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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上海天文台多星定轨的软件（ＣＯＭＰＡＳＳ），对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期间的Ｌａｇｅｏｓ１、
Ｌａｇｅｏｓ２卫星的激光测距资料重新归算了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ＣＯＭＰＡＳＳ），并将结果与同期的
ＥＯＰ（ＩＥＲＳ）Ｃ０４进行了比较，得到其外符精度为：极移ＸＰ—０．３２ｍａｓ，ＹＰ—０．３４ｍａｓ，日长变
化Ｄｒ—０．０２５ｍｓ。

主题词：激光测距 — 地球定向参数 — ＩＥＲＳ
分类号：Ｐ２２８．５，Ｐ１８３．３

１　引　　言

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包括极移和日长变化，描述了地固参考系相对于瞬时真天球参考系
的运动。极移两分量Ｘｐ，Ｙｐ表示天球历书轴在地固参考系中的运动；而世界时与协调时之差
ＵＴ１－ＵＴＣ或日长变化则反映了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地球定向参数是飞行器精密定位和导
航的重要参数，它包含有丰富的地球动力学信息，利用现代空间技术精确测定地球定向参数具

有重要的天文地球动力学意义［１］。

Ｌａｇｅｏｓ１和 Ｌａｇｅｏｓ２卫星是专门用于地球动力学研究的被动卫星，这两颗卫星的形状非
常相似，正球形，直径相同，质量也差不多，轨道高度、周期基本相同，但是轨道倾角不同，Ｌａ
ｇｅｏｓ１的轨道是逆行的，Ｌａｇｅｏｓ２的轨道是顺行的。显然，两颗卫星的观测资料在时间、空间
上的分布方面比一颗卫星的要好（单站的资料密度、卫星空间的分布、全球的分布等），因此，

这两颗卫星用于测地，会产生互补的作用，减小了用单颗卫星的资料所产生的系统偏差，利用

这些特点，以提高解算ＥＯＰ的精度，特别是外符精度。出于这样目的，我们用多星定轨的软件
ＣＯＭＰＡＳＳ（空间飞行器综合定轨与参数分析软件，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Ｓｐａｃｅｖｅｈｉｃｌｅ）对两颗 Ｌａｇｅｏｓ卫星定轨，同时解算公共参数，如
ＳＬＲ台站的坐标、地球定向参数等。用ＣＯＭＰＡＳＳ软件对１９９８年１月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Ｌａ
ｇｅｏｓ卫星的激光测距资料重新归算地球定向参数 ＥＯＰ等，从表１的结果看多星解的结果
比单星解的精度要高。表２列出了两颗卫星的部分轨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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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多星解与单星解的结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１ｏｒ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ＩＥＲＳ

用Ｌａｇｅｏｓ１卫星解的结果与ＩＥＲＳ（ＥＯＰＣ０４）
比较的外符精度，使用的软件：ＳＨＯＲＤＥ

用Ｌａｇｅｏｓ１、Ｌａｇｅｏｓ２卫星解的结果与ＩＥＲＳ（ＥＯＰＣ０４）
比较的外符精度，使用的软件：ＣＯＭＰＡＳＳ

极移　Ｘｐ—０．３５ｍａｓ 极移　Ｘｐ— ０．３２ｍａｓ

极移　Ｙｐ—０．３７ｍａｓ 极移　Ｙｐ— ０．３４ｍａｓ

日长　Ｄｒ—０．０３２ｍｓ 日长　Ｄｒ—０．０２５ｍｓ

表 ２　Ｌａｇｅｏｓ１、Ｌａｇｅｏｓ２卫星的轨道情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ｏｆＬａｇｅｏｓ１、Ｌａｇｅｏ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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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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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
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ａｐｏｇｅｅ

／ｋｍ
ｐｅｒｉｏｄ
／（′）

ＬＡＧＥＯＳ１ １０９．８４ ０．００４５ ５８５０ ５９６０ ２２５

ＬＡＧＥＯＳ２ ５２．６４ ０．０１３５ ５６５２ ５９６０ ２２２

注：表２值取自：ｈｔｔｐ：／／ｉｌｒ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ｓｔ＿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ｌａｇｅｏｓ．ｈｔｍｌ

