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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精密可靠的远程时间传递需求,提出一种基于北斗三号PPP-B2b轨道的实时精密共

视时间传递方法。该方法利用北斗三号精密单点定位(precisepointpositioning,PPP)服务提供

的精密轨道改正数,根据实时载波相位单差技术估算异地接收机的相对钟差,实现高精度时间传

递。基于中国及周边地区6个跟踪站连续多天的北斗三号系统观测数据开展试验,验证了该时间

传递方法的性能。试验结果表明:零基线时间传递结果的标准差优于0.03ns。与事后PPP时间

传递相比,长基线时间传递结果差值的标准差优于0.3ns,时间传递天边界连续性更好。基于北斗

三号PPP-B2b轨道的实时精密共视时间传递方法,不依赖精密卫星钟差,能实现亚纳秒量级的时

间传递精度,具有易于实现、连续性好的优势。试验结果可为北斗精密时间服务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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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meettheneedsofpreciseandreliableremotetimetransfer,areal-timepre-
cisecommon-viewtimetransfermethodbasedonBDS-3(BeiDou-3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

PPP-B2borbitisproposed.ThemethodutilizesthepreciseorbitcorrectionsprovidedbyBDS-3
precisepointpositioning(PPP)servicetoestimatetherelativeclockdifferenceoftheremotere-
ceiveraccordingtothereal-timecarrierphasesingledifferencetechnology,andachievethehigh-
precisiontimetransfer.Basedonthemulti-dayBDS-3observationdataofsixtrackingstationsin
Chinaandsurroundingareas,theperformanceofthetimetransfermethodisverified.Thetestre-
sultsshowthatthestandarddeviationofthezero-baselinetimetransferresultisbetterthan0.03
ns.ComparedwiththePPPtimetransfer,thestandarddeviationofdifferencebetweenthelong
baselinetimetransferresultsisbetterthan0.3ns,andtheday-boundarycontinuityofth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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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isbetter.Thereal-timeprecisecommon-viewtimetransfermethodbasedonBDS-3PPP-
B2borbitdoesnotrelyonprecisesatelliteclock,andcanreachsub-nanosecondaccuracy.Ithas
theadvantagesofeasyimplementationandwellcontinuity.Thetestresultscanprovidesomeref-
erenceforBDSprecisetimeservice.
Keywords:Precisecommon-view;BDS-3;PPP-B2b;Satelliteorbit;Carrierphase

0 引言

精密单点定位(precisepointpositioning,PPP)服
务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BeiDou-3naviga-
tionsatellitesystem,BDS-3)的特色服务之一,以PPP-
B2b信号为通道,通过3颗地球静止轨道(geosta-
tionaryEarthorbit,GEO)卫星向我国及周边地区

播发BDS-3和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只有

GPS)的精密轨道和卫星钟差等改正参数,可满足用

户分米到厘米级的高精度实时定位需求[1-2]。不同于

国际GNSS服务(internationalGNSSservice,IGS)组
织提供的实时服务,在没有互联网覆盖的区域,用户

仍可以获取BDS-3实时PPP服务[3]。

BDS-3正式提供服务后,多位学者对BDS-3PPP
服务进行了相关研究。LUXiangchen等[4]使用软件

定义接收机对PPP-B2b信号进行采集和信息提取,
分析了PPP服务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结果表明北斗

PPP-B2b信号可以稳定为中国区域提供PPP服务。
宋伟伟等[5]基于国际 GNSS监测评估系统(interna-
tionalGNSSmonitoringandassessmentsystem,iG-
MAS)在中国的跟踪站,评估了PPP-B2b实时产品的

精度及用于PPP的性能,结果表明BDS-3的PPP-
B2b产品可满足中国区域对实时PPP的需求。TAO
Jun等[6]比较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entreNational
D'EtudesSpatiales/NationalCentreforSpaceStudies,

