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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顾及模型误差的半参数平差模型 BDS卫星钟差预报 

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针对目前常规北斗钟差预报模型存在模型误差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顾及模型误差的半参

数平差模型 BDS卫星钟差预报方法。首先对常规北斗钟差预报模型所存在的模型误差进行了

分析，同时详细探究了多项式模型、附加周期项改正的多项式模型与其周期改正项之间的关

系，其次，在考虑模型误差的同时，结合钟差序列中相位、频率、频漂及其周期间的物理关

系，对常规钟差预报模型进行了改进，利用核估计并综合最小二乘，导出了预报模型的相应

参数解及其模型误差的估值，实现了钟差序列模型误差的动态修正。最后，采用武汉大学 IGS

中心提供的采样间隔为 5min 的北斗卫星精密钟差数据，用本文的预报方法与常用方法进行

了实验对比。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预报方法对 BDS卫星钟差的模型误差能达到较好的修正效果，同时

可以对确定主周期时所引起的模型误差进行有效补偿，有效克服钟差周期改正项不准确的影

响，其北斗卫星 6h、12h和 24h的平均预报精度较常规北斗钟差预报模型分别提升了 27.10%、

36.78%和 44.02%；平均模型改进率分别为 20.50%、27.07%和 33.13%，一定程度丰富了现有

的 BDS 卫星钟差预报方法。 

三、 主要创新点 

（1）在考虑模型误差的同时，将半参数平差模型引入到 BDS的钟差数据的处理过程中，

改进了常用的钟差模型；（2）利用核估计并综合最小二乘，导出了预报模型的相应参数解及

其模型误差的估值，实现了钟差序列模型误差的动态修正，同时一定程度丰富了现有的 BDS 

卫星钟差预报方法。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文所建立的钟差模型，可以较好地对 BDS系统 Rb 钟的线性特性进行刻画，通过对星载

原子钟的星钟参数进行估计和预报，获取精确星载原子钟的时间参数，对于导航系统的时间

同步以及提升其相关的服务性能意义重大。 

此外, 本文顾及模型误差的半参数平差模型 BDS 卫星钟差预报方法对于 GPS、Galileo

和 GLONASS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有效改善了卫星钟差序列中存在的模型误差，建立了更符合客观实际的钟差模型，从而     

获得了更高精度的星钟参数解，提高了常规钟差模型的拟合及预报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