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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针对性强：切合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侧重技能传授，弱化理论，强化实践内容
。
体例新颖：从人类常规的思维模式出发，对教材的内容编排进行全新的尝试，打破传统教材的编写框
架；符合老师的教学要求，方便学生透彻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
内容立体：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运用概念解决问题的能力出发，内容一改以往的惯例，不仅有
知识的讲解，还有动手操作、知识衔接、特别提示、自问自答、人文小知识、生活小知识等。
注重人文：注重人文与科技的结合，在传统的理论教材中适当地增加人文方面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方便教学：全套教材以立体化精品教材为构建目标，部分课程配套实训教材；网上提供完备的电子课
件、习题参考答案等教学资源，适合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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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行常规RTK工作时，除需配备基准站接收机和流动站接收机外，还需要数据通信设备，基准站
需将自己所获得的载波相位观测值及站坐标，通过数据通信链实时播发给在其周围工作的动态用户。
　　常规RTK定位技术虽然可以满足很多应用的要求，但还是具有不少的局限性和不足，如作业需要
的设备比较多、流动站与基准站的距离不能太长，当距离大于50km时，常规RTK单历元解一般只能达
到分米级的定位精度（李征航，2002）。
一般情况下，要得到厘米级的精度作业范围要控制在15km以内。
随着长距离、大规模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厘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的强烈需要，以及近年来网络技术、
计算机技术、无线通信技术迅猛发展，GNSS网络RTK技术应运而生。
网络RTK技术与常规RTK技术相比，其优点是扩大了覆盖范围，降低了作业成本，提高了定位精度，
减少了用户定位的初始化时间。
　　7.8.2 网络RTK定位技术　　网络RTK也称多基准站RTK，是近年来在常规RTK、计算机技术、通
信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实时动态定位新技术。
网络RTK系统是网络RTK技术的应用实例，它由基准站网、数据处理中心、数据通信链路和用户部分
组成。
一个基准站网可以包括若干个基准站，每个基准站上配备有双频全波长GNSS接收机、数据通信设备
和气象仪器等。
基准站的精确坐标一般可采用长时间GNSS静态相对定位等方法确定。
基准站GNSS接收机按一定采样率进行连续观测，通过数据通信链实时地将观测数据传送给数据处理
中心，数据处理中心首先对各个站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和质量分析，然后对整个基准站网数据进行统一
解算，实时估计出网内的各种系统误差的改正项（电离层、对流层和轨道误差），建立误差模型。
网络RTK系统根据通信方式不同，分为单向数据通信和双向数据通信。
在单向数据通信中，数据处理中心直接通过数据发播设备把误差参数广播出去，用户收到这些误差改
正参数后，根据自己的位置和相应的误差改正模型计算出误差改正数，然后进行高精度定位。
在双向数据通信中，数据处理中心实时侦听流动站的服务请求和接收流动站发送过来的近似坐标，根
据流动站的近似坐标和误差模型，求出流动站处的误差后，直接播发改正数或者虚拟观测值给用户。
基准站与数据处理中心间的数据通信可采用数字数据网DDN或无线通信等方法进行。
流动站和数据处理中心间的双向数据通信则可通过GSM、GPRS、CDMA等方式进行。
网络RTK系统如图7.1 2所示。
　　图7.1 2所示的网络RTK系统中，共有5个基准站、一个数据处理中心和多个流动站用户（如图中的
飞机、轮船）。
　　网络RTK系统基准站数据可以为各种目的提供GPS原始数据服务；网络RTK分米级实时定位可以
满足城市和市政测图，资源管理，精细农业，环境监测，水利测量，车辆自动定位导航系统，GIS，
资产和市政管理等；网络RTK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可以满足地籍测量，建筑放样和施工控制，港口和受
限制水道的精密导航，线路道路测量，高精度资产管理，地形测量，油气勘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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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工程测量》撷取最新建筑工程测量规范的精华、感受现代测量食品与测绘技术的魅力、欣
赏丰富多彩的工程案例及实物图、内附实验指导手册让学与做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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