CNES)实时PPP服务和BDS-3PPP服务的性能,结
果表明,在中国及周边地区,BDS-3PPP服务的可用

性和完整性均优于CNES。文献[7-9]对PPP-B2b改

正数信息的准确性、可用性和实时PPP性能进行了

综合评估。文献[10-11]以IGS不同分析中心提供的

精密产品为参考,评估了PPP-B2b精密产品的精度,
结果表明PPP-B2b实时轨道径向误差和卫星钟误差

均在厘米级。综上发现,目前对BDS-3PPP服务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密改正数自身的精度和用于PPP
定位的性能,在时间传递方面的应用研究鲜有报道。

时间传递对于标准时间的保持、播发以及分布

式系统的协同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时间传递方法

中,共视法(commonview,CV)是最简单直接的一

种方法,具有连续性好和易于实现等优点,是国际

时间比对的重要时间传递手段[12]。传统的CV法

使用码伪距观测量,时间传递精度较低。为提高时

间传递精度,比码伪距观测量精度高两个量级的载

波相位观测量逐步被应用于共视时间传递。基于

IGS最终轨道产品的GPS载波相位共视时间传递,

5000km 的基线长度内,时间传递精度与卫星双向

时间传递结果相当[13-14]。杨旭海[15]提出基于北斗

GEO导航卫星的精密共视(precisecommonview,

PCV)时间传递方法,在坐标精确已知的前提下,待
测两站同时观测同一颗 GEO卫星,联合码伪距和

载波相位观测值,使用精密卫星轨道开展时间频率

传递。基于iGMAS数据平台,丁硕[16]开展了基于

北斗GEO卫星的PCV时间传递试验,结果表明,

2000~3000km的长基线,PCV时间传递精度与

卫星双向时间传递基本相当。2021年全国时频学

术会议上,孙保琪将PCV时间传递方法从GEO卫

星扩展到BDS全星座卫星,基于BDS卫星的PCV
时间传递精度可达亚纳秒量级[17]。PCV方法较传

统CV法,使用了高精度载波相位观测值和精密卫

星轨道;较PPP技术减少了对精密卫星钟差产品的

依赖[18],可更简单直接地实现同样精度量级的时间

传递。

BDS-3PPP-B2b信号服务有保障,而且不依赖

互联网传输,可为实时PCV时间传递提供新的更加

可靠的精密轨道产品。本文首先介绍了基于BDS-3
PPP-B2b轨道的实时精密共视时间传递原理;然后

基于中国及周边地区6个iGMAS/IGS跟踪站的多

天实测数据开展试验,验证该方法的时间传递效果。

1 基于PPP-B2b的实时PCV时间传递原理

1.1 基本思想

基于北斗三号PPP-B2b轨道的实时PCV时间

传递原理如图1所示。时间基准站和用户站分别外

接本地时钟,两站同时观测一颗或多颗北斗三号卫

星,用户站同时接收PPP-B2b信号,解析获取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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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卫星的精密轨道改正数。两站观测值作站间

一次差分,利用站间单差观测值和PPP-B2b实时精

密卫星位置,求解得到时间基准站和用户站之间的

相对钟差。结合校准数据,在解算得到的相对钟差

中扣除接收机、天线、电缆等设备时延,即可实现时

间基准站和用户站本地时钟之间的时间传递。

图1 基于PPP-B2b轨道的PCV时间传递原理

Fig.1 PrincipleofPCVtimetransferbasedonPPP-B2b

1.2 观测方程

采用无电离层组合消除电离层延迟,建立码伪

距和载波相位观测方程如下

Ps
r=ρsr+c(dtr-dts)+Ts

r+esr (1)

Ls
r=ρsr+c(dtr-dts)+Ts

r+λNs
r+εsr (2)

