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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本文面向地基导航系统的自主空间基准建立问题，针对现有方法在估计精度或自主性上

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载波相位测量的基站坐标估计方法,为地基导航系统的自主部署和动

态布局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本文建立了基站坐标估计的极大似然估计模型，引入了广义载波相位模糊度，提出了一

种新的自主空间基准建立方法，并通过仿真分析了所提方法的性能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本文所提方法克服了现有方法对接收机校准点等辅助信息的依赖性，仅基于载波相位测

量实现了高精度的自主空间基准建立。仿真结果表明，接收机轨迹的几何多样性是重要的性

能影响因素，在良好的几何多样性条件下，所提方法对基站坐标的估计精度可达到厘米级。 

 

三、 主要创新点 

现有基于载波相位测量的空间基准方法普遍存在自主性上的不足，大多依赖于对接收机

校准点的人工测量等外部辅助，本文所提方法仅基于载波相位测量就可实现空间基准建立，

相比传统方法，在自主性上具备明显的优势。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借助接收机校准点的情况下，仅基于载波相位测量就可自主

建立高精度的空间基准，同时，接收机轨迹的几何多样性是所提方法估计精度的重要影响因

素。本文可为地基导航系统的高精度空间基准建立提供技术支撑，并可进一步应用于系统的

自主部署和动态布局。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传统的地基导航系统通过事先的精密测量获取自身的空间基准，不能实现系统的自主部

署和动态布局。现有基于载波相位测量的空间基准建立方法，大多依赖于对接收机校准点的

人工测量。本文所提方法克服了现有方法的这一缺点，仿真结果讨论了所提方法性能的主要

影响因素，为自主空间基准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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