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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 (GPS)接收机 (测地型和导航型)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各种准确度的测地型和导航型全球定位系统 (GPS)接收机 (以下简

称GPS接收机)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献:

JJF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GB/T18314—2001全球定位系统 (GPS)测量规范

GB/T18214.1—2001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第1部分:全球定位系统 (GPS)
接收设备性能标准、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

3.1 观测时段 (observationsession)
测站开始接收卫星信号到停止接收,连续观测的时间间隔称为观测时段,简称时

段。

3.2 几何精度因子 [geometricaldilutionofprecision(GDOP)]
因用户和所选星座间的几何关系引起定位误差的放大因子。GDOP值越小,定位精

度越高。

3.3 超短基线 (mini-baseline)
指标准值在0.2m~24m范围内的标准长度。

3.4 RTD测量 (realtimedifferential)
实时伪距差分测量。

3.5 RTK测量 (realtimekinematic)
实时动态测量。

3.6 天线相位中心 (antennaphasiccenter)
天线相位中心 (平均天线相位中心averageofantennaphasiccenter)是指微波天线的

电气中心。其理论设计应与天线几何中心一致。天线相位中心与几何中心之差称为天线

相位中心偏差。

3.7 世界大地坐标系1984 [worldgeodeticsystem1984(WGS-84)]
由美国国防部在与 WGS72相应的精密星历NSWC-9Z-2基础上,采用1980大地参

考数和BIH1984.0系统定向所建立的一种地心坐标系。

GPS卫星星历是以 WGS-84大地坐标系为根据建立的,GPS单点定位的坐标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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