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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导航系统时间基础》内容基本上覆盖了卫星导航系统各组成部分中的所有时间频率问题，
既介绍了基本知识，也尽量采用了卫星导航领域最新的时间频率研究成果。
《卫星导航系统时间基础》可供从事卫星导航、时间频率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科研人员阅读，也可
供测试计量技术与仪器、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研究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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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介绍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原理；然后以基本量测方程为基础，分析时间频率对测速和定位的
作用，详细论述时间频率对卫星导航系统性能的影响，说明时间频率体系的特性；最后详细论述卫星
导航系统的时间体系和时间体制。
　　3.1时间频率体系概念与内涵　　本书所称的时间频率体系是对卫星导航系统中时间频率方法、技
术和系统等有机整体的总称。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导航定位功能是基于时间测量实现的，准确稳定的时间是卫星导航系统运行
的基础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各卫星发射的导航信号的精确同步，一方面要求系统内部的各个原子钟都必须和主钟保持同
步，另一方面要求系统各部分的时间产生、保持和使用也准确可靠。
　　系统时间是建立和维持全系统时间频率关系的基石。
系统时间是由时间系统产生的。
时间系统是基于一组原子钟，通过守时理论和算法，应用时间频率比对测量技术、时间频率远程传递
技术、原子钟时间频率信号控制技术等产生和保持卫星导航标准时间频率信号的整套软硬件系统。
　　时间频率贯穿于卫星导航系统的各个方面，时间频率对卫星导航系统起支撑作用，如图3.1所示。
时间频率体系与卫星导航系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功能关系、性能关系、组成关系、稳健性关系和应用
关系等方面。
　　卫星导航系统中的时间频率体系具有下列性质：　　（1）基础性。
时间频率体系决定卫星导航系统各部分协同一致的工作节拍和时序，维护保障卫星导航系统的正常运
行秩序，影响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流程。
　　（2）支撑性。
时间频率体系的功能和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卫星导航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是卫星导航系统定
位测速和授时（PVT）性能的核心支撑之一。
　　（3）平稳性。
时间频率信号的连续和准确、时间频率数据的均匀和稳定是保障卫星导航系统可用度和完好性的重要
基础，是保障卫星导航系统稳定可靠运行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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