其中,Ps
r 和Ls

r 分别表示无电离层组合码伪距观测

值和载波相位观测值,r和s分别表示接收机和卫

星;ρsr 表示卫星到接收机的几何距离;dtr 表示接收

机钟差;dts表示卫星钟差;Ts
r表示对流层延迟;c为

光速;λ表示无电离层组合波长;Ns
r表示载波相位模

糊度(含部分设备时延);esr,εsr 分别表示无电离层组

合码伪距和载波相位的观测噪声。
当基准站a和用户站b同时观测同一颗北斗卫

星s,两站观测值作差得到的单差码伪距和载波相

位观测方程表示如下

ΔPs
a,b=Δρsa,b+cΔdta,b+ΔTs

a,b+Δesa,b (3)

ΔLs
a,b=Δρsa,b+cΔdta,b+ΔTs

a,b+λΔNs
a,b+Δεsa,b

(4)
由式(3)、式(4)知,a,b站间单差消除了卫星钟差,
同时削弱了轨道误差。几何距离项通过精密卫星

轨道和接收机位置进行计算修正,同时考虑接收机

及卫星天线相位中心改正,固体潮及海潮引起的测

站位移改正等。接收机相对钟差、对流层延迟和载

波相位模糊度作为未知参数进行解算。

1.3 参数估计

将式(3)、(4)进一步线性化,其误差方程和待

估参数表示如下

V=HX-L (5)

X=[Δx,Δy,Δz,Δdtr,ΔTs,ΔNs
r] (6)

式中,V 表示观测残差矢量;H 表示系数矩阵;L 表

示观测量减去计算值得到的常数项;X 表示待估参

数矢量;(Δx,Δy,Δz)表示用户站相对基准站的坐

标增量;ΔTs 表示对流层天顶延迟;Δdtr 表示所求

用户站与基准站间的接收机相对钟差;ΔNs
r 表示载

波相位整周模糊度。
考虑到实时性,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

参数估计,状态方程及观测方程表示为

Xk =Ak,k-1Xk-1+wk-1

Yk =HkXk +vk
{ (7)

式中,Xk 表示k时刻的状态矢量;Ak,k-1表示状态转

移矩阵;wk-1 表示过程噪声矢量,其方差表示为Qk;

Yk 表示k时刻的观测矢量;Hk 表示观测矢量的系数

矩阵;vk 表示观测噪声矢量,其方差表示为Rk。

状态矢量的最优估值 X̂k 及其方差-协方差Pk

表示为

X̂k =̂Xk,k-1+Kk(Yk -Hk̂Xk,k-1) (8)

Pk =(I-KkHk)Pk,k-1 (9)

式(8)、(9)中,Kk 表示增益矩阵;̂Xk,k-1 表示预测

值;Pk,k-1 表示预测值的方差-协方差。表示如下

Kk =Pk,k-1HT
k (HkPk,k-1HT

k +Rk)-1 (10)

X̂k,k-1=Ak,k-1̂Xk-1 (11)

Pk,k-1=Ak,k-1Pk-1AT
k,k-1+Qk (12)

高精度时间传递一般为静态用户,用户站在进

行PCV时间传递中,接收机的坐标位置可提前精确

测定。此时,状态矢量Xk 中的未知参数只包含接

收机相对钟差、对流层天顶延迟和载波相位模糊度。

1.4 PPP-B2b精密轨道恢复

将PPP-B2b改正数结合广播星历,可恢复出

PCV时间传递所需的精密卫星轨道。对于BDS-3,

PPP-B2b改正数用于改正CNAV1电文。PPP-B2b
改正数中主要包含轨道改正数、钟差改正数以及码

间偏差改正数等,其中轨道改正数更新间隔为48s,
钟差改正数更新间隔为6s。用户可以通过以下算

法[19]得到精密的卫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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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改正数包括轨道改正矢量δO 在径向、切
向和法向的分量,用于计算卫星位置改正矢量δX,
结合由广播星历计算出来的卫星矢量Xbroadcast 即可

算出改正后的卫星位置矢量Xorbit。 计算公式如下

Xorbit=Xbroadcast-δX (13)
式(5)中,卫星位置改正矢量δX 的计算方法如下

eradial=
r
r

ecross=
r×̇r
r×̇r

ealong=eradial×ecross
δX=[eradial ealong ecross]·δO (14)

