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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报告使用的次数愈发增长，报告包含标题、

正文、结尾等。那么一般报告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 gps 测量实习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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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习目的 

GPS 静态测量 

本次 GPS 静态观测实习的目的是巩固、扩大和加深我们从课堂上

所学理论知识，获得测量工作的初步经验和基本技能，着重培养我们

的独立工作能力，进一步熟练掌握测量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运用理

论及计算能力，并对 GPS 静态观测全过程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熟悉 GPS 静态相对定位原理、Sounth 、Trimble、ashtech 三种 GPS

接收机的使用掌握GPS 网的网形设计。熟悉GPS 静态测量的步骤。学

会南方测绘 Gps 数据处理软件的简单使用。 

1.1 实习安排 

准备好理论知识，掌握控制测量的技术要求，以及仪器的使用规

范及过程，协调好分组的搭配。 

仪器调度表 

(略) 

第三组组长： 

第三组组员： 

项目与内容 

时间安排（天） 

任务与要求 

实习动员、领仪器工具、仪器效验 

1 作好测前准备工作 GPS 静态观测 

1 熟练掌握观测方法、要领 

实习总结 



5 整理成果、编写实习报告、归还仪器 

1.2实习任务 

以各个班为单位建立测量实习队，10 人一组（第三组为11 人），

分 3 组。每组领取 GPS 一套（包括主机、脚架、基座、连接线等）、

记录板一块、对讲机、记录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行业标准

《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和石桥子经济开发区的具体情况，

建立 E 级 GPS 网。 

E 级 GPS 网的精度要求如下表： 

级别 

固定误差(mm) 

平均边长(km) 

比例误差系数(mm)E≤100.2～5≤20  

每小组利用各组领取到的接收机对两个控制点进行观测，观测时

段为一小时，观测 3 个时段。 

1.3测量规范《全球定位系统（GPS ）测量规范》（GB/T 18314-

20xx）。 

2、《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 73-97）。 

3、CH 1002-95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4、CH 1003-95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1.4测区概况 

本测区为本溪市石桥子经济开发区辽宁科技学院周边地区，测区

内大部分为丘陵，公路，测区开阔高侧建筑少，选点都在路边或者山

顶，多路径效应相对较小。点位远离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基本没

有），远离高压输电线和微波无线电传送通道，其距离不得小于 50m 。

同时点位设在交通便利，有利于其他观测手段扩展与联测的地方，地

面基础稳固，便于点的保存 

1.5 GPS 网的布设 

GPS 网设计的出发点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努力降低成本。因此，在进行 GPS 的设计和测量时，既不能脱离实际

的应用需求，盲目地最求不必要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也不能为追求



高效率和低成本，而放弃对质量的要求。 

二、实习内容 

2.1．网的布设 

本次实习精度要求为 E 级， 

2.2实习内容: 

