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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1. 研究目的 

本文对北斗坐标参考框架的建立方法进行初步探讨，为建立北斗坐标参考框架提供理论

基础和方法支撑。 

2. 研究方法 

通过精密单点定位和精密网解两种数据处理方案来获取境内北斗地面监测站精确坐标，

此外，采用精密网解方法对境内的北斗监测站进行坐标精化，特别分析了监测站坐标更新后

北斗导航卫星区域网定轨精度的提升。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1. 主要结果 

PPP 处理方案得到的各地面监测站坐标水平和高程的重复性分别为 2.3cm 和 3.4cm，联

合 MGEX北斗数据精密网解处理方案得到的坐标水平和高程重复性分别为 0.8 和 2.2cm。采用

精密网解方案对监测站坐标进行更新后，区域网定轨 IGSO 卫星 3D 重叠弧段精度平均提升

15.4%，MEO卫星 3D重叠弧段精度平均提升 25.9%，北斗二号卫星平均激光检核残差由 0.39m

降低到 0.24m，北斗三号卫星平均激光检核残差由 0.25m降低到 0.18m。 

2. 结论 

仅依靠北斗观测数据，PPP 和精密网解两种方式均可以获得厘米级精度的北斗框架点坐

标；采用精密网解方法进行监测站坐标精化后区域网定轨精度明显提升。 

 

三、 主要创新点 

本文在仅依靠北斗观测数据的前提下，尝试了精密单点定位和精密网解两种方法来获取

中国境内北斗坐标框架点高精度坐标，并评估了监测站坐标精化更新对北斗区域网定轨精度

的影响。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文依靠北斗实测数据获取高精度地面框架点坐标，并评估了北斗地面监测站坐标精化

对区域网定轨精度的提升。本文研究成果对今后建立北斗坐标参考框架及提升北斗系统空间

信号精度和各项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1. 分别利用 PPP 和精密网解两种方法解算得到厘米级精度的北斗地面框架点坐标，为

建立北斗坐标参考框架提供了基础。 

2. 实现北斗地面监测站的坐标精化，提升了区域网北斗卫星定轨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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