其中:r=Xbroadcast 表示广播星历卫星位置矢量,̇r=

Ẋbroadcast表示广播星 历 卫 星 速 度 矢 量,eradial、ealong、

ecross 分别表示径向、切向、法向单位矢量。

2 试验数据与策略

2.1 试验设计

为了验证基于北斗三号PPP-B2b精密轨道的

PCV实时时间传递方法的效果,选取中国及周边地

区的6个iGMAS/IGS跟踪站开展试验。以位于中国

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NationalTimeServiceCenter,

NTSC)临潼本部的XIA6站为基准站,其他站作为用

户站,设计了零基线和长基线两种时间传递链路。跟

踪站位置分布如图2所示。XIA6外接UTC(NTSC)

10MHz频率和1PPS信号,与XIA6站进行时间传

递,用户可以获取本地时间与UTC(NTSC)的偏差。
各跟踪站的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图2 试验跟踪站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mapoftrackingstations

表1 跟踪站信息

Tab.1 Informationoftrackingstations

跟踪站名 跟踪站类别 接收机型号 天线类型 与XIA6距离/km 外接时钟

XIA6 基准站 SeptPolarx5TR SEPCHOKE_B3E6 / 外接UTC(NTSC)

SE22 用户站 SeptPolarx5TR SEPCHOKE_B3E6 0 外接UTC(NTSC)

SHA1 用户站 UnicoreUB4B0 NOV750.R4NOVS 1178 铷钟

GAMG 用户站 SeptPolarx5TR LEIAR25.R4LEIT 1708 晶振

GUA1 用户站 MGR_iGMAS Geodetic-GNSS 2152 铷钟

USUD 用户站 SeptPolarx5 AOAD/M_TJPLA 2646 氢钟

2.2 试验策略

基于改编的 RTKLIB软件[20],以实时模式开

展PCV时间传递试验。PPP技术是目前GNSS时

间传递中精度较高且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为了

分析PCV实时时间传递精度,基于事后精密产品以

PPP模式解算上述6个跟踪站的钟差,形成对应基

线的 PPP时间传递结果。具体解算策略如表2
所示。

两种方法均利用BDS-3MEO和IGSO卫星的

B1I/B3I双频观测值。PCV方法只用PPP-B2b实

时精密卫星轨道产品,不需要实时精密卫星钟差产

品;PPP方法使用德国地学中心(DeutschesGeoFor-

表2 PCV/PPP时间传递解算策略

Tab.2 StrategiesforPCV/PPPtimetransfer

选项 设置

跟踪站坐标 静态解算

观测值 B1I/B3I码伪距和载波相位

卫星轨道和钟差
PCV:PPP-B2b实时精密轨道

PPP:GFZ事后精密轨道和卫星钟差

电离层延迟改正 双频消电离层组合

对流层延迟改正 ZTD+梯度估计

固体潮改正 IERS2010
海潮改正 FES2004

天线相位中心 CSNO/TARC(2019)

参数估计 扩展卡尔曼滤波

截止高度角 10°
观测值采样间隔时间 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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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ngsZentrum,GFZ)提供的多系统精密轨道和

卫星钟差产品,其余各项误差改正和参数估计方法

均相同。

3 结果与分析

3.1 精度评估方法

基于共钟零基线方式分析PCV方法可能达到

的理想精度,利用PPP时间传递结果分析长基线

PCV时间传递性能。目前,国际计量局已采用GPS
PPP时间传递技术进行UTC国际时间比对,事后

PPP时间传递精度优于0.3ns[21-22]。研究表明,基
于GFZ多系统精密产品的BDSPPP时间传递精度

与GPSPPP相当[23-24]。故在长基线结果分析中,
将BDSPPP结果和PCV结果进行对比作差,统计

该差值的标准差(STD)作为评估PCV时间传递精

度的依据,同时统计该差值的平均值(MEAN),用
来反映两种解算方法之间的系统偏差。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开展精密时间传递时需要

