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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系列教材是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系列成果之一。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教高[2006]14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文件精神，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建设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在重构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配套建设了重点建设专业和专业群的系列教材。
本套系列教材主要包括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五个重点建设专业及专业群的核心课程教材，涵盖了煤
矿开采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及专业群的最新
改革成果。
系列教材的主要特色是：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制定了突出专业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
反映了行业新规范、新方法和新工艺；教材的编写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教材编写模式，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系统设计课程的内容，融“教、学、做”为一体，体现了高职教育“工学结合”的特色，对高
职院校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有益尝试。
我们希望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能够推动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为高职专业建设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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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GPS测量技术》是全国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教材，由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组织编写，是高职
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主干课程教材。
全书共十个学习情境，第一学习情境主要介绍了GPS的建立过程和组成概况；第二学习情境介绍了坐
标系统和时间系统；第三学习情境介绍GPS卫星的星历和坐标计算；第四学习情境介绍电磁波传播
和GPS卫星的信号；第五学习情境介绍GPS定位原理；第六学习情境介绍GPS测量的误差分析；第七学
习情境介绍GPS控制网的设计、作业计划、观测和数据处理的方法及要求；第八学习情境介绍GPS的
应用领域；第九学习情境介绍GPS工程项目实训的方法和要求；第十学习情境介绍了GPS控制测量工
程项目设计的方法和要求。
其中的第二、三、四学习情境为基础知识不全面的读者扫清了掌握GPS测量技术的障碍。
全书融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训练于一体，重在能力培养，应用性强。

《GPS测量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及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GPS培
训教材和从事GPS测量工作的技术人员学习GPS
测量技术、提高GPS测量工作能力的参考书。
全书由贺英魁任主编并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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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58年12月，美国海军为了满足军用舰艇导航的需要，与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合作，
开始研制卫星导航系统。
因为这些卫星沿地球子午线运行，故称为子午卫星导航系统（TRANSIT）。
1959年9月开始发射试验性子午卫星，1963年12月开始发射子午工作卫星并逐步形成由6颗工作卫星组
成的子午卫星星座。
从此揭开了星基无线电导航的历史新篇章。
1967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解密子午卫星所发送的导航电文的部分内容供民用。
从此，大地测量由天文测量和三角测量时代进入到卫星大地测量时代。
利用卫星多普勒导航定位技术进行大地测量，与传统的三角测量相比较，具有“全球性”的特点。
“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用常规的大地测量技术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地测量控制网。
但利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技术在“千岛”之上共测设了200多个大地测量控制点，建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地
测量控制网。
我国利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技术实现了西沙群岛、南极长城站与大陆的连测。
苏联在美国的压力下，于1965年建立了类似的子午卫星导航系统，称为CICADA。
子午卫星导航系统虽将导航和定位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但相对于美国的军事需要而言，还
有明显不足。
其一是卫星少，不能连续导航定位。
子午卫星导航系统一般有5～6颗工作卫星，在低纬度地区，地面上一点所见到的两次子午卫星通过的
时间间隔约为1.5h，而子午卫星通过用户上空的持续时间为10-18min，故不能连续定位。
就大地测量而言，测站点上的观测时间长达l～2天，才能达到0.5m的定位精度。
其二是轨道低，难以精密定轨。
子午卫星平均飞行高度仅1070km，地球引力场模型误差及空气阻力等因素影响导致卫星定轨误差较大
。
而卫星多普勒定位是以卫星作为动态已知点进行的，致使定位精度局限在m级水平。
其三是载波频率低，难以补偿电离层的影响。
为了突破子午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局限性，满足美国军事部门对连续、实时、精密、三维导航和武器
制导的需要，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便应运而生。
2.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建立1973年，美国国防部组织海陆空三军联合研究建立新一代卫星导航系统，称
为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GPS）。
其建立过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1973-1979年为概念构思分析测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出GPS构成方案并验证其可行性。
在此期间，美国发射了两颗概念验证卫星用于验证GPS原理可行性。
另外，还发射了一颗组网试验卫星，研制了3种类型的GPS接收机，建立了一处卫星地面控制设施并完
成了大量的测试项目。
1980-1989年为系统建设阶段。
这一阶段完成的主要工作是发射了11颗组网试验卫星BlockⅡ（其中一颗发射失败）和l颗工作卫
星BlockⅡA，进一步完善了地面监控系统，发展了GPS接收机。
1984年测量领域成为第一个GPS商用用户领域。
1990-1999年为系统建成并进入完全运作能力阶段。
此间发射了多颗BlockⅡ和BlockⅡA卫星，1993年实现24颗在轨卫星满星座运行，满足民用的标准定位
服务（100m）的要求，1995年实现了精密定位服务（10m）。
2000-2030年为GPS现代化更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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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PS测量技术》：国家示范性高等院校核心课程规划教材,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及专业群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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