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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中美掩星計畫(TAOS)是一個國際性聯合觀測計畫，目的是搜尋古柏帶天體並且估計其數量。由於古柏帶天體普遍黯淡，使用大型望遠鏡針對小範圍天區仔細搜尋較為耗時，於是利用觀測者經過因古柏帶天體遮掩背景星體所產生的


陰影時，造成觀測到的背景星體的光度減弱，來得知古柏帶天體的數量。


本文利用中美掩星計畫使用的廣視野望遠鏡擷取到的影像資料，透過孔徑測光後，得到視野中背景星體的影像資訊。由於稱為拉鍊模式的影像擷取方式，使得非空間上的鄰近星體的星光以及天空背景非同位疊加的影響，造成原


本星體的光通量變化增大。為了了解此類的雜訊干擾對掩星事件的偵測所造成的影響，撰寫了影像模擬程式來幫助定量的描述。


對於掩星事件的偵測方面，由於不同的環境因素對星體造成的雜訊干擾也不同，當然對於偵測掩星事件的能力也不相同，於是本文定義了可偵測率，用來描述對掩星事件的偵測能力以及統計上的誤判率。對視野當中星體的可偵測


率加以了解，將有助於自動化觀測時，判別該星體是否遭遇掩星事件。
	摘要(英)	unavailable
	關鍵字(中)	
      	  ★ 中美掩星計畫	關鍵字(英)	
      	  ★ TAOS
★ 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論文目次	目 錄


圖 目


表 目


第一章 緒論


1.1 古柏帶天體


1.2 中美掩星計畫


1.2.1 望遠鏡與偵測器


1.2.2 資料擷取


第二章 光度資料分析


2.1 測光方法


2.1.1 圓形孔徑測光


2.1.2 方形孔徑測光


2.2 電腦影像模擬


2.2.1 影像晃動的分析


2.2.2 影像雜訊分析


2.2.3 影像模擬流程與輸入參數


2.2.4 影像模擬結果


2.3 可偵測率


2.3.1 可偵測率的定義


2.3.2 可偵測率的測量


第三章 掩星事件偵測


3.1 可偵測率的可靠性


3.2 偵測模擬掩星事件


第四章 總結與未來展望


參考資料


附錄 重要程式列表


simulator.pro


zip.pro


rowblock.pro
	參考文獻	Allen, R. L., Bernstein, G. M., & Malhotra, R. 2001, ApJ, 549, L241


Gladman, B., Kavelaars, J. J., Petit, J.-M., Morbidelli, A., Holman, M., & Loredo, T. J.


2001, AJ, 122, 1051


Il’yasov S.P., Baizhumanov A.Ks., Sarazin M., et al., 1999, Astron. Lett. 25, 122


Jewitt, D., & Luu, J. 1993, Nature, 362, 730


Jewitt, D. 1999, Annu. Rev. Earth Planet. Sci., 27, 287


Kenyon, S. J. 2002, PASP, 114, 265


Kuiper Belt Electronic Newsletter


(http://www.boulder.swri.edu/ekonews/)


Trujillo, C. A., Jewitt, D. C., & Luu, J. X. 2000, ApJ, 529, L103
	指導教授	
      	  陳文屏(Wen-Ping Chen)
      	 	審核日期	2002-10-3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