２　在多星精密定轨中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

为了提高ＥＯＰ和监测地球质心运动的解算精度，整个处理过程依据统计轨道原理［２］进

行。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天文常数、参考系、力学模型和测量模型参照（１９９６）ＩＥＲＳ规范。具体
情况如下：

力学模型：（１）日月引力摄动；（２）固体潮摄动；（３）海潮摄动；（４）地球形状摄动

（ＥＧＭ９６地球引力场模型）；（５）太阳光压和地球辐射压摄动（光压系数ＣＲ及变率Ｃ
·

Ｒ待估）；

（６）类阻力摄动（阻力系数ＣＤ及变率Ｃ
·

Ｄ待估）；（７）卫星热迟后辐射摄动；（８）广义相对论效
应；（９）地球自转形变摄动；（１０）经验的以卫星轨道周期为周期的ＲＴＮ摄动。

测量模型：（１）ＭａｒｉｎｉＭｕｒｒａｙ大气折射模型；（２）ＬＡＧＥＯＳ卫星的归心改正：０．２５１ｍ；（３）
固体潮引起的台站位移；（４）永久潮汐项对台站的影响；（５）海潮负荷潮对台站的影响；（６）
地球自转形变对台站的影响。

参考系：（１）２０００．０平赤道（Ｘ－Ｙ平面）和平春分点（Ｘ轴方向）；（２）ＩＡＵ７６岁差；（３）
ＩＡＵ１９８０章动模型；加上 ＩＥＲＳ章动改正；（４）ＤＥ４０３／ＬＥ４０３行星历表；（５）地球参考架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测站坐标由ＩＴＲＦ２０００中的历元坐标和速度场求得。

解的收敛标准为卫星在３０天轨道的初始位置的改正小于１ｃｍ，同时３０天内观测残差相
对于预报残差的相对误差小于０．０１。

在用Ｌａｇｅｏｓ卫星的ＳＬＲ资料解ＥＯＰ时，用的数学模型是［４］：

对Ｘ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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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Ｐ（ｔ）＝ＸＰ（ｔ０）＋ΔＸＰＣ（ｉ）＋［ＸＰ１Ｐ（ｊ）＋ＸＰ１Ｒ（ｊ）］ｃｏｓθｇ＋

［ＹＰ１Ｐ（ｊ）－ＹＰ１Ｒ（ｊ）］ｓｉｎθｇ＋［ＸＰ２Ｐ（ｊ）＋ＸＰ２Ｒ（ｊ）］ｃｏｓ２θｇ＋

［ＹＰ２Ｐ（ｊ）－ＹＰ２Ｒ（ｊ）］ｓｉｎ２θｇ，

（１）

对ＹＰ有：
ＹＰ（ｔ）＝ＹＰ（ｔ０）＋ΔＹＰＣ（ｉ）＋［－ＸＰ１Ｐ（ｊ）＋ＸＰ１Ｒ（ｊ）］ｃｏｓθｇ＋

［ＹＰ１Ｐ（ｊ）＋ＹＰ１Ｒ（ｊ）］ｓｉｎθｇ＋［－ＸＰ２Ｐ（ｊ）＋ＸＰ２Ｒ（ｊ）］ｃｏｓ２θｇ＋

［ＹＰ２Ｐ（ｊ）＋ＹＰ２Ｒ（ｊ）］ｓｉｎ２θｇ，

（２）

对日长变化ＤＲ（亦即对ＵＴ１的计算）有：
（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０＋ＤＵＴＣ（ｉ）·［（ｔ－ｔ０－（ｉ－１）·ａｒｃｄｕｔ）］＋

