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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PSRTK技术在测量领域中已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作业方式普遍较为单一。本文主要探讨了RTK测量

所具有的多种作业方式,提出了应根据测区已有控制资料情况和测量成果需求的紧迫程度,灵活选用RTK测量的

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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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PSRTK系统的工作原理

RTK系统主要由一个参考站(即基准站)、若干

个流动站、数据通讯系统3大部分组成。RTK测量

时,基准站将接收到的所有卫星信息及其基准站信

息一起由通讯系统传送给各流动站。各流动站在

接收卫星数据的同时还接收基准站传送的信息,当
流动站完成初始化工作后,控制器即可根据接收到

的信息实时计算并显示出流动站的点位坐标。
RTK测量同样是基于 WGS-84地心坐标系

统,其全部观测值及解算结果均属于 WGS-84系

统。我国目前采用的是1980年国家大地坐标系,也
有仍采用以前的1954年北京坐标系或各种区域性

坐标系统,因此必须将RTK测量所得到的 WGS-
84坐标系成果转换为国家或地方坐标系成果,要实

现这种转换就必须准确知道地方坐标与 WGS-84
坐标间的转换参数(平移因子、尺度因子、旋转因

子),这是RTK测量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
它与RTK测量的作业方式有着直接关系。

2 GPSRTK测量的几种作业方式

RTK系统的作业方式非常灵活。基准站采用

静态作业模式,可以安置在已知点上,也可以安置

在待定点上。流动站采用动态作业模式,可以处于

静止状态,也可以处于运动状态;可在一固定点(不
一定为已知点)上先进行静态初始化再进行动态作

业,也可在动态条件下直接开机,并在动态环境下

完成整周模糊度的搜索求解。
2.1 不同起算条件下的RTK作业方式

在进行RTK测量时,起算点的已有坐标数据

情况往往 不 尽 相 同。有 的 已 知 点 可 能 同 时 具 有

WGS-84世界大地坐标系坐标(以下简称84坐标)

