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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中国卫星导航工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丁群、邵搏、高为广、张键、宿晨庚、李宇、吴显兵、卢鋆、刘成、耿永超、熊帅、

陈颖、周巍、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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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北斗星基增强系统(BDSBAS)提供单频增强服务和双频多星座增强服务,服务信号通过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BDS)的地球静止轨道(GEO)卫星播发。

BDSBAS单频增强服务的增强对象为GPSL1C/A频点,满足航路、终端区和进近等飞行阶段对精

度、完好性、连续性和可用性的指标要求。在BDSBAS单频增强服务区域内,服务水平由系统服务能力

与机载设备共同决定。

BDSBAS机载设备为实施航路、终端区、侧向导航(LNAV)和无垂向引导的定位性能(LP)进近飞

行的航空器提供水平导航,为实施有垂向引导的定位性能(LPV)和侧向导航/垂向导航(LNAV/

VNAV)进近飞行的航空器提供水平和垂向导航。当航空器处于BDSBAS单频增强服务区域外时,机
载设备需采用故障检测与隔离(FDE)模式实现完好性保障。

为了保持BDSBAS机载设备与国际标准的符合性,本文件中关于BDSBAS机载设备的组成、类
型、约束条件、通用要求和不同飞行模式下的设备性能要求等内容与RTCADO-229F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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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单频增强服务
机载设备最低性能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北斗星基增强系统(BDSBAS)单频增强服务BDSBAS-B1C信号和GPSL1C/A
信号的机载设备组成、类型、约束条件、通用要求和不同飞行模式下的设备性能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单频增强服务机载设备研制、测试等相关工作,其他星基增强系统

机载设备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9267—2020 北斗卫星导航术语

GB/T42832.1—2023 北斗星基增强系统空间信号接口规范 第1部分:单频增强服务信号

BDSBAS-B1C
IS-GPS-200M NAVSTAR GPS SpaceSegment/Navigation UserInterfaces,Version M,

May2021
RTCADO-178C SoftwareConsiderationsinAirborneSystemsandEquipmentCertification,

December2011
RTCADO-228 Minimum OperationalPerformanceStandardsfor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

Systems(GNSS)AirborneAntennaEquipment,October1995
RTCADO-254 DesignAssuranceGuidanceforAirborneElectronicHardware,April2000
RTCADO-301 Minimum OperationalPerformanceStandardsfor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

System(GNSS)AirborneActiveAntennaEquipmentfortheL1FrequencyBand,December2006
RTCADO-316 Minium OperationalPerformanceStandardsforGlobalPositioningSystem/

Aircraft-BasedAugmentationSystemAirborneEquipment,Aipril2009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39267—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eiDou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BDS
中国研制建设和管理的为用户提供实时三维位置、速度和时间等信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注:提供的服务包括基本导航服务、短报文通信服务、星基增强服务、国际搜救服务和精密单点定位服务等。

[来源:GB/T39267—20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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