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电 子 科 学 学 刊
、

为 目前极光观测的首选设备 而对于极光全天空图象观测数据 必须定量提取有关极光形状

位置
、

运动
、

光强等方面信息 它要求 全天空图象的中心
、

半径
、

方位角都需要精确定

位 一般物体按地心引力方 向沉降
,

采用地心坐标参考
,

而极光粒子沿地球磁力线沉降
,

通常需采用地磁坐标参考 鱼眼镜头各部分象差不一致
,

需进行图象校正 年
,

设在

日本东京的世界极光数据中心开发了一套建立在大型机和工作站网络上 的功能相对齐全的事后

分析系统

我 国保持着世界上最早的极光记录
,

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

直到最近才在南极中山站开

展极光的系统观测研究 中山站的地理位置对于观测极光有着较好的条件
,

那里装备了由 日立和

放送技术研究所最新开发的 全天空电视摄象机
一

最大感度为
。

本文介绍在参照世界极光数据中心极光分析系统的基础上我 国极光研究在视窗环境开发的一个

计算机分析系统
,

由于该系统建立在微机上
,

使得极光数据 的现场分析成为可能

极光图象的数据档案

在极区利用全天空电视摄象机对极光进行摄象记录
,

事后分析时利用视频图象采集卡按一

定的采样率将连续观测数据离散化 时域上将动态图象离散化为一组静态图象
,

光强幅度上将

模拟信号离散化为 级灰度
为索引的方便

,

本系统能为每组图象数据建立数据档案二档案信息包括项 目名称
、

观测站

名
、

观测 日期
、

起始和终止记录时间
、

图象总数
、

采样率
、

索引信息以及后面的定位参数和地

磁坐标参数 每组图象数据都具有方便的浏览
、

查阅和编辑功能 鉴于人眼对彩色较之灰度更



总的说来
,

地磁坐标网格的投影过程可归纳为下述过程

地磁坐标网格点 ’

邺 地心坐标中的网格点 鲜 全天空视野
。

平 面展开 地磁坐标网格平面展开示意如图 所示

斗斗斗斗斗

图 地磁坐标平面展开示意图

一个实际的地磁坐标网格
,

平面展开 后的地磁坐标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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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展开可理解为图象的双二次变形校正 示于图
,

原图包含许多不规则 四边形图象
,

目的是将每一个不规则 四边形 图象校正为大小相 同的矩形图象 坐标变换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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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 图象出现空洞和麻斑 象素点非一一映射
,

变形 图象校正 时不是将
,

功 中的象

素转换成
,

中的象素
,

而是根据
,

中象素点的坐标
,

利用
,

两式得到该象素在
二 ,

功 中的坐标
,

进而完成变形图象 的校正

图 是一个实际的平面展开过程
。

图 一个实际 的平面展开过程

全天空图象
,

平面展开 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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