对接收机、天线、电缆等设备时延进行校准。本文

聚焦时钟之间相对钟差的解算方法研究,且同一条

长基线PCV和PPP两种技术的设备时延一致,不
影响精度评估,所以时间传递试验结果中没有扣除

设备时延校准值。同时,本次试验中PPP时间传递

链路未进行校准,所以只对时间传递的稳定性进行

评估,不涉及时间传递的准确性。

3.2 零基线时间传递

选取NTSC临潼本部XIA6与SE22跟踪站构

成零基线,两跟踪站使用同一型号接收机且共钟共

天线,均外接 UTC(NTSC)10MHz频率和1PPS
信号。理论上,共钟零基线时间传递结果为白噪

声,数学期望为0。实际中,由于接收机硬件延迟不

完全一致,共钟零基线时间传递结果中还包含两台

接收机之间的硬件延迟差异。一般情况下,同一型

号接收机硬件延迟一致性比较好,因此可以基于共

钟零基线方法评价PCV时间传递的理想精度。基

于2021年第343~349天共7天的数据开展零基线

PCV时间传递试验。
图3给出了零基线PCV时间传递结果。由于

XIA6设置了接收机内部延迟自动校准,而SE22未

设置,导致两接收机间B1I/B3I双频无电离层组合

零基线PCV时间传递结果,存在约23ns的常数偏

差。零基线PCV时间传递结果峰峰值在0.15ns
以内,STD为0.021ns。

图3 零基线时间传递结果

Fig.3 Resultsofthezero-baselinetimetransfer

3.3 长基线时间传递

选取与时间基准站XIA6相距1000km以上的4
个跟踪站形成4条长基线,分别为XIA6-USUD、XIA6-
GUA1、XIA6-SHA1、XIA6-GAMG。基于2022年

第18~47天共30天的数据开展长基线PCV实时

时间传递试验。
图4分别给出了4条长基线PCV时间传递与

PPP时间传递结果。XIA6-SHA1基线两种时间传

递结果在年积日第25天存在连续的3次较大跳变。
进一步分析发现,SHA1单站PPP钟差结果(图5)
中的相同时刻存在同样大小的跳变,跳变时刻钟差

量级为-0.5ms或+0.5ms,跳变的数值约为

1ms。考虑到GNSS接收机通常会以实施毫秒跳

的方式将钟差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因此推断图4
中 XIA6-SHA1基 线 时 间 传 递 结 果 中 的 跳 变 是

SHA1接收机钟跳造成的。此外,图5中存在振幅

为0.1ms左右的天周期性起伏,可能与SHA1站

时钟特性及其控制策略有关。XIA6-GAMG基线

时间传递结果存在振幅为20ns左右的以天为周期

的起伏。考虑到 GAMG接收机的时钟为内部晶

振,结合该站PPP钟差时间序列(图6),推断是因为

GAMG接收机时钟驾驭到GPS时造成了时间传递

结果中的周期性起伏。
图7分别给出了4条长基线PCV时间传递与

PPP时间传递结果的差值时间序列。4条基线均存

在差值时间序列重收敛或部分时段跳变的现象。
以XIA6-USUD基线为例,对比两种时间传递结果

发现,重收敛现象主要由观测数据缺失导致的。跳

变现象多数存在于天边界,如图中的第22、24、28、

37天等。对第22、24天边界时段时间传递结果进

行比较(图8)发现,PCV时间传递结果连续,不存

在跳变,跳变现象出现于PPP时间传递结果中。目

前,关于PPP方法天边界不连续问题的产生原因及

改 进 方 法 已 有 不 少 研 究[25-28]。初 步 推 断 图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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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长基线时间传递结果

