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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丁发、周乐韬、李成钢等著的《GPS增强参考站网络理论》在总结作者多年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GNSS参考站网络系统的理论、数据处理方法与系统实现，使理论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
全书内容共分9章，包括网络GNSS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误差分析与建模、参考站网络的构建与定位模
型、网络模糊度的快速解算理论、空间相关误差改正模型、网络改正数的播发模型、增强参考站网络
系统实现与试验、完备性监测理论及CORS参考站网络建设等。

《GPS增强参考站网络理论》可作为测绘、国土、规划、土木、交通、农林、水利、地质、矿产、海
洋、航空航天等部门从事勘测设计、信息系统、位置服务与导航等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
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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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设备购置安装设备符合系统选型要求并获得批准后，方可购置。
凡购回的设备，均应在测试环境下经过连续72h以上的单机运行测试和联机48h的应用系统兼容性运行
测试。
通过上述测试后，设备才能进入试运行阶段。
试运行时间的长短可根据需要自行确定。
通过试运行的设备，才能投入生产系统正式运行。
3.设备登记对所有设备均应建立项目齐全、管理严格的购置、移交登记。
建立使用、维护、维修、报废等登记制度，并认真做好登记及检查工作，保证设备管理工作正规化。
4.设备使用管理每台（套）设备的使用均应制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详细的运行日志。
由设备责任人负责设备的使用登记，登记内容应包括运行起止时间、累计运行时数及运行状况等。
由责任人负责进行设备的日常清洗及定期保养维护，做好维护记录，保证设备处于最佳状态。
一旦设备出现故障，责任人应立即如实填写故障报告，通知有关人员处理。
设备责任人应保证设备在其出厂标称的使用环境（如温度、湿度、电压、电磁干扰、粉尘度等）下工
作。
5.设备维修管理设备应有专人负责维修，并建立满足正常运行最低要求的易损件的备件库。
根据每台（套）设备的资质情况及系统的可靠性等级，制定预防性维修计划。
对系统进行维修时，应采取数据保护措施，安全设备维修时应有管理员在场；同时必须记录维修对象
、故障原因、排除方法、主要维修过程及维修有关情况等。
对设备应规定折旧日期，设备到了规定使用期限或因严重故障不能恢复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对设备
进行鉴定和残值估价，并对设备情况进行详细登记，提出报告书和处理意见，由主管领导和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方能进行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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