和1980年国家大地坐标系坐标(以下简称80坐标)
或1954年北京坐标系坐标(以下简称54坐标),可
以求解两系统坐标转换参数,而大多数的已知点可

能只具有80坐标或54坐标,还不能直接求解坐标

转换参数。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待定点只需要84坐

标即可。因此在具体作业方式上会有所不同。
对于已知点同时具有84坐标和80坐标或54

坐标的工程项目,可以在RTK系统中直接输入已

知点的两套坐标,选用合适的坐标转换模型,通过

公共点匹配求解坐标转换参数,检验合格后保存

采用。此时要求基准站必须安置在已知点上,而

且应输入已有的84坐标,以保证84坐标的一致

性;流动站比较灵活,可以直接到待定点上流动观

测,也可以先到个别已知点或已测点上进行检核

测量,以核对坐标转换参数的正确性。对于已经

布设GPS控制网的工程项目,一般都可以按此种

作业方式进行。
对于已知点仅具有80坐标或54坐标的工程项

目,必须先测定已知点的84坐标,为求解坐标转换

参数所用。此时要求基准站可以安置在已知点上,
也可以安置在待定点上,甚至可以安置在临时点

上,但都必须先进行单点定位,测定基准站的84坐

标,一般取10分钟的观测数据即可。而流动站必须

先到已知点进行流动观测,获取所有已知点的84坐

标,然后同样在RTK系统内通过公共点匹配求解

坐标转换参数。有了转换参数就可以到待定点上

依次观测了。对于没有布设GPS控制网的公路项

目,一般都需要按此种作业方式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基准站的安置都具有一定

的可选性,因此应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点位周围没有明显的障碍物和电磁信号干

扰物,以有利于卫星信号的接收。(2)点位所在地

地势较高,最好是制高点上,以有利于数据信号的

感谢测绘信息网http://www.othermap.com网友小小罗资料提供



传送。(3)点位附近充电较方便,以确保基准站连

续用电的特殊需要。(4)点位相对于待测区域位置

适中,有利于作业半径的覆盖。
2.2 不同坐标系统下的RTK作业方式

进行RTK测量主要是充分利用它具有的快速

定位和实时放样两大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

点位放样才真正需要实时测定,而快速定位并不都

是需要实时提供坐标,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后处理提

供点位坐标。因此在作业方式上我们完全可以根

据工程项目对测量成果需求的紧迫程度,优化设计

RTK测量的作业方式,以达到尽可能缩短外业观测

时间,真正提高作业效率。
2.2.1 在国家坐标系统下的RTK作业方式 这

种作业方式,也就是2.1中所介绍的前两种情形。
因为这种作业方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时提供国

家坐标系统下的点位坐标,主要工作也都是外业完

成。它要求测区具有坐标转换参数或者能够实时

求定转换参数。该作业方式主要用于真正需要实

时提供点位坐标的工程项目如施工放样等。
2.2.2 在WGS84坐标系统下的RTK作业方式 
是指RTK外业测量中无需考虑坐标转换参数而直

接实时提供84坐标,通过内业后处理提供国家坐标

系成果。这种作业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不必为求定

坐标转换参数而提前进行已知点联测,只需在测定

待定点过程中顺便联测已知点。尤其是对于线路

较长的公路RTK测量,在无需实时提供国家坐标

成果时,按此作业方式可以大大减少外业工作量。
以某公路改造时RTK测量工程实例说明。路

线全长约70km,为了测绘1:2000带状地形图,决
定采用GPSRTK技术测定180个二级控制点。

全线已有7个四等GPS控制点,平均点距约10
km,坐标成果属于1954年北京坐标系,经检核后可

作为RTK测量的坐标转换起算点。由于已知点相

距较远,如果采用在国家坐标系统下的RTK作业

方式,为了求定坐标转换参数,一方面流动站要首

先跑遍所有已知点,另一方面基准站要顾及作业半

径,需要迁站2～3次,将会严重影响外业工作效率。
考虑到任务虽急,但并没有实时提供成果的必

要,于是采取了在WGS84坐标系统下的RTK作业

方式,54坐标成果由内业后处理提供。采用Leica
GPS530系统进行RTK观测,选择102、104、106为

基准站,作业半径可达10km,其它已知点纳入到星

状网联测中。

图1 公路RTK测量星状网图

3 GPSRTK测量作业方式的选择

GPSRTK测量作业方式应该根据工程项目的

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3.1 如果测区已有GPS静态控制网资料,可选择

条件好的已知GPS点作为基准站,在流动站中直接

输入转换参数,即可开始RTK作业,实时提供国家

坐标系下坐标成果。
3.2 如果测区没有GPS静态控制网资料需要实时

提交成果的,必须现场测定所有已知点的WGS84坐

标,求得转换参数后方可进行作业;无需实时提交成

果的,可直接在WGS84坐标系下进行RTK测量,顺
便联测已知点,经后处理后提交国家坐标系下成果。

参考文献

1 胡伍生,高成发.GPS卫星测量原理与应用[M].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10.

2 马真安,高小六.GPSRTK技术在公路勘测中的应用

[J].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
3 徐绍铨.GPS原理及应用[M].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出版社.2000,1.
4 周兴顺,赵卫.GPSRTK技术应用于高速公路中桩放样

[J].华东公路.2002,8.

TheDiscussontheGPSRTKSurveyingMode

LimingGeng1,WuXiangyang2(1VocationalEducationCenterofNanjing,2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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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echniqueofGPSRTKwaswidelyappliedinthesurveyingfields.Buttheworkmodeissingle.Inthispaper,

multi-modesinGPSRTKsurveyingarestudied,atsametime,webringforwardthemodeofRTKsurveyingshouldbeagility
basedonthecontroldataandthedegreeofpressureinproduction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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