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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高等院校教授编写并出
版了《GPS测量原理及应用》一书。
2003年又对第一版作了修订。
因本书通俗易懂，适用面广，深受高校与广大测绘工作者的欢迎。
自修订版出版以来，全球导航定位技术及应用又有了新的进展，故本书第三版在维持原有章节结构的
前提下，补充了近年来全球导航定位技术的新发展、新应用，以及我们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
修改内容主要有：第一章中，增加了GLON.ASS现代化计划；重写了GALILEO系统，对GALILEO系统
的组成、服务体系等，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重写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较详细地介绍了北斗导航定
位系统组成、定位原理、优缺点，简要介绍了北斗二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概况；介绍了GPS
、GLONASS、GALILEO三个系统的主要参数，以及构建GNSS前景的概述。
第二章中，增加了岁差、章动参数的计算内容；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定义、参数；PZ-90坐标系的定义
、参数及转换到WGS-84的转换参数；在时间系统中，增加了不同时间系统之间转换内容。
第四章中，增加了GPs卫星位置计算示例和软件GPS接收机的概况介绍。
第五章中，重写了GPS现代化和多基准站RTK（网络RTK）的内容，有较多的更新，概述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建设；此外，还增加了全球实时GPS差分原理及系统组成。
第六章中，增加了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的主要内容。
第七章中，增加了在野外检测两个GPS天线相位中心在垂直方向上偏差之差的方法。
第八章中，增加了GPS卫星可见性预报示例和GPS网技术设计示例。
第九章中，增加了GPS基线向量解算及分析示例；本章还较详细地介绍了GAMIT／GLOBK软件
和BERNESE软件的特征和功能，简述了使用方法。
第十章中，增加了GPS滑坡监测专用Gqicks软件的介绍。
因此，第三版修订部分较客观地反映了近年来全球导航定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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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GPS测量原理及应用》为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
的、旨在普及GPS知识和推广GPS应用技术的教材。
书中系统论述了GPS的基本原理、测量方法、应用范围、测量技术设计与实施，数据处理与实用数学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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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时间系统2.1 天球坐标系与地球坐标系2.2 WGS-84坐标系和我国大地坐标系2.3 坐标系统之间的
转换2.4 时间系统第三章 卫星运动基础及GPS卫星星历3.1 概述3.2 卫星的无摄运动3.3 卫星的受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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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GPS卫星导航6.1 概述6.2 GPS卫星导航原理6.3 GPS用于测速、测时、测姿态6.4 GPS卫星导航方
法6.5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第七章 GPS测量的误差来源及其影响7.1 GPS测量主要误差分类7.2 与信号传播
有关的误差7.3 与卫星有关的问题7.4 与接收机有关的误差7.5 其他误差第八章 GPS测量的设计与实施8.1
GPS测量的技术设计8.2 GPS测量的外业准备及技术设计书编写8.3 GPS测量的外业实施8.4 GPS测量的作
业模式8.5 数据预处理及观测成果的质量检核8.6 技术总结与上交资料第九章 GPS测量数据处理9.1 概
述9.2 GPS基线向量的解算9.3 GPS定位成果的坐标转换9.4 基线向量网平差9.5 GPS高程9.6 精密基线解算
软件简介第十章 GPS应用10.1 GPS在大地控制测量中的应用10.2 GPS在精密工程测量及变形监测中的应
用10.3 GPS在航空摄影测量中的应用10.4 GPS在线路勘测及隧道贯通测量中的应用10.5 GPS在地形、地
籍及房地产测量中的应用10.6 GPS在海洋测绘中的应用10.7 GPS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10.8 GPS在地
球动力学及地震研究中的应用10.9 GPS在气象信息测量中的应用10.10 GPS在航海航空导航中的应
用10.11 GPS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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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1.1GPS卫星定位技术的发展1.1.1早期的卫星定位技术卫星定位技术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
行点位测量的技术。
当初，人造地球卫星仅仅作为一种空间的观测目标，由地面观测站对它进行摄影观测，测定测站至卫
星的方向，建立卫星三角网；也可以用激光技术对卫星进行距离观测，测定测站至卫星的距离，建立
卫星测距网。
这种对卫星的几何观测能够解决用常规大地测量技术难以实现的远距离陆地海岛联测定位的问题。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国家大地测量局在英国和德国测绘部门的协助下，用卫星三角测量的方法花
了几年时间测设了有45个测站的全球三角网，点位精度5m。
但是这种观测方法受卫星可见条件及天气的影响，费时费力，不仅定位精度低，而且不能测得点位的
地心坐标。
因此，卫星三角测量很快就被卫星多普勒定位所取代，使卫星定位技术从仅仅把卫星作为空间观测目
标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了把卫星作为动态已知点的高级阶段。
1.1.2子午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及其缺陷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开始研制用多普勒卫星定位技术进行
测速、定位的卫星导航系统，叫做子午卫星导航系统(NNSS)。
子午卫星导航系统的问世，开创了海空导航的新时代，揭开了卫星大地测量学的新篇章。
70年代，部分导航电文解密交付民用。
自此，卫星多普勒定位技术迅速兴起。
多普勒定位具有经济快速、精度均匀、不受天气和时间的限制等优点。
只要在测点上能收到从子午卫星上发来的无线电信号，便可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进行单点定位或联
测定位，获得测站点的三维地心坐标。
7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引进多普勒接收机，进行了西沙群岛的大地测量基准联测。
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联合测设了全国卫星多普勒大地网，石油和地质勘探部门也在西北地区测设
了卫星多普勒定位网。
在美国子午卫星导航系统建立的同时，前苏联也于1965年开始建立了一个卫星导航系统，叫
做CICADA。
该系统有12颗所谓宇宙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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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PS测量原理及应用》尽可能规避GPS系统的繁琐理论，注重GPS测量应用技术，因而概念清晰，通
俗易懂，适应面宽，可操作性强。
可作为高等学校GPS课程的教材，亦可供测量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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