ｄｕ１ｃ（ｊ）·ｃｏｓθｇ＋ｄｕ１ｓ（ｊ）·ｓｉｎθｇ＋

ｄｕ２ｃ（ｊ）·ｃｏｓ２θｇ＋ｄｕ２ｓ（ｊ）·ｓｉｎ２θｇ．

（３）

上述（１）至（３）式中有 １５个要解的参数：［ΔＸＰＣ，ΔＹＰＣ，ＸＰ１Ｐ，ＸＰ１Ｒ，ＹＰ１Ｐ，ＹＰ１Ｒ，ＸＰ２Ｐ，ＸＰ２Ｒ，
ＹＰ２Ｐ，ＹＰ２Ｒ，ＤＵＴＣ，ｄｕ１ｃ，ｄｕ１ｓ，ｄｕ２ｃ，ｄｕ２ｓ］。其中：ＸＰ１Ｐ，ＸＰ１Ｒ，ＹＰ１Ｐ，ＹＰ１Ｒ是在第ｊ个弧段的极
移周日分量的顺行和逆行部分的系数；ＸＰ２Ｐ，ＸＰ２Ｒ，ＹＰ２Ｐ，ＹＰ２Ｒ是在第ｊ个弧段的极移半周日分
量的顺行和逆行部分的系数；ｄｕ１ｃ，ｄｕ１ｓ是在第 ｊ个弧段的 ΔＵＴ１Ｒ的周日分量的系数；
ｄｕ２ｃ，ｄｕ２ｓ是在第ｊ个弧段的ΔＵＴ１Ｒ的半周日分量的系数；θｇ是恒星时角。

两颗卫星的观测资料比单颗卫星的资料多，对周日和半周日部分根据资料的密度选择以

三天的弧段来解。所以，在多级复弧法中，ΔＸＰＣ，ΔＹＰＣ，ＤＵＴＣ的弧段标志符号与周日和半周日
部分的弧段标志符号是不同的。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解算 ＥＯＰ的过程里时间的计算，主要是 ＵＴ１的计算。在解算 ＥＯＰ
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时间系统有ＵＴＣ（协调世界时）、ＴＤＴ（地球动力学时）、ＴＡＩ（国际原子时）、
ＵＴ１（世界时）、（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０为历元时刻ｔ０（地球动力学时）的值。

ＵＴ１ｔ＝ＥＴｔ－（ＥＴ－ＵＴ１）ｔ＝ＥＴｔ－［（ＥＴ－ＴＡＩ）ｔ－（ＵＴ１－ＴＡＩ）ｔ］

＝ＥＴｔ－｛（ＥＴ－ＴＡＩ）ｔ－［（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３５ｄ以下的短周期项）ｔ］｝

＝ＥＴｔ－｛（ＥＴ－ＴＡＩ）ｔ－［（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０＋ＤＵＴＣ（ｉ）·（ｔ－ｔ０－

（ｉ－１）·ａｒｃｄｕｔ）＋ｄｕ１ｃ（ｊ）·ｃｏｓθｇ＋ｄｕ１ｓ（ｊ）·ｓｉｎθｇ＋

ｄｕ２ｃ（ｊ）·ｃｏｓ２θｇ＋ｄｕ２ｓ（ｊ）·ｓｉｎ２θｇ＋（３５ｄ以下的短周期项）ｔ］｝．

（４）

（４）式中的ＥＴ可以认为是ＴＤＴ，ｔ和ｔ０也是在ＴＤＴ系统中计算的。需要注意的是对（ＵＴ１Ｒ－
ＴＡＩ）ｔ０处理：（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０可以在长弧开始时不设定，（ＵＴ１Ｒ－ＴＡＩ）ｔ随时从ＥＯＰ数据文件
中读入，然后加上估计得到的改正值，式子如下：

（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ｕｔ１ｒ－ｔａｉ）ｋ＋
［（ｕｔ１ｒ－ｔａｉ）ｋ＋１－（ｕｔ１ｒ－ｔａｉ）ｋ］