Fig.4 Resultsofthelong-baselinetimetransfer

图5 基于PPP解算的SHA1接收机钟差

Fig.5 ClockofreceiverSHA1

basedonPPPestimation

 
图6 基于PPP解算的GAMG接收机钟差

Fig.6 ClockofreceiverGAMG

basedonPPPestimation

图7 长基线PCV时间传递与PPP时间差值结果

Fig.7 DifferencesbetweenPCVtimetransferandPPPtimetransferforlong-baseline

PPP结果天边界不连续主要是由使用的GFZ精密

卫星钟差产品相邻天之间时间基准不连续导致的。
整体来看,4条长基线PCV时间传递与PPP

时间传递结果较为符合。不考虑收敛过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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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XIA6-USUD、XIA6-GAMG2条基线的时间传

递结果 差 值 整 体 保 持 在 ±0.5ns以 内,XIA6-
GUA1、XIA6-SHA12条基线大部分保持在±1ns
以内。

图8 XIA6-USUD时间传递结果(部分时段)

Fig.8 Resultsoftimetransferforbaseline

XIA6-USUD(Partialperiod)

为分析长基线PCV时间传递精度,将收敛时段

中较大的数值作为异常值剔除,对图7中时间传递

结果差值的STD和MEAN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4条长基线时间传递结果差值的

MEAN值均低于0.13ns,STD均优于0.3ns。

表3 PCV与PPP时间传递结果差值统计

Tab.3 Statisticsofthedifference

betweenPCVandPPP ns

PPP(GBM)-
PCV(B2b)比对

STD MEAN

XIA6-SHA1 0.284 0.103

XIA6-GAMG 0.121 0.127

XIA6-GUA1 0.297 -0.092

XIA6-USUD 0.167 0.091

4 结论

基于 北 斗 三 号 PPP服 务,提 出 了 一 种 基 于

PPP-B2b轨道的实时精密共视时间传递方法。利

用中国及周边地区6个iGMAS/IGS跟踪站的实测

数据,以事后PPP时间传递结果为参考,分析了该

方法的时间传递精度。试验结果表明:

1)零基线PCV时间传递结果的STD(包含硬

件延迟变化)优于0.03ns。长基线PCV时间传递

与PPP时间传递结果较为符合,差值时间序列的

STD优于0.3ns。目前,国际计量局PPP时间传递

(事后模式)的稳定度优于0.3ns,因此,在亚纳秒量

级上可以认为PCV方法与PPP方法时间传递能力

相当。

2)相比PPP方法,PCV方法不依赖精密卫星

钟差,实现过程简单直接,且PCV时间传递天边界

连续性更好。PPP时间传递方法,先基于载波相位

观测量和精密产品求解单站钟差结果,再两站钟差

作差得到时间传递结果。而PCV方法,属于载波相

位单差时间传递技术,站间单差消除了卫星钟差引

起的误差,不需要引入卫星钟差产品,解算结果即

为时间传递结果,避免了类似PPP方法中的天边界

不连续问题。
基于BDS-3PPP-B2b轨道的实时精密共视时

间传递方法,可实现亚纳秒量级的时间传递精度。
论文结果可为进一步开展基于北斗PPP-B2b信号

的实时时间传递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黄伦文,孟宪伟. 基于北斗3号PPP-B2b信号的精

密单点定位精度分析[J].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2021,41(5):516-519.

HUANGLunwen,MENGXianwei. Accuracyanalysis

ofprecisepointpositioningusingBDS-3PPP-B2bsignals
[J].JournalofGeodesyandGeodynamics,2021,41
(5):516-519(inChinese).

[2] 肖浩威,王江林,郭海荣,等.PPP-B2b服务的实时

精密单点定位精度分析[J]. 测绘通报,2022(4):

117-121.