2.2.1选点情况 

20xx-7-4 上午召开了GPS 实习动员大会，大会上范海英等几位老

师作了讲话，给我们分析了测区情况，实习的注意事项，确定了分组

情况和我们实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情，下午由实习指导老师刘广春

带领我们进行选点 

（1）为保证对卫星的连续跟踪观测和卫星信号的质量，要求测站

上空应尽可能的开阔，在 10°~15°高度角以上不能有成片的障碍物。 

（2）为减少各种电磁波对 GPS 卫星信号的干扰，在测站周围约

200m 的范围内不能有强电磁波干扰源，如大功率无线电发射设施、

高压输电线等。 

（3）为避免或减少多路径效应的发生，测站应远离对电磁波信号

反射强烈的地形、地物，如高层建筑、成片水域等。 

（4）为便于观测作业和今后的应用，测站应选在交通便利，上点

方便的地方。 

（5）测站应选择在易于保存的地方。 

2.2.2外业观测情况 

测量时采用的是南方灵锐 GPS 接收机 3 台， Trimble GPS 接收机

两台， ashtech GPS 接收机 2 台一共 7 台 GPS 接收机。采用同步观测

的相对定位方法，可求得 21 条基线向量其中有独立基线向量 6 条，从

而保证了卫星星历误差、卫星钟误差、电离层延迟等误差的强相关性，

通过差分的方法来消除这些误差。观测时为了保证测量的精度时段长

度规定为 60 分钟。按照静态定位的测量原理，测量时观测的最少卫星

数位四个。 

外业观测时需要对 GPS 接收机进行以下设置： 

(1)调度安排，确定每台接收机观测的测站，开机时间，搬站情况。 



(2)观测组按调度表规定的时间进行作业，保证同步观测同一卫星

组。 

(3)每时段开机前，作业员量取天线高高，并及时记录测站名、年

月日、时段号、天线高等信息。关机后再量取一次天线高作校核，两

次量取天线高互差不得大于 3mm ，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若互差超

限，应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记入测量手簿。 

(4)仪器工作过程中，作业人员对照指示灯工作状况说明，判断仪

器是否正常工作。 

(5)一个时段观测过程中，不得进行以下操作：关闭接收机，又重

新开机；进行自测试；改变卫星高度角；改变数据采样间隔；改变天

线位置； 

(6)观测院在作业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测站，并应防止仪器收到震动，

防止人或其他物体靠近天线，遮挡卫星信号。 

(7)接收机在观测过程，不应在接收机旁使用对讲机；雷雨天气过

境应关机停测，卸下天下以防雷击。 

(8)应记录雨、晴、阴、云等天气。 

外业观测小结 

结束采集时，对数据进行存储，查看文件状态，然后关机，准备

下次观测。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记录测站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天线

高，电池电压，卫星号，信噪比，故障情况，以及开始和结束时候卫

星高度角，PDOP ,整点时候卫星情况，卫星故障情况。天气等等。我

们总共观测了 3 个时段，设站数为 15。 

2.3数据处理情 

各测站天线高： 

（略） 

动态 GPS 定位测量 GPS 接收机一套、写字板一个、钢卷尺一把 

2、实习地点：辽宁科技学院 

3、目的：熟悉熟练掌握 GPS 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学会使用

GPS 仪器进行控制测量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4、GPS RTK 技术的基本原理 