ｔｋ＋１－ｔｋ
（ｔ－ｔｋ）＋

ＤＵＴＣ（ｉ）·（ｔ－ｔ０－（ｉ－１）·ａｒｃｄｕｔ）＋Ｄｕ１ｃ（ｊ）ｃｏｓθｇ＋

Ｄｕ１ｓ（ｊ）ｓｉｎθｇ＋Ｄｕ２ｃ（ｊ）ｃｏｓ２θｇ＋Ｄｕ２ｓ（ｊ）ｓｉｎ２θｇ．

（５）

（５）式中的（ｕｔ１ｒ－ｔａｉ）ｋ，（ｕｔ１ｒ－ｔａｉ）ｋ＋１为ＥＯＰ数据文件中对应于ｔ时刻的间隔的两个端点

值。事实上，
［（ｕｔ１ｒ－ｔａｉ）ｋ＋１－（ｕｔ１ｒ－ｔａｉ）ｋ］

ｔｋ＋１－ｔｋ
就是在 ＥＯＰ数据文件中与 ｔ时刻对应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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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ＵＴ１Ｒ－ＴＡＩ）的变化率。这时的ＤＵＴＣ（ｉ）就是第ｉ弧段（弧长为ａｒｃｄｕｔ）覆盖的在ＥＯＰ
数据文件中与ｔ时刻对应的间隔上的（ＵＴ１Ｒ－ＴＡＩ）的平均变化率的改正值。因此，当整个
解收敛时，输出的应该是各个子弧段上的（ＵＴ１Ｒ－ＴＡＩ）的平均变化率加上估计得到的改正
值。由于估计得到的是每个弧段的观测的加权平均时刻的改正值，所以实际上输出的是该加

权平均时刻对应的（ＵＴ１Ｒ－ＴＡＩ）的变化率加上估计得到的改正值。式（１）、（２）中的
ＸＰ（ｔ０）、ＹＰ（ｔ０）也可仿照（ＵＴ１Ｒ－ＴＡＩ）ｔ０的处理方式：不设常值，只从 ＥＯＰ数据文件中读入，
然后加上估计得到的改正值。经实际比较，这样处理更符合实际。

这样改动后，有助于提高解得的 ＥＯＰ的精度，尤其是 ＬＯＤ作了类似的改动后，明显提高
了解得的ＬＯＤ的精度，减小了ｒｍｓ，从而也提高了解得的卫星轨道的精度。

在参考系方面，根据ＩＥＲＳ１９９６规范，真恒星时角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开始用下列公式：
ＧＳＴ＝ＧＭＳＴ＋Δφｃｏｓ（εＡ＋Δε）＋０″．００２６４ｓｉｎΩ＋０″．００００６３ｓｉｎ２Ω． （６）

式中，ＧＭＳＴ是格林尼治平恒星时；Δφ为黄经章动；εＡ为平黄赤交角；Δε为交角章动；Ω为月
球平轨道在黄道上升交点的黄经。

章动模型，根据ＩＥＲＳ１９９６规范为：
Δφ＝Δφ（ＩＡＵ１９８０）＋δΔφ，
Δε＝Δε（ＩＡＵ１９８０）＋δΔε．

（７）

式中，Δφ（ＩＡＵ１９８０），Δε（ＩＡＵ１９８０）是根据 ＩＡＵ１９８０模型求得的黄经章动和交角章动的
值；δΔφ，δΔε是根据ＶＬＢＩ和ＬＬＲ得到的黄经章动和交角章动的改正值（从ＩＥＲＳ发布的ＥＯＰ
公报上可以得到）。增加的δΔφ，δΔε对提高解日长变化率的精度是很有帮助的。

３　结 果 与 讨 论

整个分析过程采用多级复弧法，利用以上这些方法，用多星定轨软件（ＣＯＭＰＡＳＳ）对两颗
Ｌａｇｅｏｓ卫星定轨，同时解算公共参数，如 ＳＬＲ台站的坐标、地球定向参数，部分台站的距离偏
差、时间偏差等。

