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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与美国广域增强系统相比，北斗星基增强系统监测站空间跨度小，监测网边缘区域卫星

完好性难以保障。本文致力于星基增强系统综合性能提升，设计卫星完好性监测算法及星基

增强系统系统段处理架构。为了分析其性能，采用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观测数据进行分

析。对于伪距域性能，从用户测距改正精度和伪距域包络率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服务域性能，

从精度、完好性、连续性、可用性方面进行分析。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通过验证分析所提算法中国区多项性能指标，结果表明：伪距域性能指标和定位精度明

显提升，完好性、连续性和可用性等性能指标有一定提升。所提算法性能优于直接统计法，

可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提供 APV-I等级服务甚至部分地区提供 LPV200等级服务。 

 

三、 主要创新点 

针对监测网边缘区域卫星完好性难以保障的问题，有别于美国广域增强系统海外扩展建

站的思路，提出了一种基于伪距残差和星站几何的卫星完好性监测算法。为了提高星基增强

系统系统段处理效率，构造了一种星基增强系统系统段星历星钟增强一体化处理架构。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所提算法可以提升完好性监测性能,对于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完好性提升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所提架构可以提升星基增强系统系统段处理效率，为北斗星基增强系统系统段优化设计

提供技术支撑。所提算法与架构可用于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后续性能提升，为其测试认证提供

技术支撑。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针对星基增强系统监测网边缘区域完好性监测困难，提供了一种星基增强系统完好性监

测方案。为了提升星基增强系统系统段处理效率，构建了一种星基增强系统系统段星历星钟

处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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