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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超导重力仪观测研究海潮和固体潮模型的适定性 

孙和平(1);B. Ducarme(2);许厚泽(1);L. Vandercoilden(2);徐建桥(1);周江存(1) 

(1)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动力大地测量学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7 ,中国;(2)Royal Observatory of 

Belgium, Brussels 1180

摘要： 

利用国际地球动力学合作观测网络中20个台站22个高精度重力潮汐观测系列综合研究了目前使用的海潮和固体潮

模型的适定性. 对原始观测数据实施仔细的预处理, 利用国际标准算法计算了潮汐重力参数. 基于负荷理论和不同全

球海潮模型获得了8个主波的重力负荷矢量, 用二维平面插值技术获得了14个小波的负荷改正值. 顾及不同潮波振幅

特征, 提出了计算台站平均观测残差和剩余残差矢量的“非等权均值法”, 分析了海潮负荷改正的有效性和振幅因

子与理论模型间的差异, 同时还讨论了仪器标定问题. 获得了经海潮负荷改正后全球各台站平均潮汐重力参数, 结果

说明观测与理论模型间的差异小于0.3%, 最大仪器标定误差不超过0.5%. 另外文章还用地表重力实测数据证实了

Mathews理论中相对于周日O1波而言, K1波相位滞后略呈正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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