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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中央控制系统配置部分

中央控制系统配置管理模块

采用分层化、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可以减小系统耦

合，增强可扩展性

 用户管理：主要对相关LACT值班人员进行管理。

 设备管理：对望远镜相关设备的参数配置进行

统一管理

 观测计划管理：实现集成控制，需要对观测计

划表进行管理

中央控制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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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中央控制系统配置部分（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用户注册和登录：进行身份验证，从而访问系统的功能和

服务

 用户信息管理：存储和管理用户的个人信息

 权限管理：根据用户的角色分配不同的访问权限，确保资

源和数据的安全

 日志记录：跟踪和记录用户的活动和操作，便于后续审计

和问题追踪

中央控制系统登录界面 

中央控制系统用户管理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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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中央控制系统配置部分（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转台设备（相关参数的增删改查）

相机设备（相关参数的增删改查）

电子学设备（相关参数的增删改查）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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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中央控制系统配置部分（观测计划制定）

观测计划制定：

观测计划相关信息：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观测位置

 观测望远镜组合

 计划制定用户
中央控制系统观测计划制定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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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电源部分控制实现

望远镜电源部分

望远镜电源

主要包括：

ACDC电源：AC220V输入，DC400V输出/DC108V

输出,通讯方式为以太网通讯。

DCDC电源：DC400V输入/DC108V输入,3组

DC+5V/-3.5V输出/DC30V-75V输出,通讯方式为

RS485。

传感器电源：DC400V输入，DC5/DC12V/DC24V

输出，通讯方式光纤以太网转RS485。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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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电源部分控制实现

望远镜电源控制系统

Tango：是一种开源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框架，主要用于科学研

究和工业自动化环境，由欧洲同步辐射（ESRF）开发。

核心组件：

 设备服务器：主要是承担控制和数据采集功能的核心部件

 客户端：连接到设备服务器，调用设备对象的方法，读取

或者设置设备属性

 数据库服务器：用于存储系统配置、设备属性和用户信息

主要应用科学装置：

 欧洲极大望远镜

 加纳利大型望远镜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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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电源部分控制实现

望远镜电源控制系统实现

控制命令写入：控制命令采用HTTP协议与

Tango客户端进行通信，实现命令的写入。

设备数据读取：设备实时数据通过WebSocket

协议从Tango客户端取数据进行展示。

 通过Modbus Slave模拟电源硬件设备进

行调试。

 在电源设备上进行测试，基本功能运行

正常。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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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总结

五月份 •对相关课题进行调研，并
撰写开题报告。

六月份 • 针对集成控制系统的配置模块，进行相关
调研和技术路线探讨，并进行实现。

七月份

•望远镜电源控制系统各
部分的实现。

八月份

• 系统配置模块的实现，望远镜电
源控制系统的调研和设计。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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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计划

2024.9~10

• 对单台
望远镜
的转台
系统进
行设计
和实现

2024.10~11

• 系统相
关测试，
系统集
成控制
部分的
设计实
现

2024.11~12

• 系统实
现，测
试和完
善

2024.12~01

• 毕业论
文思路
整理和
撰写。

Presenter Notes
演示文稿备注
 小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读出与触发系统，在一些大型物理实验的预言阶段，以及一些科普性的高能物理实验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的。这里我们举个高能中微子实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最终是要像图中这样，在海里投放上千串探测器来探测中微子。但在预言阶段，他只投放两串样机，采用全局在线触发的方式，每串总数据量也不过50MB/s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虽然在2021年5月发布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表明银河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拍电子伏加速器（PeVatron），但国内外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是否为强子起源，而其相伴生的高能中微子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判据性的观测证据LHAASO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提出了高能中微子望远镜项目，计划在水深千米以下，建设30立方公里的立体探测器阵列，以期实现对来自这些超高能伽马射线源的中微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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