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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利用计算的各基准站误差生成流动站 (H044)处

的误差改正数 ,再结合内插算法进行解算 ,将解算的

信息与结果 ,与利用 Bernese GPS412软件解算时提

取的相关信息进行比较。

311　内插算法对内插系数影响

在实验中 ,取ω =
1
di

。由此 ,计算的内插系数为

表 1,表中 LSM表示对流层模型采用低次曲面模型

法的平面模式 ,而 LSM2则增加了高程影响。

表 1 不同内插法产生的内插系数

D IM L IM OTA LSM LSM2

α1 0. 1731 0. 2233 0. 3936 0. 0805 0. 1135

α2 0. 5035 0. 3093 0. 2123 0. 4718 0. 4090

α3 0. 1556 0. 1450 0. 3942 0. 0996 0. 5271

α4 0. 1679 0. 3192 0. 3481 0. 0599

∑
4

i = 1
α2

i
0. 5795 0. 5181 0. 5961 0. 6001 0. 6794

　　表 1中 ,使用 OTA算法解算的内插系数 ,是在

搜索到由 H043、H048和 H045等三个基准站组成的

最优三角形的基础上得到的。对于采用所有基准站

信息的 D IM、L IM、LSM 和 LSM2内插法来说 ,利用

D IM、L IM和 LSM 求得的内插系数质量因子 (第六

行 )相差不大 ,而考虑高程影响的 LSM2法求出的内

插系数质量因子较大。

312　内插算法对生成流动站误差改正数影响

以 25号卫星为例 ,分别利用算法 ,生成基线

H044 - H043上的单差电离层延迟和单差对流层延

迟 ,结果如图 2、3。其中 ,横轴表示时间 ,单位为历

元 ;图 2中纵轴表示 L2载波的单差电离层延迟量 ,

图 3的纵轴表示单差对流层延迟量 ,单位为 m;图 2

中最下面粗实线和图 3中最粗实线代表基准值 REF

(即利用 Bernese GPS412软件提取的参考信息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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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动站之间存在较大的高程差异 ,而对流层延迟在

高程方向上线性相关性不强引起的。

4　结 　论

在网络 RTK区域网中 ,当利用基准站信息生成

流动站误差改正数时 ,内插算法不同 ,生成的误差改

正数不同 ,对定位结果的影响也不同。当采用 L IM

和 LSM算法时 ,对定位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采

用 D IM和 LSM2模型时 ,其影响则相对偏大 ;在使用

OTA内插法时 ,要慎重考虑确定最优三角形的因

素 ,否则对定位的结果会带来较大的误差。由此可

见 ,在处理不同的网络 RTK区域网时 ,应选择合理

的内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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