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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定位坐标系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卫星导航定位坐标系统的定义、建立原则、常用坐标系统、坐标系统间的转换及地图

投影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应用及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使用,也可用于地理信息和其他相关

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7159—2009 大地测量术语

GB/T19391 全球定位系统(GPS)术语及定义

GB22021—2008 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19391、GB/T17159—2009、GB22021—200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坐标系统

3.1.1.1
大地坐标系统 geodeticcoordinatesystem
大地坐标参考系统 geodeticcoordinatereferencesystem
参考系统 referencesystem
通过定义地心、尺度、坐标轴指向、地球旋转速度以及参考椭球常数(椭球几何参数和物理参数)等

参数,所建立的用于描述地球表面及附近区域物体空间或物理位置的坐标系统。
[GB22021—2008,定义2.1]

3.1.1.2
地心坐标系统 geocentriccoordinatesystem
以地球质心或几何中心为原点的坐标系统。
[GB/T17159—2009,定义3.64]

3.1.1.3
参心坐标系统 reference-ellipsoid-centriccoordinatesystem
以参考椭球几何中心为原点的坐标系统。
[GB/T17159—2009,定义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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