XIAOHaowei,WANGJianglin,GUO Hairong,et

al.Real-timeprecisepointpositioningprecisionanal-

ysisbasedonPPP-B2bservice[J].BulletinofSurvey-

ingandMapping,2022(4):117-121(inChinese).
[3] YANGYX,LIUL,LIJL,etal.Featuredservicesand

performanceofBDS-3[J].ScienceBulletin,2021,66(20):

2135-2143.
[4] LUXC,CHENL,SHENN,etal.DecodingPPPcor-

rectionsfromBDSB2bsignalsusingasoftware-defined

receiver:aninitialperformanceevaluation[J].IEEESen-

sorsJournal.2020,21,(6):7871-7883.
[5] 宋伟伟,赵新科,楼益栋,等.北斗三号PPP-B2b服务

性能评估[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23,48
(3):408-415.

SONGWeiwei,ZHAOXinke,LOUYidong,etal.Per-

formanceevaluationofBDS-3PPP-B2bservice[J].Geo-

maticsandInformationScienceofWuhanUniversity,

2023,48(3):408-415(inChinese).
[6] TAOJ,LIUJN,HUZG,etal.Initialassessment

oftheBDS-3PPP-B2bRTScomparedwiththeCNES

RTS[J].GPSSolutions,2021,25(4).

901




导航定位与授时 2023年7月

[7] XUYY,YangYX,LIJL.Performanceevaluation

ofBDS-3PPP-B2bprecisepointpositioningservice
[J].GPSSolutions,2021,25(4).

[8] RENZL,GONG H,PENGJ,etal.Performance

assessmentofreal-timeprecisepointpositioningusing
BDSPPP-B2bservicesignal[J]. AdvancesinSpace

Research,2021,68(8).
[9] NIEZX,XUXF,WANGZJ,etal.Initialassess-

mentofBDSPPP-B2bservice:precisionoforbitand

clockcorrections,andPPPperformance[J].Remote

Sensing,2021,13(11).
[10] LIUY,YANGC,ZHANGMN.Comprehensiveana-

lysesofPPP-B2bperformanceinChinaandsurrounding
areas[J].RemoteSensing,2022,14(3).

[11] ZHANGWX,LOUYD,SONGW W,etal.Initial

assessmentofBDS-3precisepointpositioningservice

onGEOB2bsignal[J].AdvancesinSpaceResearch,

2022,69(1):69-700.
[12] 李国俊,王存军,叶虎春.北斗三号共视时间传递性能

分析[J].天文学报,2022,63(3):76-86.

LIGuojun,WANG Cunjun,YEHuchun.Performance

analysisofBeiDou-3common-viewtimetransferring[J].

Acta Astronomica Sinica,2022,63(3):76-86(in

Chinese).
[13] LEESW,SCHUTZBE,LEECB,etal.Astudyon

thecommon-viewandall-in-viewGPStimetransferusing
carrier-phasemeasurements[J]. Metrologia,2008,45
(2):156-167.

[14] LEESW,KIMJ.Performanceevaluationofreal-time

carrier-phaseGPStimetransfer[J].MeasurementScience

andTechnology,2009,20(6).
[15] 杨旭海.一种基于北斗GEO导航卫星的精密共视时

间频率传递方法[C]//中国天文学会2018年学术年

会摘要集.2018:77-78.

YANGXuhai,WEIPei,etal. Precisecommon-view

timeandfrequencytransferbasedonBDSGEOsatellite
[C]//Abstractsofthe2018 Academic AnnualCon-

ferenceoftheChineseAstronomicalSociety,2018:77-78
(inChinese).

[16] 丁硕.基于北斗GEO卫星的精密共视时间频率传递

方法研究[D].西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国

家授时中心),2020.

DINGShuo.Studyofthemethodofprecisecommon-

viewtimeandfrequencytransferviaBDSGEOsatel-

lites[D].Xian:NationalTimeServiceCenter,Chi-

neseAcademyofSciences,2020(inChinese).
[17] 孙保琪,周红源,刘嘉伟,等. 基于iGMAS的多模

式国家标准时间精密服务[C]//全国时间频率学术会

议.敦煌,2021.

