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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化的重力场信息我国现代国家测绘基准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数据,航空重力测量是提升国家高程

基准水平的主要手段和必由之路,航空重力测量理论方

法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我国重力

空白区的航空重力测量为研究背景,基于 GTＧ２A 航空重

力仪的测试与试验,对大范围开展基础性航空重力测量

的工程化应用技术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工作

如下:
(１)对 GTＧ２A 航空重力测量系统进行了系统性标

定,设计了静态测量试验和升降台试验,对 GTＧ２A 航空

重力测量系统的零漂率、分辨力和重力信号提取结果的

尺度因子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与 Burris相对重力仪测量

结果比较.结果表明,固体潮改正前、后,采用 GTＧ２A 零

漂率差值最大可达７．４μGal/h,采用施测前后校准测量数

据计算零漂率引入的代表误差最大为１３．７μGal/h,固体

潮对零漂率的确定具有较大影响;幅值超过３０μGal的固

体潮分潮波会对 GTＧ２A测量结果的幅Ｇ频特征产生影响,

GTＧ２A对固体潮的分辨力约为３０μGal;GTＧ２A试验量程

内观测数据的尺度因子为－０．００３４±０．０１１６.
(２)提出了我国困难地区高精度定位、测速和测加速

度的方法,建立和推导了基于单基站、多基站的定位速度

加速度直接求解的严密关系式,利用实测数据验证了

GPS/BDS组合求解定位测速测加速度.结果表明,BDS
测加速 精 度 基 本 与 GPS 的 相 当,引 入 BDS 系 统 进 行

GPS/BDS组合能有效提高求解的精度,BDS系统能够满

足我国航空重力测量需求.
(３)提出了单站法标量航空重力测量方法.将相位

历元差分求解高精度载体速度的方法(VADASE)引入到

航空重力测量应用中,采用单站测量模式,无须布设地面

基准站,利用载体的动态观测数据,解得高精度历元间位

移序列,结合泰勒一阶中心差分获得载体加速度,联合

GTＧ２A重力仪的实测数据求解测线重力扰动,分别采用

交叉点不符值以及地面实测重力值评定其内外符合精

度.结果表明,单站法解算的加速度联合重力和姿态数

据解算的重力扰动与 GTＧ２A 重力仪 DGPS解算的重力

扰动符合较好.
(４)设计了秦岭山区、毛乌素沙漠、青藏高原等３种

典型地貌环境下的航空重力测量试验区并获取了实测的

航空重力数据,在地面布设重力格网并获取了格网点加

密重力测量值,采用顾及水平位置改正和高度归算的内

符合精度评定方法、顾及地面重力数据误差与空中传播

误差的外符合精度评价方法,系统性评估了结合 GTＧ２A
航空重力测量系统测量数据的外符合精度.统计结果均

表明试验区的航空重力测量内符合精度优于１mGal,外
符合精度优于１．６mGal.

(５)开展了利用航空重力数据构建似大地水准面模

型的试验,利用最新航空重力测量数据确立了我国南海

某区域 的 大 地 水 准 面.在 毛 乌 素 沙 漠 布 设 了 约 长 度

１００km、１．５km/节 点 的 GNSS/水 准 路 线,利 用 高 精 度

GNSS/水准路线成果计算高程异常,并评估了航空测量

重力数据对构建大地水准面中的贡献.试验结果表明,

航空重力测量数据恢复的大地水准面精度远高于现有模

型,对恢复大地水准面时是非常有效的、积极的.同时,

为了解决航空重力测量工程化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开发

了航空重力测量工程化应用软件,以满足未来大规模开

展航空重力测量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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