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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文件由地震监测预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湖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中国地震局第二监

测中心、云南省地震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游新兆、乔学军、李瑜、王阅兵、王伟、张锐、师宏波、邵德晟、李文一、程林、赵斌、

聂兆生、王岩、王坦、黎炜、董丽娜、邵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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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已经成为地壳运动与变形监测的基本观测技术手段,观测网络的范围

与密度持续扩大。为满足地震监测预报对GNSS观测数据产品的可靠性、高精度和时效性要求,原始

观测数据的质量评价至关重要。本文件给出有明确指示意义的评价指标以及指标的计算方法,客观评

价GNSS原始观测数据质量,便于发现观测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观测设备与观测环境变化对数据

观测质量的影响,为GNSS观测数据后处理分析和测站运行维护提供参考依据。
根据DB/T61—2015《地震监测预报专业标准体系表》中列出的地震监测台网运行质量评价业务

专用标准,《地震观测数据质量评价规范》是对各类台网观测数据进行质量评价的系列标准,本文件是该

系列标准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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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观测数据质量评价规范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观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壳形变台网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观测数据质量评价内容、评价指标与方法、
等级评定和评价结果表述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壳形变台网 GNSS观测数据质量评价,其他 GNSS观测数据质量评价可参考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准站 fiducialstation
对卫星导航信号进行长期连续观测,并通过通信设施将观测数据实时或者定时传送至数据中心的

地面固定观测站。
[来源:DB/T19—2020,3.1.2]

3.2
区域站 campaignstation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GNSS观测的观测站。

3.3
测站 station
泛指基准站或区域站。

3.4
观测数据 observationaldata
GNSS接收机观测记录的数据。

3.5
观测时段 observationsession
接收机记录GNSS卫星信号的时间段。

3.6
单日时段 dailysession
协调世界时(UTC)0h~24h的观测时段。

3.7
观测历元 observationepoch
观测数据中数据记录对应的观测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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