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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测量》是按照高等学校土木工程类&ldquo;土木工程测量&rdquo;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编
写的，主要内容包括：水准仪及水准测量、经纬仪及角度测量、直线定向及距离测量，测量误差的基
本知识、小区域控制测量、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原理与应用、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等，尤
其增添了全站仪、GPS和数字化测图等内容，对部分过时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适用于土木工程类、水利工程类、环境工程类、交通工程类、建筑类、城市规划、农业和林业
等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土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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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4.2.1伪距的概念 GPS卫星不断发出C／A码和P码信号，接收机接收到这些信号后
就可根据信号在空间传播的时间和电磁波的传播速度计算出接收机到卫星的距离（站星距离）。
实际上，由于传播时间中包含有卫星时钟与接收机时钟不同步的误差，测距码在大气中传播的延迟误
差等，因此求得的距离值并非真正的站星几何距离，习惯上称之为“伪距”，与之相对应的定位方法
称为伪距定位法。
 7.4.2.2伪距测量与伪距定位 伪距定位分为单点定位和多点定位。
 单点定位就是将GPS信号接收机安置在待测点上，并锁定4颗或4颗以上卫星。
接收机接收到卫星的测距码后，将它与接收机本身产生的复制码对齐，从而测量出各个被锁定卫星的
测距码到接收机天线的传播时间，进而计算出被锁定卫星到接收机天线的伪距值。
再从被锁定卫星的广播星历钟获取其空间坐标，采用距离后方交会法解算出接收机天线的坐标。
当被锁定的卫星数量超过4颗时，需要进行平差求解待测点坐标。
平差一般采用最小二乘原理。
 伪距测量单点定位的精度与测量信号（测距码）的波长及其与接收机复制码的对齐精度有关，且计算
过程中没有考虑电离层和对流层折射的误差、星历误差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伪距单点定位一般只能达
到米级精度，不能满足高精度测量的要求。
但伪距单点定位只需用一台接收机即可独立确定待测点的绝对坐标，观测方便，速度快，数据处理也
较简单，且没有整周模糊度等问题，所以，多应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一般导航领域。
 多点定位就是将多台信号接收机（一般为2～3台）同时安置在不同的待测点上，同时锁定相同的GPS
工作卫星进行伪距测量。
这样各台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受电离层和对流层折射、星历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基本相同，在计算各待
测点坐标差时，可以消除这些影响，使测量精度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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