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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伪距单点定位是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提供的主要服务之一，其性能
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和系统

的应用效果。

对北斗三号基本系统伪距单点定
位性能进行分析，可以为系统的
优化设计和应用提供参考和依据

。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设完成，为
全球提供服务，其定位性能是评
价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卫星导航系统伪距单点定位性能
进行了广泛研究，包括定位精度、收敛时间、
可用性等方面。

随着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多频多模组合导航、
精密单点定位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为伪距单点
定位性能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未来，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以及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伪距单点定位性能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目的
分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伪距单点定位性能，包括定位精度、收敛时间、可用性等方面，为系统的优化

设计和应用提供参考和依据。

研究内容
首先介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及其伪距单点定位原理；然后分析伪距单点定位性能的影响因素；接着通

过实测数据对北斗三号基本系统伪距单点定位性能进行评估；最后提出提升伪距单点定位性能的建议

和措施。

本文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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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概述



地面段
主要由主控站、时间提供站、监测站等地面设施组成，负责卫星的
导航电文生成、时间提供、轨道确定等任务。

用户段
包括各种类型的北斗接收机，用于接收卫星信号并进行定位解算。

空间段
由30颗卫星组成，包括24颗MEO卫星、3颗IGSO卫星和3颗GEO
卫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覆盖和定位服务。

北斗三号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观测方程建立

根据卫星和用户的位置关系，建立伪距观测方程。

定位解算

利用最小二乘法等数学方法，对观测方程进

行解算，得到用户的三维坐标和时间信息。

伪距测量

通过测量卫星信号传播时间乘以光速得到卫

星到用户的距离，由于存在各种误差，这个

距离被称为伪距。

伪距单点定位技术原理



北斗三号伪距单点定位技术具有较高
的定位精度，水平和高程方向的定位
精度均可达到米级。

高精度 高可用性

短时稳定性 全球覆盖

北斗三号系统通过多星组网和信号优
化等措施，提高了系统的可用性和连
续性。

北斗三号伪距单点定位技术在短时间
内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能够满足大部
分应用场景的需求。

北斗三号系统实现了全球覆盖，使得
伪距单点定位技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服务。

北斗三号伪距单点定位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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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伪距单点定位性能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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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场地

选择开阔、无遮挡的场地进行实验，以减小多路径效应等误差。

01

硬件设备

包括北斗三号接收机、天线、功率放大器等。

02

软件环境

配置数据处理软件，如RTKLIB等。

实验设备与环境搭建



数据采集
使用北斗三号接收机采集原始观测数据，包

括伪距、载波相位等。

数据预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如剔除异常值、平

滑处理等。

参数设置
设置定位解算参数，如截止高度角、观测历

元数等。

定位解算
利用伪距观测值和广播星历进行单点定位解

算。

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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