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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GPS参考站系统的建设，许多省级、城市级连续运行GPS参考站系统
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国家GPS参考站系统也正在建设中。
系统的建设将能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多层次、多方面的服务：①提供4个层次的定位信息服务，即毫米
级、厘米级、分米级和米级定位精度的服务。
毫米级精度的定位信息可用于地表及建（构）筑物的形变监测；厘米级精度的定位信息可用于快速建
立测量控制网，测图及工程测量等；分米级精度的定位信息可用于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动态更新及通
信、电力、石油、化工、林业、精细农业、土地平整等方面；米级精度的定位信息可用于智能交通管
理、公共安全（110、120、119等特种车辆监控、事态应急等），同时还为各行各业提供导航服务。
②提供非定位信息的服务，如准确授时、精确气象预报、电离层及对流层研究、环境保护等。
因此，把GPS参考站系统这一高新技术应用于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交通管理、城市基础测量和工程
测量、气象预报等，可服务于多个领域，以达到“一个平台，一次投资、多种服务”的效果，促进城
市的现代化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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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GPS参考站系统原理与应用》作者多年从事GPS参考站系统研究与应用，故《GPS参考站系统原
理与应用》是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内容共分10章：第1章 主要介绍了GPS原理，第2章 主要介绍了网络RTK技术，第3章 主要介绍了GPS参
考站系统，第4章 主要介绍了GPS参考站系统在测量中的应用，第5章 至第10章 分别介绍了GPS参考站
系统在智能交通、气象、物流、农业、林业、环保等方面的应用。
《GPS参考站系统原理与应用》可供GPS参考站系统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以供相关专业师
生、研究人员及测绘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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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主辅站技术（MAX）是由瑞士徕卡测量系统有限公司基于“主辅站概念”推出的新一代参考站
网软件。
主辅站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从参考站网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将所有相关的、代表整周未知数水平的观
测数据，如弥散性的和非弥散性的差分改正数，作为网络的改正数据播发给流动站。
主辅站技术的基本要求就是将参考站的相位距离简化为一个公共的整周未知数水平。
如果相对于某一个卫星与接收机“对”而言，相位距离的整周未知数已经被消去，或被平差过，那么
当组成双差时，整周未知数就被消除了，此时，我们就可以说两个参考站具有一个公共的整周未知数
水平。
网络处理软件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网络中（或子网络中）所有参考站相位距离的整周未知数归算到一个
公共的水平。
一旦此项任务得以完成，接着就有可能为每一对卫星一接收机以及每一个频率分别计算出弥散性的和
非弥散性的误差。
为了降低参考站网系统网络中数据的播发量，主辅站的技术是发送其中一个参考站作为主参考站的全
部改正数及坐标信息，对于网络（子网络）中所有其他参考站，即所谓辅参考站，播发的是相对于主
参考站的差分改正数及坐标差值。
主站与每一个辅站之间的差分信息从数量上来说要少得多，而且，能够以较少数量的比特来表达这些
信息。
差分改正信息可以被流动站简单地用于内插用户所在点位的误差，或重建网络（或子网络）中所有参
考站的完整改正数信息。
因此，主辅站支持单向的数据通信，而且不会影响流动站的定位性能。
播发数据所需的带宽可以进一步被减少，具体方法就是把改正数分解为两个部分，即弥散性的和非弥
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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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PS参考站系统原理与应用》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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