高精度的 GPS 测量必须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RTK 技术就是载波

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技术，它能够实时地提供测站点指定坐标系中的三

维定位结果，并达到厘米级精度。在 RTK 作业模式下，基准站通过数

据链将其观测值一起传送给流动站，流动站在完成初始化后，一方面

通过数据接收来自基准站的数据，另外自身也采集 GPS 观测数据，并

在系统内组成差分观测值进行实时处理，再经过坐标转换和投影改正，

即可给出实用的厘米级定位结果。 

5.GPS 测得的大地高属于 WGS —84 系统，因此必须采用高程拟

合的方法，来求得正常高。而高程拟合的精度高低取决于参与拟合的

水准点的个数及分布的均匀程度。对于公路放样来讲，路线两侧布设

的水准点足以保证中桩高程的拟合精度。 

RTK 定位技术就是基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实时动态定位技术。它

需要一台基准站接收机和一台或多台流动站接收机，以及用于数据传

输的电台。在 RTK 作业模式下，基准站接收机，借助电台，将其观测

值及坐标信息，发送给流动站接收机；流动站接收机将自己采集的

GPS 观测数据和接收来自基准站的数据，组成差分观测值，利用静态

相对测量处理方法对基线进行实时求解，然后推算出其三维位置（XK ，

YK ，ZK ）。RTK 定位系统基本配置包括三部分： 

（1）基准站：由 GPS 接收机、GPS 天线、数据发送电台、UHF

天线、电源等部分组成。 

（2）流动站：由 GPS 接收机、GPS 天线、数据发送电台、UHF

天线、电源、掌上电脑、对中杆等组成。 

（3）软件包：支持实时动态差分的软件系统和各项工程测量应用

功能。 

6、RTK 定位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在基准站上安置一台GPS 接

收机，对所有可见 GPS 卫星进行连续地观测，并将其观测数据通过无

线电传输设备，实时地发送给流动站。流动站实时动态软件可以通过

下列基本步骤和功能获得流动站的精确坐标： 

（1）利用三差模型求出流动站的初始坐标。 

（2）利用OTF 方法动态解求模糊度。观测条件恶劣时具有模糊度



重复性检核功能。 

（3）根据相对定位模型，实时解算流动站的 WGS-84 坐标。 

（4）根据给定的转换参数，进行坐标系统的转换。 

（5）测量结果的实时显示，坐标解算精度评定。 

（6）还应包括失锁后的重新动态初始化，选择不同的作业模式，

定位、放样、导航等功能的选择和转换等。 

这样，通过实时计算的定位结果，便可监测基准站与流动站观测

成果的质量和解算的收敛情况，从而可以实时地判定解算结果的可靠

性。只要能连续锁定不少于 5 颗卫星信号，并且有必要的几何图形强

度，则测程在 10 km 以内的流动站可实时得到厘米级精度的定位成果。 

7、野外放样作业流程 

（1）设置参考站：在已知控制点上架设好 GPS 接收机和天线，

打开接收机，将 PC 卡上室内设置的参数读入 GPS 接收机，建立配置

集，输入参考站点的准确的北京 54 坐标和天线高，参考站 GPS 接收

机通过转换参数将北京 54 坐标转换为 WGS-84 坐标，同时连续接收

所有可视 GPS 卫星信号，并通过数据发射电台将其测站坐标、观测值、

卫星跟踪状态及接收机工作状态发送出去，待电台指示灯显示发出通

讯信号后流动站即可开展工作。 

（2）流动站工作：打开接收机，新建工作项目，建立配置集。流

动站接收机在跟踪 GPS 卫星信号的同时也接收来自参考站的数据，进

行处理获得流动站的三维 WGS-84 坐标，最后再通过与参考站相同的

坐标转换参数将 WGS-84 坐标转换为北京 54 坐标，并实时显示在流

动站的 TR500 终端上。接收机可将实时位置与设计值相比较，指导放

样到正确位置 

三、实习结果 

3.1静态测量 

（1)静态测量时要满足相应规范的要求。 

（2)网形布设时应注意外围不能有豁口，至少留一个通视方向。 

(3)静态观测过程中，即使发现长水准管不居中或者仪器不严格对

中了，也不要重新调仪器，观测时不要重新开机，开机关机听从调配。 



(4)观测时，接收机周围不使用干扰卫星信号的通讯设备，以减弱

误差，接收机周围应当视野开阔，削弱多路径误差。 

(5)每日观测结束后，应及时将数据转存至计算机硬件上，应该备

份一份确保观测数据不应人为疏忽丢失。 

(6)数据处理时，一定要改天线类型、天线高，去除浮点解的记录。 

3.2 RTK-GPS 放线 

（1） 定位精度高 

在良好环境下平面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在大多数环境里平面定

位误差都能保证在 0.2m 以内，能满足公路放样的精度要求。 

（2） 作业效率高 

采用 RTK-GPS 采取单点定位的方法寻找控制点极为便捷，它直接

以厘米级（或分米级）精度实时定位放样并能保持工作连续稳定，比

较适合于林地等困难地区作业。 

（3） 节省费用 

采用 RTK 技术进行公路放样，无须沿途布设图根控制点而且作业

时间短，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减少砍伐工作量，降低了工程成本和劳

动强度，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4）架设参考站的点位周边要开阔，无电、磁场干扰，上空无遮

挡，并尽量避开山体对电台通讯的阻挡，这样移动站才能较快获得

RTK （厘米级）精度并保持稳定。 

（5）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如枝叶繁茂的山林地、松树林等），

采用 RTK-GPS 与全站仪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及成果质量。 

（6）在当前高等级公路逐渐向山岭重丘区发展的形势下，由于这

些地区地形条件的限制，实施常规的测量比较困难，采用 RTK-GPS 进

行测量（控制测量、实地实时放样、中桩测量、点位测量等）无凝是

一种有效的手段。 

3.3问题分析 

在本次实习过程中，初步掌握了 GPS 控制网中控制点的布置、选

址和标记，掌握了 GPS 静态相对定位测量全过程的程序与方法，包括

资料的搜集、野外观测记录、测量内业数据处理、资料的综合分析整



理等。同时理解了 GPS 静态测量的方法，包括卫星预报，测量计划编

制，实地测量等。通过这次野外实习和内业的数据处理，巩固了课堂

上的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了实践能力，了解和

掌握了有关于 GPS 仪器的使用原理和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足和缺陷，

但是今后定会更加努力地改正和提高动手实践能力。 

在内业处理过程中，经过自动化的基线解算和平差，通过删减卫

星调整基线来提高精度让我懂得了如何去“精益求精”。在现代社会

科技发展过程中，空间卫星技术和其他的测绘技术将更加长远发展，

那么就对我们现在还未走入社会的测绘人要求而且要求更高，数学计

算和协调能力是测绘的显性要求，而编程能力和英语能力将是测绘的

隐性要求而且将会越来越突出。 

3.4建议与意见 

我感觉本次实习内容的安排大体上是不错的，老师们的指导和讲

解也是尽心尽力；但感觉内业数据处理部分老师应该讲得更详细一点，

这样更有助于同学对软件的熟悉与对书本知识的消化。其次，感觉这

次外业数据采集同学们还是比较空闲，所以建议学院在今后 GPS 实习

中可以增加适当的项目，比如专门花一两天来学习接收机的电子手簿，

或者是能够交换仪器进行实习操作，使大家既能掌握天宝接收机的操

作也能掌握莱卡接收机的操作，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中学到的知识。所

以希望学院对 GPS 实习更加重视一些，能给学生的实习和锻炼的机会。 

四、实习体会 

本次 GPS 实习虽然仅仅只有二个星期的时间，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 GPS 静态测量和动态测量。其中静态测量包括现有资料的收集

