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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是一本研究生教材，供研究生在已学完“GPS原理及
应用”、“GPs测量数据处理”等课程的基础上使用。
编写《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研究生能尽快了解在GPS测
量和应用领域中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现状、基本原理及方法、发展趋势，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的问题，使他们在掌握GPS定位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个人的研究方向深入地学习GPS的前沿
技术和方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位论文。
全书共分十章，各章之间较为独立，其顺序也是随机编排的。
学生既可按章节依次学习，也可根据需要重点学习其中的部分章节。
参加编写的老师均为各研究方向内的专家，对负责编写的内容有全面的了解，并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
。
书中所讨论的热点问题大多是编写者在博士论文中所研究的内容或承担的科研项目中的内容。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第一章由张小红教授负责编写，主要介绍了精密单点
定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原理和方法，详细讨论了精密单点定位中的误差改正模型和参数估计方
法等关键技术，并结合实例分析了精密单点定位的精度，指出了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第二、三章由黄劲松副教授负责编写，周跳的探测与修复、整周模糊度的确定是利用载波相位观测值
进行高精度定位的关键问题，希望研究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
第四章由张小红教授负责编写，介绍了利用GNSS来测定电离层延迟并进而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的相
关问题。
本章还对利用掩星层析方法来确定电子密度的垂直分布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第五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王甫红副教授负责编写，介绍了以GNSS卫星作为动态基准点，利
用星载GNSS接收机所测定的距离观测值来实时确定低轨卫星的轨道；第二、三部分由李征航教授和
刘万科博士负责编写，第二部分介绍了利用星间观测值进行导航卫星的自主定轨问题，详细讨论了导
航卫星自主定轨中由于基准缺失而导致的秩亏问题；第三部分介绍了星地联合定轨的问题。
第六章由李征航教授负责编写，介绍了一种无需进行周跳探测与修复以及整周模糊度确定的基线向量
解算方法。
GAMIT软件和Bemuse软件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两个高精度GPs数据处理软件，为了让从事GPS高精度
数据的研究生能够熟悉和使用，《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第七章专门进行了介
绍。
这章由姜卫平教授和朱智勤老师负责编写，分别对这两个软件的特点、结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等
进行了介绍。
第八章由徐晓华副教授负责编写，对地基GPS气象学和空基GPS气象学的原理、方法和应用等问题作
了较全面的介绍。
第九章由唐卫明博士负责编写，对网络RTK技术的原理、方法等内容作了介绍。
第十章由姚宜斌教授负责编写，介绍了利用卫星定位技术直接测定海拔高程的技术方法，着重讨论
了1cm精度的城市似大地水准面和5cm精度的省级似大地水准面的实现方法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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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详细介绍了GPS定位前沿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讨论了其发展趋势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全书共分十章，分别阐述了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网络RKT技术、周跳的探测与修复、整周模糊度的确
定、利用GNSS观测值建立电离层延迟模型、GPS气象学、低轨卫星和导航卫星的自主定轨、无整周问
题的基线向量解算方法、GAMIT／GLOBK软件和Burmese软件的使用、高精度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的建
立方法等内容。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适合于高校研究生使用，使他们在掌握GPS定位
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个人的研究方向深，《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也
学习GPS的前沿技术和方法。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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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国内GPS非差相位精密单点定位的研究起步虽然稍晚，但目前的研究应用却与国际当前水平相
当。
2000年，上海天文台在《测绘学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他们应用JPI..的GIPSY软件进行类似精密单点
定位原理的小区域网站的静态定位试验，数据处理结果表明也可达到13111级定位精度。
武汉大学的叶世榕博士对非差相位精密单点定位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主要内容完成
其博士论文。
随后，武汉大学的张小红教授等经过数年对GPS精密单点定位理论与方法的深入研究，在国内率先开
发出了高精度的精密单点定位数据处理商业化软件TRIP，软件在算法设计和定位精度方面取得突破
，TRIP软件的定位解算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面已经和国际同类软件水平相当，是国际上目前为数不多的
几个精密单点定位软件之一，已在国内相关部门推广使用，应用于航空动态测量和地面像控静态测量
等领域。
香港理工大学的陈武博士等也对精密单点定位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应用于GPS浮标来监测海面变
化。
此外，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机构也开展了精密单点定位的研究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最近几年，在上述双频精密单点定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
模型、算法，并拓展其应用。
加拿大Calgary大学的高扬博士对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试验结果；荷兰
的Le和Tiberius利用单频接收机取得了水平0.5m、高程lm精度的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试验结果(Le
和Tiberius，2007)；武汉大学的邰贺硕士对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米级精
度的事后单频精密单点定位的试验结果(2007)。
总体来讲，目前，单频精密单点定位还有若干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研究与应用还不太成
熟。
本书将主要介绍双频精密单点定位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单频精密单点定位，除了数据预处理方法
和电离层延迟改正处理方法有所不同外，基本上与双频精密单点定位的原理类似，不作专门论述，感
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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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适合于高校研究生使用，使他们在掌握GPS定位基本
原理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个人的研究方向深，《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也学
习GPS的前沿技术和方法。
《卫星导航定位新技术及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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