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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测量概述 
 

 电磁波传播 
 

 对电磁波有影响的空间环境 
 

 信号传播介质改正 
 

 台站坐标潮汐改正 
 

 相对论改正等其他误差 
 

 偏导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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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的偏移和变化 

•接收机钟差 

•接收机内部噪声 

与卫星有关的误差源 

与信号传播有关的误差源 

电离层 

对流层 

与接收机有关的误差源 多路径 

接收机 

•卫星轨道误差 

•卫星钟差 

•相对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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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y component,or 
hydrostatic component, 
accounts for about 90% of 
the total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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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模型 湿模型 



测站（STA）

卫星（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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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STA）

卫星（SAT）

1st 3st

2st

1et 3et

2et



IERS2010规范中，推荐的固体潮方法是IERS 两步法，
即Mathews1996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之所以称为两

步法。是因为计算固体地球潮汐需要进行两步改正，
第一步是时域改正，第二步是频域改正。这是目前国
际通用的固体潮汐位移的计算方法，主要原因是时域
计算是根据日月坐标进行计算，频域计算只需要考虑
比较重要的潮波改正，计算效率明显提升，计算量也
比较低。 







历元：  2014年3月15 日4点10
分57.00秒。 



海潮模型由多项潮波叠加，时
间项（第二项）与日月位置有
关。振幅项和相位项合称OLC
（OCEAN LOADING 
COEFFCIENT），共6×11项，
以IERS2010推荐的BLQ格式
存储。 

在IERS2010中，推荐的海潮模型
是TPXO7.2模型，和FES2004模
型。但是在IERS2010中指出，虽

然这两个模型是最新的，但是老
的模型在某些时候精度比推荐的
模型更高。 

目前常用的海潮模型 





由地球自转产生地球离心力可使地球发生形变，称为极潮，
极潮与固体潮一样也可导致地球测站位移（取h2=0.6090，
l2=0.0852） 

其中xP、yP为极移，、 为测站余纬和经度。 



1 2

( )

sta sta

P OT sta
sta T sta sta sta

TD P OT sta

sta sta sta sta

P OT

E E
r r

r MLT N N N
r r

h h h h

 

   

   

  
   

               





























cossinsincossin

sinsincoscoscos

0cossin

)(MLT

(MLT)T是站心坐标转换到地固坐标的旋转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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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直空间中光的传播速度是不变的数值C。当存在引力场时，光的坐
标速度不再是常数，而是恒小于C的变量，这使光在引力场中传播的时

间比在平直空间中传播的时间要长，其差额就是引力场造成的，称为引
力时延，它不是爱因斯坦揭示的相对论效应，是由夏皮罗（I.I.Shapiro）
于1964年提出的，因而又称为夏皮罗时延，记为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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