SUNBaoqi,ZHOU Hongyuan,LIUJiawei,etal. A

multi-modalnationalstandardtimepreciseservicebased

oniGMAS[C]//NationalAcademicConferenceofTime

andFrequency.Dunhuang,2021(inChinese).
[18] 孙保琪,韩蕊,刘嘉伟,等. 基于北斗三号的多区域实

时动态授时服务系统[J].导航定位与授时,2021,8
(4):45-52.

SUNBaoqi,HAN Rui,LIUJiawei,etal. A multi-

regionreal-timekinematictimingservicesystembasedon

BeiDou-3[J].NavigationPositioningandTiming,2021,

8(4):45-52(inChinese).
[19]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PPP-

B2b(1.0版)[DB/OL].[2022-5-26].http://www.

beidou.gov.cn/xt/gfxz/202008/P020200803362060-

731204.pdf.

BeiDou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signalinspaceinte-

rfacecontroldocumentprecisepointpositioningservice

signalPPP-B2b(Version1.0)[DB/OL].[2022-5-26].

http://www.beidou.gov.cn/xt/gfxz/202008/P0202-

00803362060731204.pdf(inChinese).
[20] TAKASUT.RTKLIBver.2.4.2Manua[OL].2013,4.

https://www.rtklib.com/prog/manual/2.4.2pdf.
[21] 杨旭海,李孝辉,华宇,等.卫星授时与时间传递技术

进展[J].导航定位与授时,2021,8(4):1-10.

YANGXuhai,LIXiaohui,HUAYu,etal.Techni-

calprogressofsatellitetimeserviceandtimetransfer
[J].NavigationPositioningandTiming,2021,8(4):

1-10(inChinese).
[22] 翟宏亮,王胜利.BDS-3精密单点定位时间传递综合

性能分析[J].全球定位系统,2022,47(4):31-38.

ZHAIHongliang,WANG Shengli.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analysisofBDS-3precisepointpositio-

ningtimetransfer[J].GNSSWorldofChina,2022,

47(4):31-38(inChinese).
[23] 张如飞,刘晖,舒宝,等.BDSPPP高精度时间传递方

法与精度比较[J].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2017,37
(10):1070-1073.

ZHANGRufei,LIUHui,SHUBao,etal.Research

ontimetransfer:basedonBDSprecisepointpositio-

ningandaccuracycomparison[J].JournalofGeodesy
and Geodynamics,2017,37(10):1070-1073(in

Chinese).
[24] 张继海,董绍武,袁海波,等.北斗三号非差组合载波

相位时间比对性能分析[J].仪器仪表学报,2021,42
(11):45-53.

ZHANGJihai,DONGShaowu,YUANHaibo,etal.

011




第4期 基于北斗三号PPP-B2b轨道的实时精密共视时间传递

TheperformanceanalysisofBeiDou-3undifferenced

combinedcarrierphasetimecomparison[J].Chinese

JournalofScientificInstrument,2021,42(11):45-53
(inChinese).

[25]JIAN Y,IVANS,JIANGZH,etal. Adetailed

comparisonoftwocontinuousGPScarrier-phasetime

transfertechniques[J]. Metrologia,2015,52(5):

666-676.
[26]JIANY,JUDAHL.AnimprovementofRINEX-shift

algorithmforcontinuousGPScarrier-phasetimetransfer
[C]//Proc.27thIONGNSS+2014Conf.1253-1260.

[27] GÉRARDP,PASCALED.TheperformanceofGPStime

andfrequencytransfer:commenton‘Adetailedcompari-

sonoftwocontinuousGPScarrier-phasetimetransfer

techniques’[J].Metrologia,2016,53(3):1003.
[28] 张向波,郭际,胡永辉,等.日界不连续误差对GNSS

载波相位频率传递的影响[J].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

学,2022,42(4):371-377.

ZHANGXiangbo,GUOJi,HUYonghui,etal.Influ-

enceofday-boundarydiscontinuitieson GNSScarrier

phasefrequencytransfer[J].JournalofGeodesyand

Geodynamics,2022,42(4):371-377(inChinese).

(编辑:黄利华)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