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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自1992年第一個古柏帶天體被觀測到以來，截至目前為止（2004年6月），已經有約900顆的古柏帶天體被發現。這些小型天體距離地球過於遙遠，除了一些直徑較大（約數百公里大小）的古柏帶天體外，皆很難從地面上以望遠鏡直接觀測到。


中美掩星(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簡稱TAOS)計畫是一個多國合作的計畫，其目的是為了統計數公里至數十公里大小的古柏帶天體，也是目前用來統計古柏帶天體大小及分布的唯一方法。TAOS計畫不對古柏帶天體直接進行觀測，而是利用古柏帶天體通過遠方背景恆星時，造成背景恆星光度衰減的原理來偵測和統計古柏帶天體的數量。並藉由多台望遠鏡的觀測，提高掩星事件發生時偵測的可信度。


本研究擷取TAOS望遠鏡所拍攝的影像資料參數，利用MATLAB (MATrix LABoratory)程式撰寫影像模擬程式。由影像模擬程式所產生的光度資料，我們不但可以利用光度測量的方法，分析因為TAOS特殊的拉鍊模式影像(zipper-mode image)所產生的假鄰近星對星體光度所帶來的影響，並藉由影像模擬程式所產生的掩星事件，利用無母數的排序統計方法來評估偵測掩星事件的可行性。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在四台望遠鏡的光度資料中，當星體發生了約2.7倍標準差以上的光度衰減，就可以經由此排序的方法偵測到此一光度衰減事件。


另外經由比較星場中的星體在受到鄰近星干擾前以及干擾後平均光度以及光度變化標準差的不同，我們給定星場中每一顆星一個「掩星偵測值」，此數值越大，該星體越容易被排序法偵測到掩星事件。藉由比較各星場中每顆星體「掩星偵測值」的大小，我們可以來選擇適合觀測的TAOS星場，提高掩星事件發生時的偵測率。
	摘要(英)	The 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TAOS) project uses an innovative way to conduct the census Kuiper-belt objects (KBOs) by monitoring for their chance stellar


occultation events. This technique allows us to study KBOs as small as a few kilometers wide,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impossible to study. The experiment will


monitor the light variations of a couple thousand stars simultaneously. Target field selection i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so as to maximize the overall detectability of the


occultation events, and to reduce possible false detections. We have developed a MATLAB simulation program to generate the special ’’shift-and-pause’’ CCD readout


sequence with realistic instrumental and sky/site parameters. The simulator, together with rank statistics of stellar light curve photometry, serves to quantify the efficiency


and robustness of photometry analysis pipelines, and to select target fields against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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