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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透彻地阐述了GPS及其接收机设计的各项相关内容，包括GPS信号结构、时空坐标系
、测量值、定位原理、卡尔曼滤波、接收机的射频前端、信号捕获和信号跟踪。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差分精密定位、GPS与惯性导航的组合和地图匹配三方面GPS应用技术，并对多
路径、电磁干扰、互相关干扰、高灵敏度GPS、辅助GPS等关键课题做了论述。
本书理论分析清晰，实用性强，并且内容力求反映近些年来出现的GPS最新技术和成果。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高年级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材参考书。
也是所有与GPS等卫星导航系统及其接收机设计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工作者都应当配备的一本
不可多得的优秀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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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引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基础知识。
第1章将宏观地讲述GPS的发展历史、构造、性能和应用等多方面的内容，以激发读者对GPS的兴趣；
第2章将具体分析GPS的信号结构。
首先，1.1节将简要回顾GPS的发展史。
接着，1.2节将介绍GPS三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和概况。
1.3节将解释GPS提供的两种定位服务以及美国政府对GPS的限制性政策。
1.4节将简单提及GPS以外的其他卫星导航系统。
然后，1.5节将介绍用来衡量GPS定位系统和GPS接收机性能的各项指标。
最后在1.6节，我们将简单指出GPS在各方面的重要应用。
1.1 GPS的起源导航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57年10月4月，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名为Spumik的人造地球卫星，由此揭开了人类利用卫
星来开发导航、定位系统的序幕。
尽管Sputnik的构造相当简单，几乎只是一个无线电信号播发器，但它在当时却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
的高度关注。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Guier博士和G Wieffenbach博士通过跟踪、检测该卫星所发
射的信号，描绘出所接收到的卫星信号的多普勒频移曲线图。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多普勒效应并不陌生。
例如，站在火车轨道附近，当火车迎面开来时，我们听起来会觉得火车鸣笛声的音调变高，而当火车
驶过我们而离去时，同样的鸣笛声听起来却音调变低。
这种测量到的声波频率随声源和接收机之间的相对移动而发生变化的现象，就是声波的多普勒效应，
而无线电波也存在这种效应。
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如果在一个位置坐标已知的地面固定点上测量卫星信号的多普勒频移，那么根据
多普勒频移测量值，我们就能推算出卫星的运行轨道。
不久，他们用实验数据证实了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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