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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GPS测量与数据处理实习是测绘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实习课，该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软件和硬件使用方法以
及开展GPS工程项目的流程。
目前，国外尚未见到正式出版的有关GPS实习的教材，国内有关GPS实习的正式教材仅有一本，就是
由魏二虎等编写的《GPS测量操作与数据处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该书围绕美国Trimble公
司的软件和硬件设备，较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它们的使用和操作方法。
与这本书不同的是，本书以GPS实习为主线，通过数个与实际工程项目要求相同的实习，使学生系统
地了解和掌握GPS应用于工程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本书以测绘工程专业基础课程“GPS原理及其应用”及专业课程“GPS测量与数据处理”等理论课为
基础，实习项目的设计完全按照实际工程的要求，重点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动手能力和数据处理分
析能力。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GPS测量与数据处理基础，第二部分为GPS网建立，第三部分为RPK测量
，第四部分为RTK测量。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测绘类专业实验与实习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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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GPS测量与数据处理实习教程》共分为四个部分，由浅入深的全面讲解了GPS测量与数据处理
的方法和要求，提高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GPS测量与数据处理实习教程》是测绘工程专业专业课“GPS原理及应用”以及“GPS测量与数据处
理”配套的实践课程，本实习教材列举了大量户外实践的学习项目，有利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团结
协作精神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帮助他们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学会
操作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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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2.1 基础知识1.选点的基本要求根据国家标准《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
／T18314-2001）（以下简称为国标GBl83 14）的规定，在进行选点作业时需尽可能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为保证对卫星的连续跟踪观测和卫星信号的质量，要求测站四周视野应尽可能开阔，在10°
～15°高度角以上不能存在成片的障碍物；测站上应便于安置GPS接收机和天线，可方便地进行观测
。
（2）为减少各种电磁波对GPS卫星信号的干扰并保护接收机天线，在测站周围约200m的范围内不能有
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如电视台、电台、微波站等），远离高压输电线、变压器和变电所等与测站的
距离不得小于50m。
（3）为避免或减少多路径效应误差的影响，测站应远离对电磁波信号反射强烈的地形、地物，如高
层建筑、围墙、广告牌、山坡及大面积成片水域等。
（4）为便于其他测量手段的扩展和联测，测站应选在交通便利、容易到达的地方。
（5）为了保持点位的稳定性，测点应位于地质条件良好、基础稳定的地方，易于点位保存和安全作
业。
（6）AA、A、B级GPS点，应选在能长期保存的地点。
（7）测站时可充分利用符合要求的原有控制点。
（8）选址时应尽可能使测站附近的小环境（地形、地貌、植被等）与周围的大环境保持一致，以减
少气象元素的代表性误差。
此外，对于GPS连续运行站的站址选择来说，还应该考虑到所选点位要便于接入公共通信网络或专用
通信网络、便于架设市电线路或有可靠的电力供应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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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PS测量与数据处理实习教程》：高等学校测绘工程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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