用多星定轨软件（ＣＯＭＰＡＳＳ）重新处理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Ｌａｇｅｏｓ１／２卫星的激光测距资
料，归算了ＥＯＰ地球自转序列。以３０ｄ为一弧段，在解算过程中采用多级复弧法，卫星的轨道
状态矢量作为全局量在３０ｄ内解算，类阻力系数及其变化率、太阳光压系数及其变化率作为一
级局部量在１０ｄ内独立解算，地球定向参数（ＸＰ，ＹＰ，Ｄｒ）包括（ΔＸＰＣ，ΔＹＰＣ）等１５个参数和
ＲＴＮ方向的经验加速度作为二级局部量在３ｄ内解算。各弧段定轨收敛后的中误差 ｒｍｓ在
１ｃｍ左右，表３分别列出了每个弧段的起始时刻和结束时刻、两颗卫星的定轨收敛后观测资料
数以及各弧段定轨收敛后的中误差 ｒｍｓ、单颗卫星定轨收敛后观测资料数及定轨收敛后中误
差ｒｍｓ，（由于表３序列太长只列出一部分的结果），从表２、３可见两颗卫星的观测资料在时
间、空间上的分布（单站的资料密度、卫星在空间的分布、全球测站的分布等）比一颗卫星的要

好。两颗卫星用于测地，会产生互补的作用，可减少用单颗卫星的资料所产生的系统偏差，利

用这些特点，可以提高解算ＥＯＰ的精度，特别是外符精度。实际结果表明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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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各弧段观测资料数与定轨的残差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ｏｒｂｉｔ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ｅｖｅｒｙａｒｃ

ｔｉｍｅｏｆａｒｃ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ｅｎｄｉｎｇ

Ｌａｇｅｏｓ１、Ｌａｇｅｏｓ２ Ｌａｇｅｏｓ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 ｒｍｓ／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 ｒｍｓ／ｍ

９８／０１／０１－９８／０１／３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９４ ５４１２ ０．０１８４

