具有

极其特殊化学丰度模式的天体，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此项研究成果已

发表在国际知名天文期刊《天体物理学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上。 

 

 

 

 

图为新发现的一颗极端贫金属星（[Fe/H]=-3.7）的 LAMOST 光谱及参数 

 



 

 

   LAMOST 首块光谱仪蓝区全介质反射镜研制成功 

全介质反射膜是利用光学干涉原理，选择两种分别具有高、低折射率特性的介质材料，通过

多组高低折射率材料组成的膜系叠加，达到宽波段、高反射率的目标。依照膜层性能要求，通常

的全介质反射膜系设计包含有几十甚至上百层薄膜。与传统的金属反射镜相比，全介质反射镜具

有使用寿命长、膜层吸收小、反射波段内反射效率高的优点。从工艺角度，全介质反射膜对设备

膜层均匀性监控精度要求高，在镜面口径比较大的情况下，膜层应力控制也十分重要，否则难于

实现大口径高精度光学镜面上的应用。  

为尽可能提升 LAMOST 光谱仪的通光效率，南京天光所大口径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经

过技术攻关，在全介质膜系的研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完成了首块 LAMOST 光谱仪蓝区

照相镜全介质反射膜的研制，在 350nm 到 590nm 范围内光谱反射率优于 97.6%，性能明显高于

之前银膜的反射率；结果显示镀膜后能维持很高的面形精度，实测镀膜前后面形测量结果均方根

（RMS）值分别为 0.0149λ和 0.0135λ（λ=632.8nm）。  

 

 

 

 

 

 

   

现蓝区全介质反射镜膜系层数达 50 余层，使用

寿命有望提升到 5 年以上，而原来银膜反射镜的寿

命只有 2 年。2015 年 1 月底，该反射镜已安装在

LAMOST 光谱仪蓝区照相镜上，经实地检测性能发

现首块光谱仪蓝区全介质反射镜的平均反射率大于

98.7%，较之前的银膜反射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减少

了成倍的维护工作量。  

首块光谱仪蓝区全介质反射镜的研制成功为进一步提升 LAMOST 的通光效率奠定基础。下

一步将进行光谱仪红区全介质反射镜的研制，并探索全波段（360-900nm）全介质反射镜镀膜的

可行性。 

 

 

 

 

镀全介质膜前的面型 

 

镀全介质膜后的面型 

 

与以往采用镀银蓝区反射镜的反射效率比较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记除夕夜坚守兴隆值班的工作人员 

骏马腾飞千里路；牧羊更上一重峰。2015 年 2 月 18 日夜，正值农历马年除夕，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欢乐祥和；家家户户沉浸在团圆喜庆的氛围中。但在这爆竹声声辞旧岁的时刻， 

LAMOST 中心的值班人员“舍小家顾大家”，与往年一样，毅然决然地坚守在兴隆观测基地的

第一线履职尽责，确保 LAMOST 望远镜除夕之夜的正常稳定运行。 

18 日下午，为了迎接夜幕降临后 LAMOST 观测工作的开展，技术值班李烨平带领张超及

观测助手李国强、李泽等人在 16 点早早开始了波前检测、望远镜控制、主动电控等方面的准备

工作。晴朗的夜空繁星点点，观测控制室秩序井然。为了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当晚的观测任务，

在观测运行部主任施建荣的带领下，曹兴华、曹志松、田园、 

汪霞、温惠各司其职，投入观测。当晚 19:10 顺利开始 

了第一个天区的拍摄，值班人员细致熟练地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忙碌着、奉献着、快乐着…… ，不知不觉天已 

经亮了，直到黎明 6 点，值班人员才结束了这场除夕之 

夜的星空之旅。在大家全力以赴共同努力下，除夕之夜 

共观测了 6 个天区，获取 16,230 条光谱。值班人员与望 

远镜相伴，度过了一个忙碌而充实的除夕不眠夜，迎来 

了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简   讯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在即，中心动员工作人 

员积极申报，以更好地推动中心科研工作的开展，促 

进设施建设，发现、培养优秀人才。2 月 1 日，中心 

组织了基金申请研讨会，中心领导和各部主任对工作 

人员计划申请的 19 项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逐一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和改进措 

施，以提升基金申请的成功率。 

 2 月 14-15 日，观测运行部主任施建荣和中心办公室主任王丹前往南京天光所就 LAMOST

维修改造项目—高分辨光谱仪的进展情况进行调研，与该项目负责人侯永辉等人一起就目

前取得的进展和计划完成情况进行磋商，为项目的顺利验收做好准备工作。 

 

 

基金申请研讨会现场 

 
除夕夜的观测控制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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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观测运行情况 

2 月，LAMOST 共观测 97 个天区。理论

观测时间为 280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189.5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50 小时），占理论观测时

间的 67.7%。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影响，

共 88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的

31.4%。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2.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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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计划完成 2 月份观测数据的 2D 预处理

检查和 2D 软件程序处理； 

 完成正式巡天日常观测计划的制定；2 月

份的实际观测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下：M：

38 个，B：21 个，V：38 个，共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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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与国台信息中心协作完善 DR1 数据国际发

布平台（http://dr1111.lamost.org），在内部测

试的基础上，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更新和

完善了网站和数据相关的问题；目前正在进

行外部测试； 

 按计划完成 2 月份正式巡天观测光谱数据

的日常处理工作。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等自检和日常维

护；望远镜性能测试；MB 位移传感器自检；

MA、MB 子镜干冰清洗和镜面反射率测量；MB

子镜机械手自检测试； 

   光谱仪日常维护、液氮灌注；完成 2 号光谱

仪控制箱检修及快门控制箱的备份机测试；对

光谱仪工控机进行维护检修；红区离子泵杠瓦

维护和测试；整理光纤定位单元备品和测试报

告；更换电梯液压油等；配合现场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