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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ＥａｓｙＤＬ 的超新星自动搜寻系统设计

孙睿康

（淄博实验中学， 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　 要： 文章通过总结国内外现有的超新星搜寻方法，基于百度 ＥａｓｙＤＬ 定制化图像识别平台，提出了超新星搜寻系统设计。
采用新疆星明天文台拍摄的可见光图像作为数据，对超新星自动搜寻系统的设计进行了研究，着重探讨了超新星特征提取、
自动识别等问题。 最终测试结果表明，此系统能迅速地缩小需要人工确认的可见光图像数量，从而准确地确定超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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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超新星作为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一次剧

烈爆炸而形成的天体，形成时会发出强烈的电磁波，
其中可见光波段是超新星搜寻的主要途径［１］。 超

新星的可见光搜寻工作主要分为 ２ 类：一类是专业

天文学家所做的巡天工作，使用大型望远镜自动搜

寻大面积天空，如美国加州大学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分校的

ＣＣＤ 巡天和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的 ６０ｃｍ 望远镜

巡天［２－３］。 另一类为天文爱好者使用小型望远镜人

工在较亮星系搜寻的工作，如新疆星明天文台的公

共超新星搜寻项目［４］。 前者的搜寻工作主要依靠

计算机自动处理，具有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的特

点，但同样具有准确性不高、容易遗漏目标的缺点，
而且其图像识别系统与相关程序不公开。 后者的搜

寻工作准确性高，但效率低下，因为超新星爆发持续

时间、视星等有限。 可见光图像数据量庞大，对超新

星的人工搜寻效率低下，会浪费大量人力。 近年来，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迅速上

升，使得人工智能应用更加广泛。 机器学习作为人

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也迅速发展。 计算机处理

可见光图像具有速度快、准确性高的特点，能有效弥

补上述 ２ 种超新星搜寻工作的不足，故通过计算机

模式识别来搜寻超新星的相关研究十分有必要。 本

文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ＥａｓｙＤＬ”定制化图

像识别平台，建立了可见光图像搜寻超新星的模型，
从而完成超新星搜寻。

１　 图像数据的获取

本文选取了新疆星明天文台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间拍摄的部分可见光静态图像。 此静

态图像是将新拍摄的图像与历史图像（以前拍摄的

同一目标位置的图像）进行减法运算的产物。 新拍

摄的图像与历史图像均由 Ｃｅｌｅｓｔｒｏｎ Ｃ１４ 望远镜拍

摄，视场 １９ 分（Ｄｅｃ）∗２５ 分（ＲＡ），曝光时间 ６０ｓ。
理想状况下，在静态图像中的超新星以圆形白色亮

斑的形式存在，对超新星的搜寻可以通过搜寻可见

光图像上的白色亮斑的方式进行。 获得的可见光静

态图像总共 ５７２ 张，从中人工选取了拍摄质量合格、
拍摄时间距离超新星爆发时间接近的典型图像 ３３５
张。 此典型图像上的超新星亮度高、所占面积大、与
图像背景的边缘明锐，具有超新星的典型特征。



２　 ＥａｓｙＤＬ 平台的使用

本文采用百度 ＥａｓｙＤＬ 定制化训练平台对图像

进行深度学习。 该平台支持定制图像分类和物体检

测 ２ 类图像识别模型。 采用物体检测模型能在一张

图像上定制识别出每个物体的位置、数量、名称。 平

台用户创建模型后可上传并标注数据，然后训练模

型并检验其效果，最终上线模型，获取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ＡＰＩ）或离线软件开发工具包（ＳＤＫ）。 具体步

骤如下：
（１）将 ３３５ 张典型静态图像上传 ＥａｓｙＤＬ 平台

后，使用 ＥａｓｙＤＬ 平台的标注工具，拖动画框，圈出图

像中的超新星，人工标注超新星在可见光图像的位

置，使超新星与可见光照片背景间有一条分明的界

线。
（２）标注完成后，训练该模型，令其进行机器学

习。 ＥａｓｙＤＬ 平台自动将图像的 ７０％用于训练，将
３０％的模型用于检验模型效果。 约 ２ ｈ 后第一次训

练完成。
（３）重复训练操作 ５ 次。 为了评估系统的效

果， 本文计算了 ３ 次模型训练结果的平均准确率

（ｍＡＰ）、精确率、召回率［５］。
ｍＡＰ 是衡量模型效果的指标。 对于物体检测

任务，每一类物体都可以计算出其精确率和召回率，
在不同阈值下多次计算 ／试验，每个类都可以得到一

条 Ｐ－Ｒ 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 ＡＰ 的值。 “ｍ”的
意思是对每个类的 ＡＰ 再求平均， 得到的就是 ｍＡＰ
的值。 ｍＡＰ 越接近 １， 模型效果越好。 精确率为正

确识别的物体数与识别物体总数之比，召回率为正

确识别的物体数与真实物体数之比。

３　 测试结果分析

５ 次模型训练结果的 ｍＡＰ、 精确率、召回率见

表 １。 由于在检验模型效果时部分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标

签被 ＥａｓｙＤＬ 平台错误地认为“标签检测有误”或

“标签未被检测到”， 训练结果的 ｍＡＰ、 精确率、召
回率的真实值应优于实验值。
　 　 实验结果表明，此超新星自动搜寻系统有一定

效果，能在较快的时间内识别超新星，能准确地反馈

超新星在可见光图像的位置坐标，大大减少了搜寻

超新星的工作量。 系统采用 ＥａｓｙＤＬ 平台， 可获取

系统的 ＡＰＩ和 ＳＤＫ，不仅能实现超新星的自动搜寻，
而且通过适当扩充训练图像可以实现系统的进化，
进而提高系统的识别效果，具有较强的可开发性。

表 １　 测试结果

Ｔａｂ． １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

训练次数 ｍＡＰ 精确率 召回率

１ ６３．５１ ６１．３９ ７５．６１

２ ６４．１３ ６２．７７ ７１．９５

３ ６２．９２ ７４．２４ ５９．７６

４ ５７．８４ ６７．５０ ６５．８５

５ ６７．０７ ６７．８６ ６９．５１

４　 结束语

超新星自动搜寻系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

取得了较多的进展，其应用与相关应用（如近地小

行星自动搜寻系统）前景广泛［６－７］。 本文依托百度

ＥａｓｙＤＬ 定制化图像识别系统平台，设计出了超新星

搜寻系统。 在未来的超新星搜寻工作中，可以使用

“自动搜寻系统为主，人工确认为辅”的工作模式，
提高搜寻超新星的效率。 但由于时间与技术有限，
本文设计的超新星自动搜寻系统在识别暗弱超新

星、分辨噪点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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