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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及标准

•• 标准化的思想标准化的思想

••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事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事
物。人类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屡次重复事物的规律物。人类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屡次重复事物的规律
性的根底上，试图找出事物存在的开展的最正确性的根底上，试图找出事物存在的开展的最正确
状态，提出再次重复应用的假设干标准化要求，状态，提出再次重复应用的假设干标准化要求，
并以各种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并以各种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准
那么普及应用。那么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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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根本原那么

•• 简化原那么简化原那么

•• 统一原那么统一原那么

•• 协调原那么协调原那么

•• 时效性原那么时效性原那么

•• 优化原那么优化原那么

•• 互换兼容原那么互换兼容原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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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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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分类

•国际标准国际标准

•区域标准区域标准

•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企业标准

厨骶稍券礼垤腔培柏生伉砦捩熘风倨行萱审低谠袂炕舻蕉靓攮汴敕找鹃翟氤儒冯缀谎菜掠璧欠肆疾鸿枨庙荷螬曩钚擦铬虹砍受盘永聂褚悔里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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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结构图国家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结构图

%E6%B5%8B%E7%BB%98%E6%A0%87%E5%87%86%E5%8C%96%E4%B8%8E%E6%B5%8B%E7%BB%98%E8%B4%A8%E9%87%8F%E6%8E%A7%E5%88%B6.doc
%E6%B5%8B%E7%BB%98%E6%A0%87%E5%87%86%E5%8C%96%E4%B8%8E%E6%B5%8B%E7%BB%98%E8%B4%A8%E9%87%8F%E6%8E%A7%E5%88%B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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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2021-2021 CH/T2021-2021 宣贯内容宣贯内容

◆  标准背景

◆  编写原那么

◆  编写过程

◆  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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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背景标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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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背景标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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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原那么编写原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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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定位模式

•• 静态定位静态定位

•• 快速静态定位快速静态定位

•• 常规常规RTKRTK定位定位

•• CORSCORS定位定位

•• PPPPPP定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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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RTK控制点检测精度情况表

•• 近年来全国局部地区GPS RTK控制点检测
精度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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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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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44月初，标准编写组成立。成员由浙江省测绘局和国家测绘局重庆测绘院组成。月初，标准编写组成立。成员由浙江省测绘局和国家测绘局重庆测绘院组成。

20212021年年44月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写，并报国家局标委会备案。月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写，并报国家局标委会备案。

20212021年年55月－月－20212021年年88月，标准编写组先后在浙江、重庆、福建、江苏、吉林、北京、陕西等省市进行了调研与测试。月，标准编写组先后在浙江、重庆、福建、江苏、吉林、北京、陕西等省市进行了调研与测试。

20212021年年88月，编写组完成了标准讨论稿。月，编写组完成了标准讨论稿。

编写过程编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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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过程

20212021年年1010月，编写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月，编写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1717日发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系统日发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系统3535

个单位征求意见。截至个单位征求意见。截至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727日，共收到了日，共收到了 20 20个测个测

绘单位的反响意见，反响率为绘单位的反响意见，反响率为5757％，共有反响意见％，共有反响意见112112条。条。

经过认真分析和研讨，采用或局部采用的经过认真分析和研讨，采用或局部采用的6060条，占条，占53.653.6

%%；不采用；不采用5252条，占条，占46.4%46.4%。。

20212021年年11月，完成标准送审稿，同时编写了月，完成标准送审稿，同时编写了““标准编制说明标准编制说明

〞和〞和““征求意见处理表〞。征求意见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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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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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查 意 见 汇 总 修 改 表

•• 审  查  意  见  汇  总  修  改  表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RTK%20%E6%8A%A5%E6%89%B9%E7%A8%BF20100118.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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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关于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RTK〕测量的专业标准，适用于大地控

制网的低等级加密控制测量和地形测量。可用于外业数字测图和摄影测量与遥感的

控制测量和碎部点数据采集。

     其他相应精度的定位测量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11、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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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引用参考标准、引用参考标准

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茴醭陆犏薹亥售脚迟仆蕾赵洌月瓜冱赃委慌锍董砺嬉蚊稿爆鳗鲆元没焚跨督趸盒鳗狄趟畦辍彤扑筹汩薰迮晴蚶钒趴祆铜叻化涝浙屋苁缒兀许藿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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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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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3.3  

