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

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监量函[2018]540 号“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

于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由北京

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成都市计量检定测试院、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四家单位组成起草小组，共同承担《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

终端计量校准规范》的制定工作。

二、制定的必要性

惯性导航系统 INS 是一种全自主的导航系统，可以输出超过 200Hz 的高频信

号，并且具有较高的短期测量精度。除了提供位置与速度之外还可以提供姿态信

息。但由于算法内部存在积分，惯性传感器的误差会不断累积，使得长期导航误

差无限制增长。与 INS 相反，GNSS 具有良好的长期精度，导航误差大致为几米，

设备成本较低。但是，它短期精度与输出频率较低。同时一个常规的 GNSS 接收

机通常无法提供姿态信息，除非采用一些额外的硬件或软件。此外，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需要依靠至少 3颗卫星（4颗）的信号，而卫星信号通常会受到高层建筑、

树木、隧道、大气以及多路径效应的干扰。

从上述特点来看，INS 与 GNSS 具有较好的互补特性，将二者集成可以得到

比单一导航系统稳定性更好、精度更高的导航方案。INS/GPS 的组合导航系统可

以输出高频率的导航参数信息（位置、速度、姿态），并且在长、短期的导航过

程中均能具备较高精度。将 GNSS 和 INS 定位导航信息进行融合，可以得到可靠

的导航解。GNSS 能够防止惯性数据漂移，INS 能在 GPS 信号中断时提供位置、速

度、姿态信息。因此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技术一直是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研



究方向和热点，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越来越被行业广泛使用。

目前关于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的计量尚未有国家检定规程或校准

规范可依据，制定《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校准规范》就是为了解决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的溯源依据和校准方法问题。

三、制定的主要原则

此次制定工作，起草小组坚持了以下主要原则：

1、提高规范的适用范围和覆盖面；

2、注重与国际标准、技术规范保持一致；

3、提高规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广泛征求意见。

四、制定的主要过程

1、2019 年 4 月，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下达编制任务；

2、2019 年 5 月至 12 月，起草小组对与此相关的标准、文献，进行了认真

地学习和研究，确认修订的内容，包括计量特性、校准项目、校准方法；

3、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完成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校准规范

的初稿,期间与生产厂家、大学及技术机构开展多次研讨；

4、2021 年 5 月至 11 月，进行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的测量实验和内

部征求意见，完成全部参数的实验并编写实验报告，对实验报告的结果进行评估

并完成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形成征求意见稿；

5、2021 年 11 月向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广泛征求意

见，共发出征求意见稿 35 份，收到 3家机构的反馈意见。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

北京召开了《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校准规范》预审会，形成了预审会意

见，与征求意见汇总形成征求意见汇总表。

6、2024 年 11 月，起草小组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意见对规范进行修改，形成

送审稿，提交委员会参加审定。



7、2024 年 11 月 15 日，由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组织

了《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校准规范》审定会。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包括技术参数与指标的确定依据、修

订标准的各修订点及其理由等）

目前GNSS/INS组合导航定位终端主要应用于车载、船用等动态领域，各生

产厂家给出的技术指标有差异，编制组综合考虑厂家给出的主要技术指标和计量

溯源性，参考已有计量规程规范的测试项目，制定了速度偏差和精密度、姿态偏

差和精密度、位置偏差和精密度等的校准方法及其计量特性。

关键参数计量特性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标度因数

（20~200）×10-6

(2) 零偏

（0.1~1）°/h

(3) 失准角

（0.001~0.1）°

(4) 速度偏差和精密度

（0.01~2）m/s；（0.01~2）m/s（1σ）

(5) 姿态偏差偏差和精密度

方向角：（0.01~0.2）°；（0.01~0.2）°（1σ）。

俯仰角：（0.01~0.2）°；（0.01~0.2）°（1σ）。

横滚角：（0.01~0.2）°；（0.01~0.2）°（1σ）。

(6) 位置偏差和精密度

在 GNSS锁定，PDOP≤4条件下：

DGNSS水平：≤0.5m（1σ）

DGNSS垂直：≤0.8m（1σ）

RTK（水平）: 0.03m（1σ）

RTK（垂直）: 0.05m（1σ）



(7) 失锁后定位偏差和精密度保持能力

在 GNSS失锁 60s条件下：

DGNSS水平：≤3.0m（1σ）

DGNSS垂直：≤0.8m（1σ）

RTK（水平）: ≤1.2m（1σ）

RTK（垂直）: ≤0.3m（1σ）

六、验证实验的情况和结果

依据校准规范对不同厂家的 GNSS/INS 组合导航定位终端进行了验证，测试

数据均满足技术要求。

七、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无

八、参考文献

(1)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2)JJF 1403-2013《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接收机(时间测量型)》

(3)JJF 1536-2015《捷联式惯性航姿仪校准规范》

起草小组

2024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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