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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误差椭圆约束下的地磁匹配/PDR 组合定位方法 

 

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目前，室内定位基于加权 K-最近邻（WKNN）的地磁单点匹配和 PDR 的融合定位方法，

大多采用 PDR 结果约束地磁指纹库范围，WKNN 候选点位置信息利用不充分，从而导致地

磁定位误匹配现象的发生。本文利用 WKNN 侯选位置建立误差椭圆，通过误差椭圆进行候

选指纹筛选，降低误匹配概率，提升定位精度。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论文提出了误差椭圆约束下的地磁匹配/PDR 组合定位方法，采用红米、华为以及小米

三种手机各采集了 10 组数据进行测试，并与传统圆域约束和误差椭圆约束的地磁匹配/PDR

融合定位方法进行精度对比。针对三类测试数据集，定位精度均得到明显提升，并且该方法

针对不同的手机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进行了二次筛选指纹库，运算

效率比传统圆域约束要低，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室内大范围空间环境内的误差椭圆约束算法

的精度与运算效率提升能够更好提高算法的通用性。 

三、 主要创新点 

论文改进了 WKNN 方法融合地磁匹配/PDR 定位流程，以 PDR 估计位置为中心，一倍

步长为半径产生子指纹库，在子指纹库内以多维度地磁向量特征求欧氏距离计算候选位置，

构建误差椭圆，二次约束子指纹库产生候选点，将最终估计的候选点进行加权估计用户位置。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室内等 GNSS 拒止环境的导航定位是目前大众服务的重要场景，也是我国目前 PNT 建

设的必需环节。本论文提出通过地磁匹配和行人航迹推算 PDR 组合的模式完成室内导航定

位工作，仅通过智能手机完成信息采集工作，不需额外布设传感器，实验验证严密合理，论

文内容饱满，有很好的理论意义和创新性，在室内行人导航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采用智能手机 MEMS 传感器采集数据，改进了 PDR/地磁匹配组合定位方法，为手机端

用户提供了一种无源组合室内定位方法。建立误差椭圆二次约束产生地磁候选指纹库，降低

了地磁误匹配发生的概率，提高了融合方法的定位精度，并扩展到不同手机采集的传感器数

据，对于不同智能手机均提高了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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