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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研究单台双频接收机为大型建筑物提供高精度、高频、可靠的形变监测解决方案。

利用全球分布的 IGS 1 Hz跟踪网数据，估计 GPS卫星钟的高频改正信息，并将这一改正

信息应用到动态 PPP，提高动态 PPP 在大型悬索桥中高频、微小形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利用单台接收机也可以估计出卫星钟的改正信息。由于观测方程系数矩阵的结构不

好，估计的卫星钟具有较大的随机误差。利用全球分布的接收机估计的卫星钟精度得到

明显的提高。 

将卫星钟改正信息应用到桥梁形变监测的动态 PPP，1 s 卫星钟改正的动态 PPP 可

以成功解算出桥梁微小形变，而利用 IGS提供的 30s、5分钟卫星钟产品无法提取出这一

微小形变。反应了动态 PPP技术在桥梁形变监测中，高频卫星钟改正的必要性。 

比较 PPP形变监测点和桥梁荷载，较大荷载通过桥梁时，依次造成了监测点 A, B 和

C在竖直方向的较大形变，证明了高频 PPP桥梁形变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三、 主要创新点 

针对工程应用中广泛使用的双差技术特点，探讨动态 PPP 技术工程应用的可行性。

利用高频卫星钟产品提高动态 PPP 技术在大型桥梁形变监测中对微小形变解算的可靠

性、准确性。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PPP 技术在诸如地震过程中地表形变反演有较多的应用。但是在具有长期性、形变

微小等特性的 PPP 工程应用还没有太多研究。本文开展 PPP 桥梁形变监测的研究，结果

表明，1 Hz卫星钟改正 PPP可以明提高大形悬索桥梁形变监测的精度；指出高频卫星钟

改正在工程应用中的必要性。 

双差技术在工程中已经有较多的应用，但双差技术因其特点，有自身的限制。其精

度受到基线长度的限制；此外，在地震等特殊场景下双差技术无法为监测对象提供高精

度监测手段。利用高频动态 PPP技术可以突破这些限制，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在地震、基准站断电或失稳这些场景中，传统双差技术无法为监测对象提供有效的

形变监测解决方案。本文提出的利用高频动态 PPP 技术钟对这些特殊场景，为大型建筑

物提供可靠的、高频、高精度形变监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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