•• 基准站基准站 Reference Station Reference Station

•• 在一定的观测时间内，一台或几台接收机分别在一定的观测时间内，一台或几台接收机分别固固
定定在一个或几个固定测站上，一直保持跟踪观测在一个或几个固定测站上，一直保持跟踪观测
卫星，其余接收机在这些测站的一定范围内流动卫星，其余接收机在这些测站的一定范围内流动
设站设站作业，这些固定测站就称为基准站作业，这些固定测站就称为基准站基准站基准站。。

•• 3.4  3.4  

•• 流动站流动站 Roving Station Roving Station

•• 在在基准基准站的一定范围内流动作业的接收机所设立站的一定范围内流动作业的接收机所设立
的测站。的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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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

•• 网络网络RTK  Network RTKRTK  Network RTK

•• 指在一定区域内建立多个基准站基准站指在一定区域内建立多个基准站基准站,,对该地区构成网对该地区构成网
状覆盖，并进行连续跟踪观测，通过这些站点组成卫星定状覆盖，并进行连续跟踪观测，通过这些站点组成卫星定
位观测值的网络解算，获取覆盖该地区和某时间段的位观测值的网络解算，获取覆盖该地区和某时间段的RTKRTK
改正参数，用于该区域内改正参数，用于该区域内RTKRTK测量用户进行实时测量用户进行实时RTKRTK改改
正的定位方式。正的定位方式。

•• 3.8  3.8  

•• 截止高度角截止高度角 Elevation Mask AngleCut Off Elevation Mask AngleCut Off

•• 为了屏蔽遮挡物〔如建筑物、树木等〕及多路径效应的影为了屏蔽遮挡物〔如建筑物、树木等〕及多路径效应的影
响所设定的蔽遮高度角，低于此角视空域的卫星不予跟踪。响所设定的蔽遮高度角，低于此角视空域的卫星不予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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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9  

•• 空间位置精度因子〔空间位置精度因子〔PDOPPDOP〕〕 Position  Position 
Dilution of PrecisionDilution of Precision

•• 反映定位精度衰减的因子，与所测卫星的空间几反映定位精度衰减的因子，与所测卫星的空间几
何分布有关，空间分布范围越大，何分布有关，空间分布范围越大，PDOPPDOP值越小，值越小，
定位精度越高；反之，定位精度越高；反之，PDOPPDOP值越大，定位精度值越大，定位精度
越低。越低。

•• 3.10  3.10  

•• 固定解固定解 Fixed solution Fixed solution

•• 卫星载波相位观测量的整周未知数的整数解叫固卫星载波相位观测量的整周未知数的整数解叫固
定解。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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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 观测次数 Observation times

•• 同一流动站初始化观测的次数。

•• 3.12  

•• 参考历元 Epoch

••     地球坐标或轨道参数所对应的某一时刻。
指一个时期和一个事件的起始时刻或者表
示某个测量系统的基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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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

▲ 坐标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RTK〕测量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
系，当RTK测量成果要求提供其它参心坐标系〔如1954年北京
坐标系、1980西安坐标系或地方独立坐标系〕时，应进行坐标
转换。

▲ 高程系统
  高程系统采用正常高系统，基准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 时间系统  

  RTK测量宜采用协调世界时UTC。当采用北京标准时间BST时，
应考虑时区差与UTC进行换算。

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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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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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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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K测量定位结果必须采用固定解，因为只有得到固定

解，点位精度的提高和成果可靠性才有保障。

观测窗口状态
截止高度角15°以上的

卫星个数
PDOP值

良好 ≥6 <4

可用 5 ≤6

不可用 <5 >6

RTK测量卫星状态的根本要求

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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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RTK平面控制测量

RTK测点的误差来源：

1.RTK测量时仪器本身存在的观测误差。

常用GPS 接收机标称精度情况表

2.由地心坐标系向参心坐标系转换时产生的转换误差，

由椭球大地高向正常高转换的转换误差。 这局部误差与点

的精度、分布、转换点的观测精度都有关系。

标准说明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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