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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本《天文可见光探测器》是为对光学探测器有兴趣的天文工作者写的。除重点介
绍CCD外，还简要叙述了有关基本知识，回顾了发展历史，最后略述各种正在研制的其
他类型光学探测器。目前CCD已成为世界各国天文台的*光学观测设备，但具体结构、
布局和用途，都有不同。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我们把历年累积的资料汇总于附录二
，读者有了本书所述的基本知识，循着该附录的线索，应当不难从网上获得想要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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