（包括武大地图、已知点数据资料等）、实地勘踏选点并进行标记、

调度方案的确定、正式外业数据采集、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内业处理。

动态测量包括利用 GPS RTK 技术进行 RTK 地形测量用于绘制等高线图

以及利用 RTK 进行放样操作。实习过程中我们收获还是十分丰富的。

对 GPS 静态测量和动态测量有了深刻的理解，将之前停留在书本知识

阶段延伸到了实际操作阶段，实习过程中，不仅对原理有了更进一步

的理解，还在操作中熟练了步骤。整个实习的过程虽然时间紧迫，但



是通过班里同学，各测组间的通力合作，严谨的钻研态度通过现代信

息技术的查阅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成果进过精度的检验也完

全符合地形测量的要求。通过时间不长的工作，我班同学又一次展现

了出色的团队合作力，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职业素养，这不能不让人感

到骄傲和自豪。 

当然，出现问题也是不少的，实习之后更要认真总结，我相信这

也必将成为我们日后工作和学习中的宝贵财富。 

最后，感谢指导老师的耐心和理解，感谢学院给予我们这样难得

的机会，以及同学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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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业过程 

1.1GPS 静态测量 

GPS 静态测量首先要选点并布设网型，点要选在开阔、无遮挡物、

无电磁波干扰、交通方便的地方，以保证对卫星的连续跟踪观测和卫

星信号的质量，并且便于以后的观测作业和应用。GPS 网的布设应尽

量覆盖整个测区，不要过密或者过疏，GPS 网三条边边长应相差不大，

夹角应介于 25 度到 135 度之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GPS 网设计

应尽可能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接下来就是进行外业观测，实习中我们采用同步观测相对定位的

方法，三台接收机同步观测采集数据，观测时间为 40 分钟，按预先设

定的 GPS 网依次推进。安置仪器是应注意将仪器安置在测量点上，高

度适中，踏实脚架再对中整平，量取天线高时量测点位表面到天线护

圈中心的高度。接收机正常工作后不能触动仪器，也不能在仪器旁使

用对讲机和手机，避免无线电干扰卫星信号。 

外业观测完成后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内业处理，实习过程中我

们采用 HGO 软件进行基线解算。 

1.2三等水准测量 

三等水准测量我们沿 GPS 网点布设附合水准路线，测量时应注意

安置水准仪的测站至前、后视立尺点的距离要量距使其相等，每站按

规范读数并记录所需数据，随即进行各项计算，填写记录表进行各项



检查，满足限差后才能搬站。依次设站，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观测，2 直

至线路终点，计算线路的高差闭合差。测量工作完成后进行平差计算。 

1.3RTK 测量 

RTK 测量时应将基准站接收机架设在开阔并且相对较高的地方，

架设好电台和天线后连接电缆并开机，启动基准站后用手部与其连接，

在手部中新建项目并配置坐标系，然后再回到主界面选择平滑，设置

电文模式、差分模式和天线高。再将手部与移动站连接，回到主界面

设置数据，与连接基准站的数据一样。设置完成后即可选择两个已知

点进行基线解算，解算合格后就可以移动移动站进行测量。测量完成

后可将数据导出进行内业处理。 

1.4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需要预先准备调查范围的遥感影像，通过目视

判读影像在图中选取分布均匀、遍布全区的特征点，利用 RTK 测量方

法对选取的特征点进行测量，再根据测量的数据遥感影像的矫正，导

出高分辨率图像。在南方 CASS 中打开矫正后的图像，选取特征点对

影像进行配准，完成影像配准后，选择主菜单中的土地利用/图斑/绘

制图斑，在图上，通过目视判别把同一类地物沿边界画出来，完成土

地利用分类。然后带着导出的图像到实地考察，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

标注，回来后又更改修正。 

2 平差报告 

2.1点连式三维自由网平差报告 

基线条数:33平差点数:23 

基线标准差置信度(松弛因子):10.00σTau检验显著水平:1.00%单

位权中误差比:0.0359x2 检验值:1.1855 

x2 理论范围:15.8154-57.6484x2 检验结果:False 

1.输入的基线及标准差 

2.控制点坐标 

3.平差后的基线及标准差 

8.基线最弱边和平面最弱点 

基线名中误差_DX(mm) 中误差_DY(mm) 中误差_DZ(mm) 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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