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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观测数据处理与应用》

内容概要

《测绘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CPS观测数据处理与应用》中重点阐述了大坝GPS三维变形监测网的数据
处理方法、模型及应用，以及GPS数据与地面监测网观测数据联合平差的数学模型、GPS精密地壳变
形监测的数据处理模型的研究及应用；论述了应用GPS研究电离层内部特性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区
域格网模型的建立，以及利用电离层层析成像技术对区域电离层电子密度分布进行的层析研究；介绍
了非差模式的精密单点定位的数学模型及方法；探讨了伪距差分和相位差分定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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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4章 GPS差分定位技术与方法 4.1 GPS差分定位概述 4.1.1引言 GPS绝对定位的精度
受多种误差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满足某些应用领域的要求，影响的主要误差有卫星轨道误差、卫星
钟差、大气延迟（电离层延迟、对流层延迟）、多路径效应等。相对定位是利用两台以上的GPS接收
机，分别安置在若干基线的两端，通过同步观测GPS卫星，以确定多条基线端点的相对位置或基线向
量，目的是为了消除和减弱卫星轨道误差、卫星钟差、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接收机钟差等，以
提高定位精度。上述误差中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致使定位结果也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相对定
位的基本原理就是采用差分GPS(DGPS)，利用设置在已知点（基准站）上的GPS接收机测定具有空间
相关性的GPS定位误差，用以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其他GPS接收机（流动站）定位精度的方法。 差
分GPS通常按数据处理的时间、观测值类型和工作类型等不同进行分类。根据时效性有实时差分和事
后差分；根据观测值类型有码伪距差分和载波相位差分；根据差分改正数有位置差分和距离差分；根
据工作原理和差分模型有单基准站差分、多基准站差分、局域差分(LADGPS)和广域差分(WADGPs)。 
单基准站局域差分由基准站、数据通讯链、软件系统和用户组成，结构、模型简单，但差分范围小，
精度随距基准站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可靠性低。多基准站局域差分由多个基准站、数据通讯链、软件
系统和用户组成，差分精度高、可靠性高，差分范围增大，但差分范围仍然有限，模型不够完善。广
域差分由多个基准站、数据通讯链、软件系统和用户组成；差分改正数学模型与普通差分不相同，广
域差分对各项误差加以分离，建立各自的改正模型，用户根据自身的位置，对观测值进行改正；差分
精度高、差分精度与距离无关、差分范围大；但系统结构复杂、建设费用高。 4.1.2 GPS差分定位改正 
差分改正数包括位置差分改正和距离差分改正。前者利用基准站上的接收机对GPS卫星进行观测，确
定出测站的观测坐标，测站的已知坐标与观测坐标之差即为位置改正数；后者利用基准站坐标和卫星
星历可计算出站星间的计算距离，计算距离减去观测距离即为距离改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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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绘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CPS观测数据处理与应用》介绍了作者多年来在GPS观测数据处理及应用
方面的研究成果。《测绘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CPS观测数据处理与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测绘工程专
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供该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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