９８／０１／３１－９８／０３／０１ １５３４６ ０．０１１６ ７４４５ ０．０１１８

９８／０３／０２－９８／０３／３１ １２８５４ ０．０１３０ ５４３５ ０．０１３０

９８／０４／０１－９８／０４／３０ ８８２８ ０．０１３５ ３０３４ ０．０１２８

９８／０５／０１－９８／０５／３０ ９３２５ ０．０１２２ ３３９７ ０．０１１３

９８／０５／３１－９８／０６／２９ ８３４１ ０．０１３３ ４２６２ ０．０１２７

９８／０６／３０－９８／０７／２９ ９９７６ ０．０１１８ ５９４４ ０．０１１２

９８／０７／３１－９８／０８／２８ １１５９８ ０．０１１７ ６９５７ ０．０１１１

９８／０８／２９－９８／０９／２７ ９０７５ ０．０１１０ ５３２３ ０．０１１０

９８／０９／２８－９８／１０／２７ ９５８９ ０．０１１３ ４７００ ０．０１１４

９８／１０／２８－９８／１１／２６ ８３２６ ０．００９８ ３８５２ ０．０１０５

９８／１１／２７－９８／１２／２７ ７１３８ ０．０１０７ ３４７３ ０．０１０６

９８／１２／２４－９９／０１／２３ ９００１ ０．０１１５ ４７５３ ０．０１１４

９９／０１／２０－９９／０２／１９ ９３７７ ０．０１２４ ５０２１ ０．０１２３

９９／０２／１７－９９／０３／１７ １１４０２ ０．０１３２ ６４９６ ０．０１３９

９９／０３／１７－９９／０４／１６ ９８５５ ０．０１１２ ５６６２ ０．０１１８

９９／０４／１４－９９／０５／１３ １０８２９ ０．０１１６ ５２０６ ０．０１２２

９９／０５／１２－９９／０６／１１ １１２２２ ０．０１４４ ４６９９ ０．０１７２

９９／０６／１１－９９／０７／１０ １０９３６ ０．０１４６ ４１４７ ０．０１８２

９９／０７／０７－９９／０８／０５ １１２８０ ０．０１２３ ３９２９ ０．０１１５

９９／０８／０５－９９／０９／０４ ９７０９ ０．０１１５ ４４４５ ０．０１１２

９９／０９／０２－９９／１０／０１ １２１８８ ０．０１１５ ５７１８ ０．０１１１

９９／１０／０１－９９／１０／３０ １４８５１ ０．０１１９ ７３３４ ０．０１１８

９９／１０／２９－９９／１１／２８ １４１６６ ０．０１１５ ７００６ ０．０１１３

９９／１１／２３－９９／１２／２２ １４６４７ ０．０１２６ ７７０８ ０．０１２２

９９／１２／２１－００／０１／２０ ８８７３ ０．０１３１ ４３６５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１／１７－００／０２／１６ １３２３６ ０．０１２０ ６２２８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２／１５－００／０３／１６ １０３９２ ０．０１１２ ４３８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１４－００／０４／１３ ９８８８ ０．０１０８ ４９２１ ０．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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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用Ｌａｇｅｏｓ卫星激光测距资料联合解算的极移分量ＸＰ（ＳＨＡ）、ＸＰ（ＣＯＭＰＡＳＳ）

与ＥＯＰ（ＩＥＲＳ）ＸＰ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ｍｏｔｉｏｎＸＰ（ＳＨＡ）、ＸＰ（ＣＯＭＰＡＳＳ）ｓｅｒｉｅｓ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Ｌａｇｅｏｓｄａ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ＥＲＳ）ＥＯＰＣ０４ｓｅ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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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用Ｌａｇｅｏｓ卫星激光测距资料联合解算的极移分量ＹＰ（ＳＨＡ）、ＹＰ（ＣＯＭＰＡＳＳ）

与ＥＯＰ（ＩＥＲＳ）ＹＰ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ｍｏｔｉｏｎＹＰ（ＳＨＡ）、ＹＰ（ＣＯＭＰＡＳＳ）ｓｅｒｉｅｓ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Ｌａｇｅｏｓｄａ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ＥＲＳ）ＥＯＰＣ０４ｓｅ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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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用Ｌａｇｅｏｓ卫星激光测距资料联合解算的Ｄｒ（ＳＨＡ）、Ｄｒ（ＣＯＭＰＡＳＳ）日长变化

与Ｄｒ（ＩＥＲＳ）的日长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ａ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ｇｅｏｓｄａｔａｄｕｒｉｎｇ
Ｄｒ（ＳＨＡ）、Ｄｒ（ＣＯＭＰＡＳ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ｒ（ＩＥＲＳ）ｓｅｒｉｅｓ

为了进一步检验解算的地球定向参数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将它与同期的 ＥＯＰ（ＩＥＲＳ）Ｃ０４
序列相比较。ＥＯＰ（ＩＥＲＳ）Ｃ０４序列，是ＩＥＲＳ综合了多种近代空间大地测量结果而得到的，具
有较高的精度和系统稳定性。由于计算 ＥＯＰ的序列较长，只用图的形式表示，以及给出外符
的精度。图１和图２显示了极移（ＸＰ、ＹＰ）分量序列的比较，图３给出了日长变化序列的比
较，图１－３中实线“—”表示ＥＯＰ（ＩＥＲＳ）序列，星号“”表示单星用 ＳＨＯＲＤＥ软件解算的结
果ＥＯＰ（ＳＨＡ），圆点“”表示用多星定轨软件（ＣＯＭＰＡＳＳ）解算的结果 ＥＯＰ（ＣＯＭＰＡＳＳ），图
中的ｄｘ、ｄｙ、ｄｌ分别是用多星解算的 ＥＯＰ（ＣＯＭＰＡＳＳ）与 ＥＯＰ（ＩＥＲＳ）的差值，ｒｍｓ是均值，ｓｔｄ
是精度。从图可看出，三种极移序列非常吻合，日长变化的高频部分有差别，主要是由于 ＳＬＲ
观测资料少，对解算日长高频部分没有 ＶＬＢＩ、ＧＰＳ的好。以 ＥＯＰ（ＩＥＲＳ）Ｃ０４序列作为参照标
准，我们解算结果的外符精度为：日长变化Ｄｒ—０．０２５ｍｓ，极移ＸＰ—０．３２ｍａｓ，ＹＰ—０．３４ｍ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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